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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与动漫产业互动发展探微 

——以昆山动漫剧《粉墨宝贝》为例 

渠爱雪 孟召宜
1
 

(江苏师范大学 地理测绘与城乡规划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动漫剧《粉墨宝贝》体现出地域文化与动漫产业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特征:(1)互动方式具有能动

响应性。动漫题材选择表现为地域文化影响作用、发展主体能动响应。(2)互动层面具有多维立体性。动漫的情节

内容、角色造型、风格主旨等维度与地域文化物态景观、制度习俗、人文精神等层面立体互动。(3)互动内容具有

点面结合性。动漫运用特色文化着力塑造深入人心的动漫形象,同时巧妙融入其他地方文化元素,通过点面结合,实

现地域文化的全景展现。(4)互动手段具有虚实相生性。通过建构与解构、写实与夸张、真实再现与艺术表达相结

合,动漫创意融合现实与未来、真实与想象、地方与全球,实现内容为王。(5)互动效应具有相得益彰性。地域文化

可以有效提升动漫作品内涵、形成特色动漫,而特色动漫又是传承创新地域文化不可或缺的现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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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产业的后起之秀,动漫产业在全球化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作为新兴文化,动漫是一种现代文化的表现[1]。由

于我国动漫产品品牌少、创作题材窄、原创能力弱、艺术感染力小,振兴我国动漫产业必须回到延伸产业链的文化原点;但我国

动漫作品中,中国元素和传统文化之间过于简单直接,中国文化精神呈现的角度创意不足、力度不强、深度不够[2]。在文化全球化

和文化产业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彰显文化特色,发展特色动漫,实现地域文化与动漫艺术有机整合,不断推出具有中华文化内

涵、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的动漫产品,已成为充满时代性的重要课题。因此,开展地域文化与动漫产业互动关系研究,对于实现

动漫产业发展中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精巧平衡、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化坚守以及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守望有着较好的理

论与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方法 

(一)相关文献回顾 

从地域空间看,在国家层面,美、日、法代表三种典型的动漫发展模式。其中,日本动漫表现为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制作,

竞争性、扩展性的出版播出策略,多元化、创新性的周边开发[1];从艺术文化角度看,日本动画注重故事内涵,具有鲜明的艺术特征,

突出天皇和菊、刀、樱等日本文化象征性符号,反映了日本社会对天皇制度的信仰、崇武尚勇武士道精神的推崇、集体观念的重

视[2]。而美国动画具有多元文化融合、造型风格易于辨别、形象设计通俗易懂等特点;在形式上,美国动画讲究宏大的场景、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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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美的情节塑造等[3];在内容上,动画制作惯用大题材手法,取材包括原创故事、童话、神话、名著、历史故事等。在地域文化层

面,固有的生活方式形成的民俗均可用漫画、动画、游戏等形式加以表现[4]。民族性的、地域性的传统文化以自身的个性风格和

特殊内容,从拓展创作空间、丰富创作风格、提高作品内涵等方面对动漫创作起到了关键作用
[5]
。由于我国文化地域特征鲜明,

受独特的地域文化影响,我国省域动漫表现出鲜明的地域风格[6]。 

从文化内容方面看,全球化时代,文化的识别力与民族精神关系紧密。注重民族精神气质的阐发和弘扬,动漫作品才能具有强

大的文化影响力[7]。研究表明,日本动漫塑造的日本人形象,既反映了日本的价值观与现实,也是对日本民族精神与价值观的艺术

再现。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动漫承载着日本民族精神与价值观的变迁[8]。由于价值观念的抽象性等原因,动画作品中加入中国元素

容易,运用中国式理念创作较难,打造中国民族动画品牌必须找到中国独特的审美观、价值观、世界观[9]。同时,传统文化中许多

好的元素、符号、工具也可供当代动漫采借,为动漫作品提供丰富的形式供给
[10]

。我国动漫产业很早就开始了对传统文化元素的

挖掘[11],以水墨为主的中国传统艺术赋予《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等经典动漫以独特魅力[12]。 

