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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吒之魔童闹海》
百亿票房背后的成功密码

剧情
层面

深挖故事的
深度与张力

在2025年春节档期，国产动画
电影《哪吒2》再度点燃了观众的热
情，不仅在票房上创造了新的纪录，
更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广泛讨论。作
为 2019 年《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续
作，《哪吒2》延续了前作的精良制作
与深刻主题，同时实现了技术与艺术
的双重飞跃，成为中国动画电影的一
座新标杆。

影片在技术层面有大量创新，如
首次挑战复杂的海水视效制作，动作
场面中融入更宏大的战斗场景，对细
节精益求精。

除了技术层面的突破，《哪吒2》
在艺术表现上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影
片中的角色塑造极为出色，哪吒、敖
丙等角色形象鲜明，个性突出，让观
众在观影过程中能够产生强烈的情
感共鸣。哪吒经历了痛失亲人和抗争
不公后，借助三昧真火重生，完成了
真正的成长；敖丙从被命运束缚到与
哪吒并肩作战，其蜕变令人动容。殷
夫人对哪吒温柔包容的母爱，李靖对
哪吒深沉的父爱，都让观众为之
动容。

《哪吒2》作为一部国产动画电
影，在保留传统神话故事核心的同
时，大胆融入了现代价值观和叙事手
法，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影
片在叙事上也实现了突破，与前作
相比，《哪吒 2》不仅仅是一部简单
的英雄成长故事，更是一部充满哲

学思考的作品。它通过对“命运”这
一主题的探讨，引发了观众对人生
选择和社会责任的深刻反思。哪吒
从“我命由我不由天”到“小爷是魔，
那又如何”的转变，是从个体命运对
抗到坦然接受自我的升华，这也是现
实隐喻下的成长与反抗。这种对命运
的探讨，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感受到
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哪吒2》的成功，不仅在于其出色
的制作和深刻的主题，更在于其对当
下社会现实的深刻映射。影片中的哪
吒，不仅是一个神话人物，更是一个当
代年轻人的缩影。他的成长历程与当
代年轻人面临的困境不谋而合，无论
是家庭压力、社会期待，还是自我认
同的困惑，哪吒的经历都在某种程度
上反映了当代年轻人的生存状态。

影片中对“偏见与和解”的探讨
也引发了观众的深思。哪吒与敖丙的
故事，不仅仅是一个英雄救世的故
事，更是一个关于消除偏见、实现和
解的故事。这种对社会现实的映射，
让影片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意义。它告
诉我们，在面对社会的种种偏见和压
力时，我们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勇
于接受和包容不同的声音和观点。

作为一个承载着深厚文化内涵
的神话人物，哪吒经过现代艺术家的
重新诠释，焕发出全新的时代魅力，
成功证明了中国动画电影完全有能
力讲好自己的故事。

文化自信的彰显与现代寓言的演绎
◎ 胡新波

特效
技术

展现奇幻
东方美学

从《哪吒2》看“中国风”的全球表达
◎ 乐兵

深耕本土IP
讲好中国故事

文化
创新

今年2月，动画电影《哪吒2》以
破竹之势斩获超100亿元票房。这一
成绩不仅是国产动画的里程碑，更折
射出中国电影工业的质变与观众审
美的升级。

《哪吒2》的百亿票房，本质上是
中国动画工业体系的一次集中检阅。
影片集结了全国近 140 家公司、
4000余名从业者，从分镜绘制到特
效渲染，每一帧画面都凝聚着工业化
协作的精密与匠心。例如，片中“四海
龙王围攻陈塘关”的段落，通过动态
粒子特效与东方美学的融合，既呈现
了史诗级的视觉奇观，又保留了水墨
丹青的意境，堪称技术与艺术的完美
平衡。

这种工业化能力不仅体现在制作
层面，更反映在市场的精准把控上。数
据显示，《哪吒》系列的受众群体覆盖
了全年龄段，剧情设计兼顾娱乐性与
深度——少年观众为哪吒的成长热血
沸腾，成年观众则从“逆天改命”的主
题中看到现实生活的投射。这种“破
圈”效应，正是国产动画从“低幼向”转
向“全民向”的关键突破。

《哪吒》系列的成功，核心在于对
传统文化 IP的创新性转化。影片摒
弃了非黑即白的叙事逻辑，将哪吒塑
造为兼具神性与人性的复杂角色。在
《哪吒2》中，哪吒与敖丙的羁绊从对
立走向共生，暗喻个体命运与群体利

益的辩证关系，既契合当代青年对自
我价值的追问，又以东方哲学回应了
全球观众对英雄叙事的审美疲劳。

此外，影片巧妙融入了现代价值
观。例如，李靖夫妇对哪吒的教育方
式，从权威压制转向理解与引导，折射
出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而哪吒

