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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在 民 间 文 学 研 究 中 ， 母 题 是 一 个 重 要 概 念 。 日 本 动 画 电 影 中 有 相 当 一 部 分 作 品 包 含 了 丰 富 的 母 题 性  

元 素 ，按 照 斯 蒂 . 汤 普 森 的 《民 间 文 学 母 题 索 引 》 中 对 母 题 的 分 类 ， 宮 崎 驳 、 高 畑 勋 、 细 田 守 、 原 惠 一 等  

导 演 的 动 画 电 影 包 含 了 情 节 性 母 题 ( 如 “考 验 ” “异 世 界 旅 行 ”等 ) 和 非 情 节 性 母 题 ( 如 “动 物 ” “禁 忌 ”“魔 法 ”等 ) ， 

这 些 母 题 性 元 素 或 者 成 为 电 影 叙 事 的 基 本 框 架 结 构 ， 或 者 成 为 构 成 叙 事 、 推 动 情 节 向 前 发 展 的 重 要 动 力 。 

同 时 ，母 题 在 当 代 动 画 电 影 中 的 再 现 ，也 具 有 强 烈 的 社 会 批 评 意 蘊 ，表 达 了 当 代 日 本 动 画 电 影 导 演 对 自 然 、

生 态 以 及 人 的 本 屑 思 考 。

关 键 词 ： 动 画 电 影 日 本 动 画 电 影 母 题

日 本 当 代 动 画 电 影 是 日 本 电 影 工 业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拥 有 众 多 国 内 外 受 众 ，涌 现 出 髙 畑 勋 、宫 崎 骏 、细 

田 守 、原 惠 一 等一批著名动画导演。 日本当代动画电影 

的故事情节 大 多 数 关 注 日 本 当 代 社 会 ，同时根植传统文 

化 ，体现 出 了 现 代 和 传 统 的 和 谐 统 一 。影片中出现了大 

量 取 材 于 日 本 民 间 神 话 和 传 说 的 母 题 ，成为电影叙事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本 文 从 母 题 研 究 的 视 角 出 发 ，以有代表 

性 的 当 代 日 本 动 画 电 影 为 例 ，试图指出不同的母题是如 

何 融 入 当 代 电 影 的 情 节 和 叙 事 中 ，同时又超越母题来对 

当代日本社会进行反思。

一 、母 题 ：一 种 观 看 视 角

母 题 (m o t i f ) , 是民间文学研究的常用术语。著名的 

美 国 民 间 文 学 研 究 者 斯 蒂 • 汤 普 森 认 为 ：“一个母 题 是  

一个故事 中 的 最 小 的 、能够持 续 在 传 统 中 的 成 分 。要如 

此 它 就 必 须 具 有 某 种 不 寻 常 的 和 动 人 的 力 量 。”（1>母题 

这 个 词 的 拉 丁 词 根 m o v e o , 是 “动 机 ”的 意 思 ，因此俄 

罗斯民间文学研究者李福清旧. R i f t i n ) 教 授 认 为 ，母题 

就 是 在 叙 述 中 “具 有 动 机 功 能 而 反 复 出 现 的 特 殊 行 为 、 

实 物 、情 况 等 等 ”。（2>因 此 ，母 题 不 是 一 般 的 行 为 、物 

体 或 者 情 况 ，而 是 具 有 动 机 指 向 的 、能够构成和推动故 

事向前发展 的 命 题 。李 福 清 举 例 说 ，如果故事中的人物 

穿 着 衣 服 从 一 地 到 另 一 地 ，这 并 没 有 什 么 特 殊 ；但是如 

果 这 个 人 戴 了 可 以 帮 助 他 隐 身 的 帽 子 ，坐着飞毯到了太 

阳 所 在 的 地 方 ，那就出现了 “可 帮 助 隐 身 的 帽 子 ”“飞 

毯” “神奇国家之旅”这三个民间文学母题。更 重 要 的 是 ， 

这 样 的 母 题 具 有 在 传 统 中 持 续 的 能 力 ，可以在不同的故 

事 当 中 反 复 出 现 ，由 此 产 生 新的情节和叙事，这是一个 

方 面 。

另 一 方 面 ，“神 话 -原 型 批 评 ”学 派 的 代 表 学 者 弗  

莱 则 使 用 “原 型 ” l a r c h e ty p e ) 的 概 念 表 达 出 与 “母 题 ” 