地域文化与动漫产业关系研究成果丰硕,但现状研究多从地域文化内容与动漫表现形式、地域人文精神与动漫主题主旨等单

一层面展开,且多从地域文化或动漫产业一端静态展开[13],尚未形成地域文化与动漫产业互动发展的整体动态性研究框架。江苏

昆山是昆曲发源地,也是动漫重镇。本文以昆山《粉墨宝贝》为案例,将昆曲和动漫相结合,从协同发展视角揭示动漫作品与地域

文化的互动过程,以期促进这一研究的深入。 

(二)本文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运用文本分析方法。在深度观摩动漫剧《粉墨宝贝》和《谁不说咱家乡好——昆山篇》等视频基础上,长期关注粉

墨宝贝官网(http://www.fenmobaby.com)、粉墨宝贝动漫乐园微博(https://weibo.com/fenmobaby),对关于昆山粉墨文创发展

有限公司、林正德、动漫剧《粉墨宝贝》报道的历史消息进行细致梳理,并持续追踪、补充,以获取全面的知识文本。其次,关注

优酷网、乐视视频、搜狐视频、芒果 tv等网站该剧的点击量。此外,对政府、媒体相关报道及豆瓣电影(https://movie.douban.com)

的相关评价等进行关注,以全面了解《粉墨宝贝》的制作过程、制片主体、观众反应。进而通过文本分析,揭示动漫作品与昆山

地域文化互动发展的层面、内容及过程。 

二、昆山地域文化概况及典型文化景观 

(一)昆山文化形成背景 

昆山地处江苏东南,东邻上海,西依苏州,区位条件优越。在地理环境上,昆山属长江三角洲太湖平原,地势平坦,河网密布,湖

荡相连。吴淞江、娄江横穿东西,淀山湖、阳澄湖、澄湖、傀儡湖等星罗棋布。由于河湖众多,水乡泽国构成昆山文化的生态基

础和地理背景。日常生产中,表现为水田、鱼塘和水上交通的高度利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小桥、码头、水上市场、临水建筑的

普遍存在。因此,昆山文化景观具有鲜明的水的烙印[1]。 

(二)昆山文化总体概况 

春秋时代,在吴越文化熏陶下,昆山人颇具剽悍骁勇的尚武精神。唐宋以后,北人南迁和优越的水热条件,昆山经济发展、文

化转向,其地域文化中增添了勤劳务实、冒险进取、工商并重等元素。元明以后,随着长三角工商经济的萌发,尤其是上海的开埠

与辐射,昆山文化中的工商意识不断增强。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昆山走出以外向带动和发展开放型经济为特色的

县域经济之路,形成享誉全国的“昆山模式”。通过汲取台岛文化、海派文化、移民文化、海洋文化,昆山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形成以“开放、融合、创新、卓越”为内核的昆山精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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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昆山典型文化景观 

昆山历史悠久,文化形态斑斓,其中昆曲、古镇、大闸蟹是当地最为典型的文化景观。昆曲又名昆剧,已有 600 多年历史,具

有工丽典雅、浓郁醇厚等艺术特色,被推崇为“近代百戏之祖”和“中国戏曲的活化石”。据考证,唐代宫廷乐师黄幡绰因战乱

流落到昆山正仪(今属巴城)傀儡湖一带,结合南曲与北曲、雅与俗形成“新声”。至元末,昆山千墩(今千灯镇)顾坚“善发南曲

之奥,故初有昆山腔之称”。同期昆山人顾(阿)瑛在昆山腔伴奏乐器中加入阮琴,并加以提炼、改造,使昆山腔成为高雅的昆曲[3]。

可见,昆山是昆山腔形成的聚集地。同时,昆曲最早是昆山方言的吟唱。明代魏良甫《南词引正》说昆曲“惟昆山为正声。”可

见,昆曲与昆山有着不解之缘。另一方面,作为中国雅文化的象征,昆曲所代表的美学趣味虽呈南方尤其是江南特征,但其文学性、

音乐性凝聚了中国广大地区文人的美学追求和艺术创造,其文化身份又不属于一时一地[4]。作为明清两代影响最大的声腔剧种,

昆曲音乐绮丽妩媚、一唱三叹,几百年冠绝梨园,不仅曲调动听,而且亦歌亦舞、柔媚可人。悠悠几百年,昆曲以它特有的艺术形

式演绎着历史传奇,传颂着人间佳话,凝聚着文化精髓,传载着千古情义。它独具一格的艺术魅力,传承着中华民族古典文化的神

韵风采。作为我国古典表演艺术的经典,2001年昆曲入选世界首批“人类口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昆山河网密集,独特的江南水网形成发展生境、提供传输通道。周庄、锦溪、千灯等古镇无不四面环水、以水为街、以街为

