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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吒 2》带给文化产业的启示

来源：光明日报 2025年 2月 21日 毛巧晖

  眼下热映的《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 2》）中，

哪吒与敖丙的友情羁绊以及两人抗争命运的故事，引发了广泛的关

注和讨论。影片中精心雕琢的故事情节、视觉符号及音乐元素，既

展现了东方美学的独特魅力，又符合国际观众的审美习惯，是讲述

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一次有效尝试。

  《哪吒 2》何以实现票房口碑双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影片

既保持了精良的制作水准和艺术追求，又通过成熟的运营和市场化

运作，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影片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创新

诠释与表达，切实增强其艺术性，极大地提升了文化的感染力。制

作团队在不放弃艺术追求的同时，深入研究市场需求和观众偏好，

在故事编排、角色设计、场景构建等方面都体现了对市场的精准把

握。同时，影片创新探索衍生品开发、主题公园合作等多元化商业

模式，延长了产业链条，提升了文化影响力。这种将艺术价值与商

业价值有机结合的做法，为中国动画电影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

有益借鉴。

  其实，从 20世纪 60年代的《大闹天宫》到如今的“哪吒”系

列，中国动画电影一直在探索讲述中国故事的最佳方式。无论是《大

闹天宫》对传统神话的现代演绎，还是《小蝌蚪找妈妈》对水墨动

画的大胆尝试，抑或是《宝莲灯》对亲情与勇气的深刻剖析，再到

《大圣归来》对经典 IP的现代诠释，以及《大鱼海棠》中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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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元素和深邃的哲学思考，都充分彰显了文艺工作者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中的创新精神和不懈追求。正是这些代代传承

的精神与接续努力，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持续焕发无限

生机活力。

  《哪吒 2》承续了这一优良传统，更让人惊喜的是，它充分利

用了数字时代的技术与理念新优势进行创新诠释，在坚守文化传

统、守护文化根脉的同时，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

表达形式。《哪吒 2》的成功也启示我们，文化产业发展既要扎根

传统，又要面向现代；既要保持文化自信，又要具备国际视野。

  不断被刷新的票房以及持续升温的讨论背后，是人们对更多好

电影的期待和呼唤。能经得起时间和观众检验的好电影，一定是既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进行了深度挖掘和精准提炼，又善

于运用现代科技和艺术手法进行创新表达；既立足本土，又放眼世

界，用国际化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如此，就不难实现艺术价值和

商业价值的双赢，实现文化传播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也只有在

此基础上，才能推动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注入更多

动能，向世界更好呈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哪吒 2》的成功，为中国动画电影乃至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

提供了有益借鉴，极大提振了广大电影从业者的信心。我们笃信，

坚定文化自信，勇于创新创造，善于运用现代科技和艺术手法，在

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必能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

品，让中华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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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创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持

续投入和积累。《哪吒 2》的成功经验当然要总结和推广，但更重

要的是，在此基础上继续探索、不断突破，增加政策扶持、推动市

场培育多方协同，让中国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作者：毛巧晖，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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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争抢哪吒“户籍”为哪般

来源：大众日报 2025年 2月 17日 张九龙

2月 6日，影片《哪吒之魔童闹海》（简称《哪吒 2》）超过

《长津湖》，登顶中国影史票房榜。与此同时，各地文旅部门迅速

行动起来。四川宜宾的哪吒故里景区连夜更新宣传片，将电影中的

经典场景与实景拍摄无缝衔接。天津河西区在 24小时内推出哪吒

主题游线路，将博物馆、文化街区、主题餐厅打包成套餐产品……

流量变现的短期效应的确可观。但哪吒是个虚构人物，虽有原

型，其来源十分复杂，从无定论。在传统民间信仰中，哪吒是超越

地域的普世性神祇，其庙宇遍布天下，各地想找些关联并非难事。

眼下，出于经济利益，一些地方执着于将神话人物锚定在具体坐标，

大可不必。

在注意力经济时代，借势营销是文旅产业的基本功，可就算搭

上便车，一不小心也许会被流量反噬。比如，部分景区为赶热度仓

促上马项目，导致体验质量参差不齐；一些地方过度商业化开发，

破坏了文化景观的原真性；更有甚者，为了论证合理性、正当性，

不惜编造历史依据，上马假项目。

短期流量的涌入，并不能保证文旅产业的长期繁荣。许多“网

红”城市在经历了短暂的热潮后，因为缺乏深度的规划和持续的投

入而迅速冷却。可见，文旅产业发展需要的不仅是短期的关注和流

量，更需要长期的积累和沉淀。这包括对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对

旅游产品的持续创新以及对游客体验的不断优化，得有系统化思

维，且耐得住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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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的米老鼠形象历经百年而不衰，靠的不是简单的形象复

制，而是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日本熊本县通过熊本熊 IP的

开发，不仅带动了旅游业，还促进了农业、制造业的协同发展。反

观“哪吒”主题开发，大多停留在形象借用层面，缺乏深度的内容

创新。一些地方仍局限于景区门票和纪念品销售，缺乏对“哪吒”

产业链的深度挖掘。这提示我们，建立专业的内容创作团队，持续

产出优质的文化产品，才能保持文化 IP的活力。可以考虑开发主

题研学、文化创意、数字娱乐等多元业态，形成生态闭环，才能真

正实现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文化传承与商业价值的平衡至关重

要。过度商业化会导致文化内涵的流失，而过于保守又难以适应现

代市场需求。

在将神话传说转化为文旅 IP时，不应止步于地理符号的争夺，

而需坚持长期主义，多做“加法”“乘法”。《哪吒 2》的制作团

队在取得《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巨大成功后，并没有急于推出续作，

而是选择闭关五年，专注于续作的精雕细琢。《哪吒 2》的角色数

量是前作的三倍，特效镜头超过 1900个，全片镜头数达 2400多个。

这种“笨功夫”式的创作方式，虽然耗时耗力，但最终呈现出的效

果却是震撼人心的。

当热潮退去，真正能留下的是那些深耕文化内涵、创新表现形

式、注重用户体验的东西。真正的文化传承，不在于为了争夺短期

的流量，去考证神话人物的户籍所在地，而在于让神话人物的精神

内核，在当代人的生活实践中获得新的诠释，真正赢得市场的尊重。

（编辑 杨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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