近 似 的 观 点 ，认 为 “原 型 ”是 文 学 作 品 中 的 “稳定的结

构 单 位 ”，可 以 是 主 题 、意 象 、人 物 类 型 或 是 情 节 结 构 ， 

并且是反复在不同作品中出现的被大多数人熟悉的联想 

物 。（3>原 型 的 概 念由心理学家荣格提出，他认为原型是 

集 体 无 意 识 的 形 式 化 体 现 ，从而掲示了形式表现背后的 

原 始 动 因 。原型与母题的区别在于其表现形式往往通过 

梦 境 、幻 觉 等 象 征 性 手 法 呈 现 ，而母题与象征表现形式 

的关系并不紧密。二 者 的 联 系 在 于 ，从原型的象征意义 

往 往 可 以 辨 析 出 各 种 古 老 的 故 事 母 题 ，比如日本学者伊 

藤清司把人类学的 成 人 仪 式 作 为 原 型 参 照 物 ，对之分析 

可 以 从 中 见 出 广 泛 流 传 于 民 间 的 “难题求婚”故 事 母 题 ， 

从心理学和人类学的髙度去揭示、俯 瞰 艺 术 作 品 。（4)母 

题 / 原 型 可 以 在 不 同 的 艺 术 领 域 内 反 复 出 现 ，从而架起 

了 一 道 跨 越 古 今 观 念 意 识 变 迁 的 桥 梁 ，通 过 这 一 桥 梁 ， 

我们可以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臧否。

一 般 认 为 ，母 题 有 三 种 存 在 形 式 ：第一种是以故事 

的角色存在，比如神仙、非凡的动物或者传统人物角色， 

或 者 年 幼 的 孩 子 、继 母 等 ，第 二 类 母 题 涉 及 情 节 背 景 ， 

比 如 魔 物 、禁 忌 、某 种 习 俗 、信 仰 等 等 ；第三类母题是 

单 一 事 件 母 题 ，这类母题可以作为一种故事类型单独存 

在 。当代日本动画电影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包含了丰富 

的 母 题 性 元 素 ，这些电影可以理解为复合多个母题的复 

杂 文 本 。这些母题性元素或者成为电影叙事的基本框架 

结 构 ，或 者 成 为 构 成 叙 事 、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重要原

( I I 【美 】斯 蒂 • 汤 普 森 《世 界 民 间 故 事 分 类 学 》.郑 海 等 译 ，上 海 ：上海文 

艺 出 版 社 1 9 9 1 年 版 ，第 4 9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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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下 文 将 按 照 斯 蒂 • 汤 普 森 的 《民 间 文 学 母 题 索 引 》 