市、因河而成。水乡周庄水绕四方,咫尺往来皆须舟楫。井字型河道上横跨着保存完好的 14座建于元、明、清各代的古桥。800

多户原住民无不依河筑屋。古镇内部,里巷空间发达,狭窄的里巷以河道为基础,沿垂直于河道方向向居住区内部延伸。狭窄的里

巷与两侧高耸的山墙构成独特的建筑空间,形成具有悠久性、乡土性、协调性、典型性的水乡风韵。以水乡古镇为载体,画舫、

手摇船、小桥、水巷组成的小桥流水人家成为最具江南特质的文化符号、文化记忆[5]。 

阳澄湖美,巴城蟹肥。由于阳澄湖水质清、水草茂、虫食足,盛产的大闸蟹肉质鲜美、黄腴充实。巴城是阳澄湖大闸蟹的主

要原产地之一,有“天下第一蟹乡”之称。2015 年,为更好挖掘“蟹文化”“水乡文化”等文脉,弘扬“天下吃蟹第一人——巴

解”的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勇气,昆山巴城镇将阳澄湖水上公园更名为“巴解园”。一年一度的巴城蟹文化节在展示昆山蟹文化

同时,不断创新蟹文化形式、深化蟹文化内涵。今天,昆曲、奥灶面、阳澄湖大闸蟹已成为昆山的重要名片。 

三、昆山动漫产业发展概况及典型动漫作品 

(一)昆山动漫发展概况 

昆山连续多年名列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榜首。2018年其 GDP达到 3875亿元,人均 GDP达 3万多美元。文化产业上,昆山逐步

形成广播影视、演艺娱乐、文化旅游、网络文化、文化创意、数字动漫、会展广告、出版印刷等优势产业[1]。就动漫而言,近年

来,依托昆山软件园、浦东软件园昆山分园等,以山猫卡通、玉麒麟、动蛋王国、合谷数码等知名动漫企业为依托,以玩具研发设

计和动漫设计为重点,融入特色文化等元素,昆山动漫产业不断做大做强,先后创作出《飞天螃蟹》《粉墨宝贝》等屡获国内外大

奖的作品。 

(二)动漫剧《粉墨宝贝》 

动漫剧《粉墨宝贝》是昆山粉墨文创发展有限公司出品的原创动漫剧,计划推出 4部、104集。2014年推出第一章(1-6回),2015

年推出第二章(7-12回),每回 15分钟。该片以昆曲源头江南小镇的小朋友学习和生活中的故事为主轴,穿插昆曲的生、旦、净、

末、丑各个行当的传统文化精髓,描绘友情、亲情、励志、圆梦的主题。本研究主要是基于《粉墨宝贝》1-12 回,同时结合昆山

粉墨文创发展有限公司网站、微博及报纸等相关报道资料。 

四、动漫剧《粉墨宝贝》制作营销与昆山文化传承传播的互动层面及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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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与动漫产业协同共进中,主要基于地域文化的物质景观、制度民俗、人文精神和动漫作品的情节内容、角色造型、

表现手法、风格主旨等层面形成互动发展框架。就研究案例而言,《粉墨宝贝》以昆曲为源头素材,以小昆班的组建、排练等构

成各个单元环节,串联昆曲、古镇、大闸蟹等元素,展示巴城老街、水乡美景、美食物产等昆山特色文化,描绘昆山独特的精神风

尚和生活画卷。同时,昆曲折子戏、昆曲行当、大闸蟹等昆山文化元素为动漫剧《粉墨宝贝》的情节内容、造型设计、背景音乐、

背景取景等提供素材与灵感,从而形成文化特色鲜明、竞争优势明显的动漫作品。双方无缝对接,使动漫《粉墨宝贝》与昆山文

化实现良性互动和共进双赢(图 1)。 

 

图 1地域文化与动漫产业互动层面及其内容 

(一)《粉墨宝贝》情节内容与昆曲传承弘扬 

1.动漫情节与“小昆班” 