“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呐喊，则成为年
轻一代打破阶层固化、追求自我实现
的集体宣言。这种文化表达既本土又新
颖，为国产电影“出海”开辟了新路径。

《哪吒2》的百亿票房，为2025年
中国电影市场注入强心剂。春节档总
票房95.1亿元、观影人次1.87亿的佳
绩，印证了观众对优质内容的渴求。然
而，高票房也拉高了市场期待值。如影
评人谭飞所言：“观众的口味正在变得
挑剔，唯有持续创新才能维持热度。”

可喜的是，《哪吒2》的成功已催
生行业良性循环。2025年待映的《大
鱼海棠2》《镖人》等动画电影，均试
图在 IP开发、技术革新或题材突破
上寻求差异化竞争。这种多元化格
局，正是中国动画电影从“爆款驱动”
转向“生态繁荣”的必经之路。

《哪吒2》的百亿票房，是中国电
影工业厚积薄发的缩影。它证明：当
传统文化遇见现代叙事，当匠人精神
拥抱工业化体系，当市场热情碰撞创
作初心，中国动画电影完全有能力诞
生世界级作品。

中国动画电影的崛起密码
◎ 郑勇钢

2025年春节档上映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2》）获得了票房和口

碑双丰收。在票房方面，不仅刷新中国影史票房纪录，还荣登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首。在口碑

方面，该片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87.3分，豆瓣8.5分，IMDB8.2分，成绩也令人瞩目。《哪

吒2》热映引热议，已经成为影视领域的现象级事件，为

中国电影市场发展提振了信心。分析这部作品获得成

功的原因，既有来自贺岁档期的天时地利，也有IP人气

的经年积累，但最关键的成功要素，还是叙事内容的

匠心打造与影像品质的精益求精。

编
者
按

传统与现代
结合的魅力

角色
塑造

时隔五年，导演饺子带领团队携
哪吒重磅回归。人们惊叹于这部电影
中恢宏的场面、精湛的技术、瑰丽的
想象。毋庸置疑，上述因素是这部电
影成功的重要原因。

笔者也注意到，线上及线下关于
这部电影的讨论与互动，人物的情感
发展、情感交织等都是重要的话题。

“娘只知道，你是娘的儿”“扎心，申公
豹像极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等台词
及讨论话题何以引爆全网？从情感叙
事的角度来看，这部电影有着怎样的
魅力？

多元的情感主题
故事情感空间扩大

相比第一部，《哪吒 2》故事设
定更为复杂，与之相应的角色也增
多，不同角色之间牵扯出来的情感
关系触动着观众的心。在第一部基
础上，影片呈现了亲情、友情、师徒
情等情感关系，构建了一个充满人
性温度又极具挑战性的情感网络。

魔丸降世的哪吒，得到了父母
无条件的爱和支持，这份血脉相连
的亲情打破了身份隔膜和世俗偏
见，令人动容。被视作反派的申公豹
面对自己的家人温情脉脉，尤其面
对自己的弟弟申小豹时，给予鼓励
和欣赏。这份手足情与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中的孝悌内核是相通的。

哪吒和敖丙之间的友情既是电
影中的重要主题，也是推动故事发展
的动力。魔丸、灵珠本出自一体，后成
敌人，再到惺惺相惜的朋友。哪吒为
了让敖丙重塑肉身，毅然踏上挑战之

路，敖丙也义无反顾地保护哪吒家
人，二人最后合力破鼎，打败无量仙
翁。这样的剧情很燃很励志，让观众
看到友情的力量，那是一种足以扭转
乾坤的能量。

申公豹和太乙真人师出同门，虽
有不和之处，作为师父却都对自己的
弟子费心尽力，教道术、传法器、悉心
指引。师徒之间不仅仅是特定的人际
关系，更是一种精神交流和文化传承
的方式。

重构的情感表达
经典故事焕发活力

在电影中，情感不再是传统神话
中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被赋予复
杂的现代性解读。最为突出的是亲
情的重构。传统神话叙事中，李靖是
父权制的象征，他压制哪吒，维护传
统家庭伦理。而《哪吒2》延续第一部
的设定，打破李靖严厉的父亲形象，
变为一个深爱儿子的形象。他为了
保全哪吒宁可牺牲自己，面对哪吒
的舍身救父，他说：“你以为你死了，
爹娘就可以安心地活么？”这些细节
都是更具人性的亲情表达。殷夫人
的形象也是如此，突破传统母亲的
形象，她不仅是哪吒成长的守护者，
也是精神成长的引路人。

