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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动画电影的市场规模持续

扩大，在全球文化产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影视产

业角度看，动画电影作为一个庞大的产业体系，其制作、

发行、营销等环节为多个行业提供商机，促进就业和经

济增长；从文化传播角度看，动画电影作为一种具有跨

文化交流特点的艺术形式，不仅有利于不同国家和地区

间的文化交流，还为本土文化创作提供借鉴和学习机会；

从社会层面角度看，动画电影作为一种通俗的艺术形式，

能够通过娱乐的形式传递正面价值观，培养大众的创造

力和审美能力，对社会的和谐发展起促进作用。

“电影是一门隐喻的艺术，与文学、绘画等的隐喻

不同，电影隐喻利用视听符号以直接进入画面、场景的

形式为理解电影深层次意义提供独特的视角与分析方法，

并在揭示电影隐藏的叙事结构、文化内涵和意识形态等

方面起关键作用。”[2]《哪吒2：魔童闹海》创造了中国

电影春节档期的最高票房，也成就了中国动画电影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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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影中的独特地位。本文将以电影符号学为分析路径，

从视觉维度和听觉维度两方面出发，对影片进行由表及

里的研究挖掘，从而领悟其背后的哲学隐喻，实现对影

片意义建构更为准确地解码识读。

一、视觉维度：多元符号搭建隐喻架构

电影是一门具备一套独特符号系统的综合艺术，通

过引导观众去寻找影像画面背后的深层含义，从而拥有

超越性的意义指向功能，因此电影从诞生之日起就被人

们视为一种通过语言、人物、情节、音乐、场景、灯光

等作为基本元素来传达隐藏深度信息的隐喻艺术。符号

元素在电影中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表现形式，它可以是角

色心理的外化、编导情感的表达、一种象征性的表现等，

是电影中传达思想、表达情感的重要载体。

（一）角色造型：具象符号映照角色心灵

摄影师斯托拉罗认为“色彩是电影语言的一部分，

采用色彩来表示不同的情感以及感受，就像运用光与影

像来象征生与死的冲突一样。”[3] 电影艺术中，色彩除

了成为导演美感、情绪的表达手段，它还是意念的载

体，能够反映编导的创作意图，因而具有独特的象征与

隐喻功能。在《哪吒 2：魔童闹海》中饺子对色彩的象

征运用自如，将色彩与电影中特定的情节、场景与主题

结合起来，超越色彩本身的意义，从而获得更高的审美

价值与价值意义。哪吒与敖丙的造型设计突破传统动

画的扁平化表达，以具象符号的隐喻性拼贴，将角色

的精神困境、身份焦虑与价值选择具象化为可感知的

视觉图式。

符号学视域下《哪吒2》的视听隐喻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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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64年，克里斯蒂安·麦茨发表长篇论文《电影：语言还是言语》“首次将索绪尔的符号学原则引入了电影

的研究领域，从电影所呈现的表象去深入挖掘其外延和内涵，为电影的解读和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1]在符号

学的理论框架下，合理地在叙事中运用视听隐喻系统，可以使动画电影更加细腻、灵动和出彩，使情节的编排和人

物的情感更容易被观众所接受。本文以符号学理论作为切入点，分析《哪吒2：魔童闹海》中视觉维度和听觉维度交

织的联觉作用，探讨电影视听隐喻系统是如何对观众进行情感引导的，为观众提供一种全新的分析电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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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哪吒：反传统造型凸显抗争精神