昆曲传承需正规训练与业余培训相互补,如此才能薪火相传、后继有人[1]。20 世纪 80 年代,昆山一小始有“小昆班”,其后

巴城镇的石牌小学、正仪中学及千灯、淀山湖、周市等镇陆续开设“小昆班”[2]。到 2017年,昆山“小昆班”已成立三十周年。

作为昆曲故里的特色文化工程,目前昆山各镇都建有“小昆班”。动漫《粉墨宝贝》围绕“小昆班”组建和昆曲学习展开故事情

节,片中“小昆班”包老师的原型是江苏省昆剧院的副院长王斌,不少桥段也是源自王斌的学艺经历
[3]
。可以说《粉墨宝贝》是对

昆山昆曲传承历史的现实反映,而现实存在的“小昆班”和昆曲传承实践也为动漫《粉墨宝贝》创作提供了灵感来源和内容支撑。 

2.动漫内容与昆曲折子戏 

动漫剧《粉墨宝贝》以小昆班的组建、排练为主线串联昆曲、古镇、大闸蟹等昆山文化要素,以昆曲经典折子戏的排演推动

故事的发展,并通过昆曲知识点的讲解凸显动漫创作支点——昆曲。考虑昆曲委婉缠绵,多以文人化的个人情感为主旨,多从儿女

私情处着眼落笔。动漫《粉墨宝贝》在第一、二章选择《西游记·胖姑学舌》《牡丹亭·堆花》《牡丹亭·春香闹学》等适合少

年儿童的昆曲折子戏,既经典,又合宜,轻松活泼、不失趣味。昆曲折子戏矛盾冲突尖锐激烈、人物形象鲜活生动、故事情节相对

完整、结构安排别出心裁,久演不衰、经典完美,是昆曲的精华[1]。因而,这些经典折子戏在动漫剧中均依原样保留,尊重原著的唱

词、对白,保留了原剧的经典对白和精彩唱段,童声婉影中透出艺术传承的精妙,使现代观众在观赏动漫故事的同时,可欣赏到戏

曲精粹,领略到中国昆曲的“兰韵幽香”,感受中国古典雅韵。此时,昆曲折子戏成为动漫《粉墨宝贝》展示昆曲文化、塑造人物

性格、展开故事情节的重要依托。同时,这些昆曲精彩片段也使《粉墨宝贝》富有浓郁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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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粉墨宝贝》角色造型与昆曲表演行当 

动画角色形象担负演绎故事情节、推动剧情发展、揭示人物性格和动漫主题的重要职责。今天,创造出全球化的、具有无限

商业价值的角色形象更是动画电影、动画片占领国际市场的关键因素。《功夫熊猫》《机器人总动员》《萤火虫之墓》等成功案例

证明,一个好的动画人物,能够跨越时空,被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年龄层次的观众接受[2]。因此,性格鲜明的动漫角色与独具特色的

动漫造型是动漫剧的核心。动漫《粉墨宝贝》中运用写实和拟人两种艺术风格,分别塑造了惟妙惟肖的昆曲五大行当和大闸蟹等

妙趣横生的动物角色造型,将昆山最具代表性的昆曲文化和蟹文化融汇其中,创意展现。 

1.人物造型与昆曲行当 

众所周知,昆曲最精华的部分是唱腔和文辞,而身段又被“依字声行腔”的“唱”锁死。所以,《粉墨宝贝》运用 3D 动漫技

术,以昆曲本身角色扮相为蓝本,以实物为基准,逼真刻画折子戏中人物的水袖、翎子、髯口的细腻柔软度,和昆曲服饰图案的历

史美、造型美、工艺美、色彩美及髯口、水袖、珠串等饰物的灵动,以展现昆曲艺术的深刻内涵。进而通过对白、身段等,把昆

曲里“生、旦、净、末、丑”的人物角色塑造成五个栩栩如生的动漫造型,并运用昆曲脸谱表达人物性格,进行人物设计,且脸谱

代表人物性格与剧中人物性格塑造相呼应,粉粉——贴旦,家庭普通、性格文静;墨墨——花脸,性格活泼;文生——小生,儒雅大

方。此时,人物造型与昆曲角色叠加,戏里戏外形象相统一,外型内心相呼应,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丰满。此外,在“小昆班”学员之