中对母题的分类，（5)选 取 宫 崎 骏 、高 畑 勋 、细田 守 、原 

惠 一 等 导 演 的 影 片 对 其 中 的 情 节 性 母 题 (如 “考 验 ”“另 

一世界的旅行”等 )或 非 情节性母题(如“动物” “禁忌”“魔 

法”等 ) 进行考察。

二 、 当 代 日 本 动 画 电 影 中 的  

母 题 再 现 及 其 现 实 意 义

(一 ) 《千 与 千 寻 》：" 另 一 世 界 的 旅 行 ”和 "考 验 ”母 

题

《千与千寻》（2001)从基本的故事框架来看，是一个 

异世界旅行母题的故事。在 汤 普 森 的 《民间文学母题索 

引》 中 ，“另 一 世 界 的 旅 行 ”母 题 包 含 了 多 种 异 世 界 旅  

行 的 类 型 ，大 体 分 为 “上层世界”“下层世界”或 者 “人 

间 天堂”三 类 。实 际 上 ，在 民 间 故 事 之 外 ，‘‘另一世界 

的旅行”母题在文学和电影中向来就具有迷人的吸引力， 

因为主人公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最终达到了 

理 想 的 幸 福 境 界 。《千 与 千 寻 》 讲 述 的 正 是 生 活 在 现 代  

社会的 少 女 小 千 ，随 着 父 母 出 行 ，无意中闯入一条神秘 

隧 道 ，却接通了一个充满神祇和精灵的神秘世界。因 此 ， 

“另一世界的旅行”成为整个电影叙事的基本框架结构。 

除 此 之 外 ，“考 验 ” 的 母 题 也 是 构 成 电 影 情 节 发 展 的 主  

要 情 节 框 架 。主 人公小千需要融入陌生环境、独自克服 

困 难 ，并解救 出 自 己 的 父 母 。电 影 的 结 尾 ，小千完成了 

考 验 ，拯 救 了 父 母 ，也完成了自我成长。

《千与千寻》借 “另一世界的旅行”和 “考验”这两 

个情节性母题完成了一个关于现代社会的普通女孩儿的 

成长故事。在传统 的 母 题 中 ，人物的磨难往往通过智慧 

和神性 的 帮 助 来 完 成 ，而 在 今 天 宫 崎 骏 的 创 作 中 ，则自 

觉将母题的使用与当下社会的青少年问题结合起来。在 

2 00 1 年 的 一 次 专 访 中 ，宫 崎 骏 解 释 了 创 作 《千 与 千 寻 》 

的 初 衷 ：“我 觉 得 还 没 有 一 部 给 1 0 多 岁 女 孩 儿 看 的 电  

影 。…… 现在有的都是一些浪漫故事。我觉得这不是她 

们 内 心最需要的东西。我创造的这个女英雄是一个观众 

可以产生共鸣 的 普 通 女 孩 儿 ……让她保持普通是非常重 

要 的 ……要在特殊环境下把她内在的力量释放出来。”（6) 7 

因 此 ，《千 与 千 寻 》 并 没 有 止 步 于 母 题 的 重 复 利 用 和 再  

现 ，而是把经受磨难的母题与主人公的心理成长结合了 

起 来 ，使 观 众 一 方 面 领 略 奇幻的日本风俗和文化，一方 

面 进 入 到 小 千 的 心 理 世 界 ，与 之 产 生 共 鸣 ，经历传统母 

题所具有的教化功能。

(二 ) 《河童之夏》：“神 奇 动 物 ”母题

“神 奇 动 物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一 类 母 题 ，在全世界各 

民族的神话传说中都广泛存在，这类母题往往具有恫吓、 

禁 忌 的 功 能 。在 日 本 传 统 文 化 中 ，“川童”（也称河童或 

长臂河童丨就是一种传说中的神奇动物。按 照日本民俗

学 者 柳 田 国 男 的 研 究 ， 日本全国各地都存在着大量有关 

川童的民间故事，而 且对于川童的描述都异常相似。川 

童 生 活 在 水 边 ，酷 爱 角 力 ，见到人 就 想 与 之 比 赛 ，要是 

赢 了 就 “叽 叽 ”直 笑 ，要是输了就不甘心还要再比。被 

川童盯上的人会角力到精疲力尽直至发狂。传说川童头 

部 中 央 有 一 个 圆 形 凹 陷 ，只要盛满水就会力大无穷，所 

以 与 之 角 力 一 定 要 恭 恭 敬 敬 行 礼 ，这 样 川 童 也 要 回 礼 ， 

就会把天灵盖上的水洒出来，就 可 能 输 掉 。m 日本作家 

泉 镜 花 （1873— 1939)、芥 川 龙 之 介 （1892— 1927)的小说 

都曾经从川童的民间故事中汲取灵感进行创作。

原 惠 一 的 《河童之夏》（2007)就利用了河童的传说， 

一 改 传 统 母 题 中 河 童 纠 缠 不 休 、不 可 力 敌 的 恐 怖 印 象 ， 

描 绘 了 来 自 古 代 的 天 真 河 童 在 现 代 社 会 的 遭 遇 ：失去栖 

息 之 所 ，成为贪婪的现代人类所围捕和观赏的对象。传 

统母题中恐怖 灵 怪 的 形 象 被 反 转 ，人类的行为才成为让 

人 感 到 恐 怖 的 对 象 。柳 田 国 男 说 ：“民间所流传的妖怪 

传说故事至今仍为我们提供着若干值得参考的要素…… 

妖 怪 并 不 害 人 。可 怕 固 然 是 可 怕 ，可是人们一旦尖叫着 

逃 跑 ，它们的目的似乎也就达成了。 ……而且有时候产 

女 会 给 替 自 己抱孩子的人授予无穷力量，水精又会借许 

多碗碟给遵守约定的人，诸 如 此 类 ，凡是承认他们的威 

力 并 顺 从 其 命 令 的 人 就 能 得 到 莫 大 的 恩 惠 。”（8 )电影中 

的河童 小 酷 臂 长 、善 于 摔 跤 、头 顶 有 一 个 凹 陷 ，要常常 

倒满水才可以，影片中小酷与康—— 家轮流摔跤的情节， 

就 表 现 了 古 代 灵 怪 的 “人 之 常 情 ”。是因为现代 社 会 的  

发 展 ，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一种消费关系、利害关 

系 ，从 而 失 去 了 彼 此 之 间 的 “人 之 常 情 ”。影 片 利用河 

童 这 一 神 奇 动 物 ，对比和反思了今天人类社会人与人之 

间 的 关 系 ，从而在另一个更髙的层面上对传统母题进行 

了反思性的表现。

(三 )《狼之子雨和雪》：“人与动物的婚姻”母题

人 与 动物婚配的母题，也 称 作 “异 类婚”母 题 ，是 

民 间 故 事 中 很 常 见 的 母 题 。在 包 含 此 类 母 题 的 故 事 中 ， 

通 常 是人类与天上飞的天鹅、孔 雀 、大雁或是陆地上的 

走 兽 如 老 虎 、马 ，邂 逅 成 婚 。在 这 些 故 事 中 ，动物已经 

具 有 了 相 当 程 度 的 人 性 成 分 ，可以以人的面目生活在人 

间。这类母题 故 事 往 往 带 有 善 恶 因 报 的 性 质 ，比如大家

(5 )斯 蒂 汤 普 森 在 1 9 3 2 年 编 写 了 《民 间 文 学 母 题 索 引 》，按 照 上 文 所 述 的  

三 种 母 题 的 顺 序 ，为 世 界 民 间 故 事 中 的 母 题 用 英 文 字 母 加 阿 拉 伯 数 字 的 方 式 编  

写 了 索 引 。 比 如 A 类 属 于 “神 话 母 题 ”，在 这 一 类 别 下 ，A 0— 八 9 9 是 “造 物 主 ” 