电影中的情感重构也体现在师
徒关系。在传统神话和影视作品中，
太乙真人往往是仙风道骨的形象。而
导演饺子的镜头下，太乙真人颠覆了
传统师父的形象，不再是高高在上的

“仙人”，而是可亲可爱也有弱点的引
导者。电影中的太乙真人对哪吒十分

喜爱甚至可以说是“宠溺”的，哪吒对
师父也是敬而不畏、亲而不狎的。

暖心的情感连接
叙事共情引爆观影热潮

《哪吒2》的票房成功离不开观影
者形成的舆论传播和情感讨论空间。
殷夫人被无量仙翁化为仙丹的那场
戏，收割了许多观众的眼泪。面对浑
身布满尖刺的儿子，临死前的殷夫人
忍痛也要紧抱怀中，不仅仅是弥补之
前缺失的那个拥抱，更是用尽最后的
力气传递母爱。

电影主角的逆袭固然热血，小人
物的悲欢喜乐也同样牵动人心。剧中
申公豹的经历引发不少现实话题的
相关讨论。出身“妖族”，却奋力修炼
化为人心，后又跻身“仙界”的申公豹
回忆自己的修仙之路，那些酸楚和痛
苦让观众共情。他不舍得吃来之不易
的“仙丹”，而是慷慨赠给家人。这份
隐忍和付出也让人敬佩。申小豹对哥
哥无比信任和敬仰，以哥哥为榜样专
心练功，年纪虽小却勇敢救父，无疑
让人心生敬意和怜悯。

“太好了，还剩一点点！留得青山
在，不怕没柴烧。”出场只有不到五分
钟的石矶娘娘也是具有魅力的角色之
一，她的坚强与乐观同样圈粉不少。

从《哪吒2》这部电影中，我们看
见主角、配角的悲欢喜乐，看到编创
团队的用心用情，也感受到万千影迷
们与电影产生的共情。《哪吒2》为国
产动画电影在情感叙事方面作了有
力探索，愿《哪吒》系列继续演绎影视
传奇。

角色塑造与情感叙事的完美融合
◎ 宋雨霜

国产动画电影《哪吒2》刷新多个
影史纪录，更掀起了全民热议的文化
现象。“高开疯走”的《哪吒2》不仅是
票房数字的胜利，更是中国动画发展
的重要里程碑。

以科技为笔，饱蘸五千年文明的
浓墨，在文化自信与科技进步的相互
激荡中，世界看到了一幅原汁原味、好
玩又好看的中国文化新图景。表达新
国风、成为新国潮的国产动画电影，再
次让中国风在全球劲吹。

文化和科技的完美融合。科技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插上了腾飞的翅
膀，三维动画复现“山河社稷图”，八
卦阵让《周易》哲学可视化，青铜饕餮
纹、汉代漆器色化为视觉特效，永定
土楼、敦煌壁画融入场景设计，让混
天绫的飘动轨迹暗合书法笔意……
观众在光影流动中与传统文化撞了
个满怀，升腾起血脉为经、文化为纬

的共同情感。
神话和美学的完美融合。虚空裂

口、妖兽涌出，妖兽身后的万条锁链……
重构了东海龙宫的视觉体系，让“蛟龙
入海”的传说保留古典意境，开发出“动
态美感”算法，用技术创新“啃下硬骨
头”，文化软实力与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路径不断拓宽，生动印证着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取之不尽的文化宝藏。

古老和现代的完美融合。《大圣
归来》《大鱼海棠》《白蛇：缘起》《新神
榜：杨戬》……近年来，国产动画电影
挖掘中国古老的神话故事，对中国文
化基因的深度解读，呈现了无限的想
象空间，通过技术实现的视觉奇观，
更使得“中国风”在动画这一类型中
独具魅力。

坚守和创新的完美融合。4000
余人主创、近140家中国动画公司，
汇集着特效、配音等多个环节的顶

配设置，以导演饺子为代表的创作
团队耗时五年，以“死磕精神”完成
从剧本打磨到特效合成的全流程闭
环，内容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又
增加了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观
众能够在感动中得到欢笑，展现着
中国国产动画的“新势力”，方能以
日均数亿元的票房横扫市场，更让
纽约时代广场的巨屏预告成为中国
文化出海的实力宣言。

《哪吒2》的登顶，标志着中国动
画电影已经具备与国际顶尖作品竞争
的实力，为中国动画产业注入了新的
活力。它证明了只要用心打磨内容，将
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相结合，在剧情、
角色、特效等方面做到极致，国产动画
电影完全可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
颖而出。未来，期待更多“魔童”现世，

“闹”出经济新增长，“搅”动发展新浪
潮，让全世界刮起“中国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