间、师生之间的对话交流等日常中,恰到好处地运用了昆曲中的身段、念白,不仅强化了动漫剧的昆曲氛围底蕴,而且增添了动漫

角色的幽默风趣,并巧妙地将戏里戏外两个时空相联系,使舞台生活化、生活舞台化[3]。 

2.动物造型与昆曲脸谱 

《粉墨宝贝》运用拟人化手法塑造了墨墨的“蟀哥”蟋蟀 ,粉粉的大闸蟹“清蒸”“面拖”以及家鹅

“机”“灵”“古”“怪”等动物形象。“蟀哥”精灵调皮,“清蒸”“面拖”神通广大,“机”“灵”“古”“怪”充满正义。

尤其是两只螃蟹形象夸张化、性格人性化,其造型大胆创新。螃蟹的幽默以及跑起来两腿像风火轮式的武侠动作,这些现代动画

片标志性动作和性格设置,给人以前所未有的新奇感和时代认同感。背上画有昆曲脸谱形象的“清蒸”“面拖”深入人心,让人

印象深刻、难以忘怀。《粉墨宝贝》通过充分发挥创意想象力,赋予大闸蟹以生命和人的酷、萌特征,让昆山蟹文化大放异彩。 

(三)《粉墨宝贝》表现手法与昆山多元文化 

服装、民间音乐、标志性景观等文化元素不仅使动画角色造型更加丰满,而且能够营造引起观众共鸣的场景意境。动漫作品

《粉墨宝贝》在场景设计、主题曲和背景音乐等方面,注重撷取昆山文化中江南水乡、昆曲等元素符号,使动漫作品地域特色更

为浓郁。 

1.动漫音乐风格与昆曲曲牌唱词 

荡气回肠的昆曲意蕴、婉转清幽的昆曲曲调,使得片头曲《好姐姐》为《粉墨宝贝》增添一抹古朴风韵;同时,在不改变昆曲

的唱腔和标配乐器曲笛的情况下,片中大胆使用西乐和电子乐伴奏,演唱间奏的 RAP使整体更添动感,并使古老昆曲呈现出时代的

律动。片尾曲《国色天香》一阕词一段曲,融入戏曲元素,唱出了柳梦梅与杜丽娘的爱情悲欢,饱含了别样的民族情怀和时尚韵味。

主题曲、背景音乐中传统戏曲腔调的运用,营造、强化了古典文化氛围,增加了动漫作品的感染力;而 RAP 流行风格的采借,又注

入了时尚元素,提升了动漫作品的亲和力。 

2.动漫背景取景与昆山地理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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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环境是戏曲艺术的“前生因”,并直接铸就戏曲艺术的文化特征。就《粉墨宝贝》中的昆曲而言,其根植吴地,与昆山地

区的方言和声腔昆山腔有承继关系。同时,昆曲音乐细腻,称之为“水磨调”,这些都使昆曲具有明显的江南风格[1]。吴侬软语的

柔曼悠远,赋予昆曲细腻优雅的特点;而江南水乡缠绵婉转的气质形成了昆曲独特的水磨调。委婉缠绵的吴歌小调、清新秀丽的

水乡风情、悠扬动听的吴侬软语不仅和婉转柔美的昆曲唱腔构成一幅完美的江南人文图景,也是理解、欣赏、体味昆曲的文化背

景和现实场景[2]。昆山籍昆曲闺门旦演员顾卫英说:“昆曲是和这片土地分不开的,昆曲里的每一个人物性格和动作,都是这里生

活的人的缩影。这是几百年的文化积淀,深入人的灵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可孕育一方的艺术。昆曲就诞生于

江南水乡,昆曲给周庄带来了古典的气息,但周庄的古戏台给了我们孕育这样的一个场地,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所以,它俩是相

辅相成的。”[3]她说:“昆曲被命名为水磨腔,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昆曲会很润,都好像没有棱角,看到水其实我们是特别喜欢

的。尤其我就是长在江南,心里面就是留给我的一种印象,所以跟水磨腔之间距离就很近。一下子就能够体会、领会到这个水磨

腔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一种腔格,是心里面就有的。”
[4]
 