在影片中，哪吒的“魔童”形象是对传统神话中完

美英雄的颠覆。哪吒的烟熏眼妆、尖利犬齿与暗红腰封

构成“异类”符号集群。其眼部的放射性黑晕借鉴朋克

文化的烟熏妆元素，暗示被压抑的破坏欲；犬齿设计突

破传统哪吒的“灵童”形象，通过动物特征强化“非人

化”标签，这种反传统造型极大的凸显了哪吒的抗争精

神。例如，在哪吒被困“天元鼎”时，火焰特效与“穿

心咒”束缚形成视觉对立：火焰象征内心未被驯化的生

命力，而“穿心咒”则指向无量仙翁施加的阴谋，暗示

个体与命运枷锁的对抗，将哪吒内心的叛逆与迷茫、勇

敢与善良，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2. 敖丙：矛盾化设计暗喻内心挣扎

敖丙的银发蓝衣与龙族鳞甲的结合，象征其“灵

珠”身份与族群使命的撕裂。其武器“冰锤”的冷色调

与哪吒的“火尖枪”形成色彩对立，映射两者立场差异。

在角色动作设计中，敖丙多次以“低头”姿态出现，暗

喻其被家族期待压迫的心理状态，体现了敖丙内心的挣

扎，与哪吒昂首挺胸的叛逆形成鲜明对比。敖丙性格温

柔善良，内心充满正义，但又背负着沉重的家族使命和

龙族对他的期望，这使他的性格充满纠结和无奈。在目

睹陈塘关百姓的悲惨遭遇后，他毅然挣脱“全族希望”

的枷锁，与哪吒站在一起，共同对抗邪恶，体现了他对

正义的坚守和对自我救赎的渴望。

（二）场景器物：抽象符号构筑权力隐喻

电影符号学认为电影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与自然

语言不同的是，它更像是一种艺术展现，是用形象来表

达的符号。索绪尔认为，任何语言符号是由“能指”和

“所指”构成的，“能指”指语言的声音形象，“所指”