因而,动漫《粉墨宝贝》注重利用物态文化景观,塑造故事发生背景,强化对故事发生地的直观感受和故事氛围的营造。剧中,

贝老师登台的老街、长桥、古戏台;默默的爸爸在老街开的餐馆,烧的阳澄湖八仙;粉粉的妈妈身着工装裤,站在船上,养殖螃蟹的

画面;“小昆班”学生练习时的好去处——清净优美的阳澄湖畔;贝老师哭泣的凉亭……其中涉及的诸多场景及元素,大部分都

能在巴城当地找到。小桥流水人家、粉砖黛瓦……这些江南代表性符号,承载着人们对江南的想象,也成为动漫《粉墨宝贝》的

基本取景背景。通过对小桥流水人家的场景描绘,《粉墨宝贝》形成一眼可辨的特征,打上鲜明的地域烙印。而这种对日常元素

的处理也契合了观众对日常审美的需求,给观众一种真实的代入感[5]。 

(四)《粉墨宝贝》风格主旨与昆山人文精神 

成功的动画,无论是依托于传统文化元素,还是解构、重构文化元素,民族精神都是其“灵魂”[6]。因此,动漫作品必须要有对

意义的探寻,故事简单,但主旨应宏大深远[7]。同时,作为人类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遗产保护涵盖两个层面:一是技术层面,

包括声腔曲牌、唱念规范、表演程序、砌末化妆、穿关艺术以及承载这些技术的传统折子戏演艺等;一是精神层面,即昆曲艺术

得之于原生环境的含蓄、精致、自然和谐的文化特征。两个层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8]。动漫剧《粉墨宝贝》中“小昆班”的组

建、排练等反映了吴地昆山崇文重教的传统。剧中企业家曲总(曲会长)对“小昆班”的赞助、昆剧团贝菁菁对“小昆班”排练

的助力等情节体现了学校、昆曲团体、企业界对昆曲等传统文化的珍视以及保护传承昆曲的文化担当。这种担当又体现了作为

昆曲中心,苏州、昆山从传习所到“小昆班”,从青春版《牡丹亭》到动漫《粉墨宝贝》,传播民族文化和正确引导未成年人成长

的责任与使命。人文精神的彰显与弘扬,使得《粉墨宝贝》实现技术、精神两个层面的昆曲文化传承。 

(五)《粉墨宝贝》播放发行与昆山文化传播 

动漫是文化的传播载体,文化是动漫的灵魂
[1]
。成功的原创动漫能促进传统文化的发展、传播与扩散;而地域传统文化的继承

和发扬又可有效促进本土动漫的发展[2]。动漫《粉墨宝贝》将昆曲元素与动画艺术相结合,昆曲元素成为动漫的故事内核,亮点突

出、特色鲜明,因而得到观众的认可,成为电视媒体和优酷网等新媒体的热播动漫剧,获得较高的收视率和点击量。巨大的点击量

在扩大影响、形成品牌、获得可观的市场效益的同时,基于互联网传播的互动性、共享性、便利性、开放性,昆曲文化借助动漫

《粉墨宝贝》的热播大范围快速传播扩散。《粉墨宝贝》以动漫形式实现零门槛普惠式的昆曲文化传播普及,使一般的动漫欣赏

者经由动漫领略感受昆曲的魅力,从而提升社会大众在美学上的爱好与取向,缩小文化沟壑、消弭文化距离,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

文化传统的格局和精英文化的命运[3]。最终,作为小众高雅艺术的昆曲,借力互联网+动漫的现代媒介成功地完成大众传播。这一

过程中,《粉墨宝贝》体现动漫对昆曲的传承与致敬,甚至可以说《粉墨宝贝》里的昆曲,不仅是一种手段,也是一种目的。正如

江苏省昆剧院院长李鸿良所言:“昆曲是这部动画片(《粉墨宝贝》)的灵魂,我们就是要用原汁原味的经典,让孩子从小感悟传统

之美。……观众的代际传承,对传统戏曲来说非常重要。动画片这种新颖的形式,不是简单地灌输如何唱昆曲,而是让孩子们在潜

移默化中了解昆曲,引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继而爱上昆曲。这样润物细无声的传播,能直抵人心,效果往往更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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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本文以昆山动漫作品《粉墨宝贝》为例,运用文本分析法,探讨了动漫作品与地域文化的互动发展特征,研究表明:(1)互动方

式具有能动响应性。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域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手段与方式。因此,在地域文化与动漫产业互动发展中,

动漫产业的能动选择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域文化能否以动画等现代媒介方式实现展现传播。《粉墨宝贝》实现了

作为小众高雅艺术的昆曲借力互联网+动漫的现代媒介成功完成大众传播。但这种能动性使互动方式具有非对称性。另一方面,

动漫制作主体的能动选择、利用方式等又受到地域文化潜移默化形成的文化认同及其滋生的文化责任的影响,因此,这种互动具

有作用-响应的成分,表现为地域文化影响作用、主体响应行动。(2)互动层面具有多维立体性。动漫《粉墨宝贝》以“小昆班”

的组建、排练等为情节,以昆曲折子戏为重要内容,以昆曲基本行当和大闸蟹为动漫造型,以老街古戏台、小桥流水人家等江南景

观为背景。动画片的情节内容、角色造型、表现手法、风格主旨等维度与地域文化物态景观、制度习俗、人文精神等层面立体

互动、全面交融。(3)互动内容具有点面结合性。《粉墨宝贝》重点围绕昆曲、古镇、大闸蟹等特色鲜明的地方符号,打造粉粉、

墨墨、面拖等动漫造型。动漫作品青睐知名度高的典型地域文化元素,因为历史文化底蕴浓厚的非遗、名著等题材,不仅发掘空

间较大,而且这些故事已历时间考验,可降低制作风险。进而巧妙融入其他地方元素,点面结合,实现地域文化的全景展现。同时,

由于性格鲜明的动漫角色与独具特色的动漫造型是动漫剧的核心,因此动漫企业注重运用地域特色文化着力塑造深入人心的动

漫形象,形成风格鲜明的情节内容,打造跨越时空的动漫品牌。通过地域文化、动漫产业的双重点面结合,实现二者的全面深度契

合。(4)互动手段具有虚实相生性。《粉墨宝贝》既是对昆曲艺术传承的现实反映和昆山巴城老街、水乡美景、美食物产的艺术

展示,也有虚构的情节与场景。麦克卢汉强调,媒介是新的语言,对我们的世界进行重构。动画是新媒介,是重构的重要语言与力

量。动漫通过时空压缩与时空超越,跳脱时空限制叙事;通过全球化和本土化,移植、嫁接和杂糅中外文化,实现国际性与民族性、

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存。最终,通过建构与解构、写实与夸张、真实再现与艺术表达相结合,虚实相生,动漫创意融合现实与未来、

真实与想象、本土与外来、地方与全球,实现从创意为王到内容为王的转换。(5)互动效应具有相得益彰性。昆曲、古镇等文化

元素的融入,使动漫《粉墨宝贝》特色鲜明、韵味十足,而《粉墨宝贝》以二次元动漫的全新形式,将昆曲包装演绎,以更为喜闻

乐见的现代方式加以呈现,开辟了新的动漫+互联网式文化传承之路。可见,地域文化可有效提升动漫作品内涵、形成特色动漫,

而特色动漫也成为传承创新、扩散传播地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和实现文化产业双效统一的重要手段。 

昆山动漫剧《粉墨宝贝》实现了动漫与昆曲的牵手、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形成动漫新内容和昆曲新美学。但这种牵手与融合

并非一帆风顺,其受到资本、政策、文化认同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开展地域文化与动漫产业互动发展的机理探讨,不仅有利于

深入理解二者的互动过程,也将为优化调控产业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本文对此未予涉及,后续将展开深入研究。 

注释： 

1赵芳:《美国动漫电影的跨文化策略》,《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 1期。 

2傅丽莉:《中国动漫的民族性培育探析》,《民族艺术研究》,2011年第 2期;韩波、洪京、边中宇:《中国动漫产业应从中

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 2期。 

3汤莉萍、殷俊:《世界文化产业案例选析》,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 102页。 

4李长庆:《日本动漫产业与动漫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 43页。 

5王佳:《动画形象与品牌塑造之关系研究——以迪斯尼、宫崎骏、奥斯洛为例》,山东大学 2010年硕士论文。 

6刘珂:《安徽动漫产业地域文化形态探析》,《当代电影》,2011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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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长庆:《日本动漫产业与动漫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 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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