指语言所反映的事物的概念，这些符号一起构成了电影，

为观众传递各种信息和情感。

1. 权威空间隐喻权力垄断

影片中各种场景交织错乱，暗藏权力垄断，隐喻影

片主旨。玉虚宫代表仙界的权力中心，掌控着修仙进阶

的话语权，是典型的权力阶层代表。其六角形结构与纯

白色调，影射西方霸权建筑（如五角大楼）的冰冷秩序。

龙族被困在永夜的海底炼狱，每根锁链都折射着现实世

界中资本的异化悖论。海底炼狱的幽闭空间通过暗绿色

调与锁链缠绕的视觉符号，象征弱势群体被压迫的生存

状态，呼应现实中的阶级固化与社会排斥。陈塘关大战

后，曾经熟悉的街道、热闹的集市，都已化为乌有，一

片废墟暗示战争带来的破坏，隐喻被美国等干涉、战乱

后的地区。

2. 器物道具暗表命运操控

物象符号是电影中较为常见的“能指”之一，对于

物象符号的选择和塑造，既能够推动影片剧情的发展，

还能产生丰富的隐喻和内涵，深刻表达编导的创作意

图。“天元鼎”作为仙界核心器物，象征着庞大的利益网

络，其内部装饰中的美元符号（$），直指经济霸权与文

化殖民。鼎内炼化的“灭魂丹”被设计为胶囊形态，暗

讽西方以“援助”之名输出意识形态病毒。仙丹在影片

中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隐喻现实世界中的稀缺资

源，被用来进行各种利益交换。玉佩在影片中扮演着类

似“通关钥匙”的角色，拥有者能获得特殊待遇，这不

禁让人联想到现实中人们对“签证”的渴望。李靖赠予

哪吒的“护身符”，外形似枷锁却内含守护之力，象征父

权制度下“控制”与“关爱”的二元性，揭示传统家庭

伦理的复杂性。

二、听觉维度：声音元素铺就隐喻叙事

“《乐记》记载，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

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

生变。”[4] 电影音乐是在影片中体现影片艺术构思的音

乐，是电影综合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突出影片的抒

情性、戏剧性和气氛方面起着特殊作用。电影从默片时

代发展到有声电影时代以来，电影就不再单一以视觉画

面来影响观众情感，画面在声音的交织影响功能下，更

能唤起观众心中的情感共鸣，提升电影的综合表现力。

《哪吒 2：魔童闹海》中饺子导演巧妙地多次借助音乐

符号，在渲染背景气氛，刻画人物心理，推动剧情发

展，表达编导意图等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和运用。影

片通过创新重构民族乐器、对非遗进行视听转译，以

及巧妙融合中西元素，把音乐变成了解读文化基因的

“解码器”。

（一）传统民乐融入现代抗争主题

音乐与故事同等重要。“人们看电影的同时其实也在

‘听’电影，图像与声音彼此交互，形成了人们的观念

共振。从默片时代、有声电影时代到当代的电影工业革

命，音乐始终是影片的‘定调器’和认知媒介。”[5] 影片

将传统民乐融入现代抗争主题，在风格、音画关系、文

化表征、叙事效果等方面进行再构、适应与革新，增强

情感张力并使之服务于影片主题，推进叙事效果。饺子

导演将唢呐、琵琶等传统乐器融入战斗场景配乐，在哪

吒与敖丙对决时的唢呐独奏，以高亢音调打破西方交响

乐主导的史诗化叙事模式。背景音乐中穿插的戏曲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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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暗含命运与抗争的主题，将本土艺术形式转化为反抗

霸权的音乐符号。在天元鼎下沉的场景中，蒙古呼麦的

喉音与电子乐、梵音相互交织，通过旋律变奏和多层次

的音效设计，营造出一种“邪恶的庄重感”，将物理上的

压迫感升华成精神层面的宿命隐喻。申公豹的挽歌式配

乐以埙的悲怆音色为核心，再叠加女声合唱与交响乐，

不仅强化了他作为“孤勇者”的悲情色彩，还通过音色

的反差隐喻了角色的复杂性。

（二）方言运用解构权威话语体系

方言作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这几年在影视文学

领域焕发出别样魅力。影片中大量运用方言来解构权威

话语体系，突破传统影片语言系统，增添影片叙事魅力。

哪吒的师父太乙真人说着一口流利的“川普”，比如“你

打我撒”“大欺小，癞疙宝”“小欺大，没文化”等，为

影片贡献了诸多笑点，他的豪爽、直率与略带几分俏皮

的性格也跃然在银幕之上。章鱼将军那一口地道的天津

话，其幽默风趣、诙谐灵动的特质便透过声音传递出来，

为角色披上了一层充满喜剧色彩的外衣，让人忍俊不禁。

鲨鱼将军的“港普”和鼠老二的兰州话，也以独特的音

韵和节奏，赋予了角色鲜明的个性标识，让观众在听到

声音的瞬间就能迅速在脑海中勾勒出角色的大致轮廓。

方言独特的语调为角色注入了灵魂，使其瞬间从虚拟的

影像转化为观众心中有血有肉、生动鲜活的存在。这些

方言的融入，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呈现，更是对角色个

性的深度雕琢与细腻刻画，让全世界的观众都感受到了

中国方言独特的喜剧效果。在普通话为主流表达语言的

影视剧中，方言的差异化和陌生化，满足了观众听感上

的新鲜感，通过多元媒介的创新表达焕发新生，成为年

轻人追捧的“文化密码”。

（三）经典对白挑战命运既定模式

影片中设计经典对白挑战命运既定模式，深刻表

达编导的创作意图，升华影片主旨。在前作中，哪吒是

个天不怕地不怕、冲动暴躁的顽童，这种性格在《哪吒

2：魔童闹海》开篇依旧明显。天劫过后，他面临诸多困

境，但骨子里的倔强和不服输从未改变。随着故事推进，

丧亲之痛以及与敖丙共同经历的磨难，让他逐渐收敛脾

气，变得沉稳。从《哪吒 1：魔童降世》的“我命由我不

由天”以重复性台词强化主题，其声调从嘶吼到坚定的

渐变，象征角色从迷茫到自我觉醒的转变，再到《哪吒

2：魔童闹海》的“若前方无路，我便踏出一条路！若天

地不容，我便扭转这乾坤。”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无畏无

惧、敢于挑战命运的坚定决心。

结语

至今，电影符号学已经成为电影语言分析中不可或

缺的一种方式，它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且更多地

体现在指导电影艺术创作中。《哪吒2：魔童闹海》以其

震撼的视觉效果、深刻的情感内核和普世的价值观，征

服了全球观众。影片中的每一帧画面，都凝聚着中国动

画人的匠心与野心。那些令人屏息的战斗场面、细腻入

微的角色表情、宏大壮观的场景设计，无不彰显着中国

动画电影工业的成熟与强大。这种工业化体系的成熟，

为未来中国动画电影的持续产出提供了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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