母 题 ，A 100— A 4 9 9 是 “众 神 ”母 题 。在 每 一 个 具 体 的 编 号 下 还 有 细 分 的 母 题 。 

通 过 民 间 文 学 的 考 察 ，研 究 者 们 发 现 有 很 多 相 似 的 母 题 和 情 节 在 不 同 的 地 区 文  

化 中 出 现 。

( 6 } 英 文 访 谈 原 文 见  h t t p : / / w w w . n a u s i c a a . n e t / m iy a z a k i / i n t e r v i e w s /  

s e n . h t m l 〇

(7 )  [ 日 ] 柳 田 国 男 《妖 怪 谈 义 》， 重 庆 ：西 南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2 0 1 7 年 版 ， 

第 79— 8 1 页 。

(8 )  同 （7)，第 4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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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熟 知 的 日 本 的 ‘‘猫 的 报 恩 ” “鹤 的 报 恩 ”，俄罗斯也有 

“金鱼报恩”等 ，都涉及到动物报答人类救命之恩的故事。 

但 有 趣 的 是 ，并不是所有报恩故事都出现了人与动物的 

婚 配 ，比 如 “金 鱼 报 恩 ” 中 便 没有婚配的因素，但是日 

本 的 这 类 故 事 中 ，人与动 物 的 结 合 便 很 常 见 ，这可能与 

日 本 人 自 古 以 来 信 奉 “万物有灵”有关。细 田 守 的 《狼 

之 子 雨 和 雪 》（2 0 1 2 )讲 述 的 就 是 一 个 “异 类 婚 ”母题的 

故 事 。故事讲述的是现代社会中的女大学生花爱上了狼 

人 ，生 下 了 一 对 姐 弟 雪 和 雨 ，后来狼人因为跌落水中溺 

亡 ，花 独 自 抚 养 一 对狼人儿女长大的故事。在这个故事 

中 ，导演为传统的母题 赋 予 了 新 的 含 义 ，这个故事中并 

没 有 报 恩 的 成 分 ，反而是在两个孩子的成长上下了许多 

功 夫 ，影片的 最 后 ，拥有狼的血统的姐弟俩，小 雪 和 小 雨 ， 

最终选择了两条截然不同道路。姐姐小雪决心做一个人， 

在 人 类 的 文 化 中 生 活 ，弟弟小雨则服从了狼的本性回归 

山 林 ，做山林的守护者。

电 影 借 “异 类 婚 ”母 题 对 于 人 类 本 体 进 行 了 思 考 ， 

反 对 人 类 中 心 主 义 ，破 除 人 是 万 物 之 首 的 成 见 ，呼吁关 

怀 和 尊 重 人 以 外 的 世 界 。细 田 守 在 访 谈 中 提 到 ，电影是 

为 了 表 现 母 亲 养育孩子的艰辛，而 选 取 “狼 ”作为影片 

的 象 征 ，是因为在日本传统文化中，狼是很重要的神祇， 

日 语 中 的 狼 O k a m i，意 思 就 是 “大 神 ”。 在 《狼之子 

雨和雪》 中 ，人并 不 具 有 绝 对 优 先 的 地 位 ，对千两个孩 

子 的 不 同 选 择 ，花作为母亲都无条件接受和祝福。这样 

的 结 尾 ，超越了传统民间故事母题中常见的报恩或报仇， 

赋予了传统母题一种全新的内涵。

(四）《辉夜姬物语》：“竹生人”母题

在日本的民间故事中有各种异常诞生的婴儿，有从 

桃 子 里 诞 生 的 《桃太郎》故 事 ，有 从 瓜 里 诞 生 的 《瓜子 

姬 》故 事 。 日本民间传说中这类神奇诞生故事的共同特 

点 是 ，非人类生的小男孩和小女孩从桃子和瓜子中诞生 

后 都 迅 速 成 长 。而 且 ，此类民间故事中的主人公在出生 

之 初 异 常 地 小 。柳 田 国 男 认 为 ，这是由于日本文化对于 

神灵的尊重和认可。（IC)髙畑勋的电影《辉夜姬物语》(2013) 

改 编 自 日 本 平 安 时 期 的 名 著 《竹取物语》，包 含 的 是 “竹 

生 人 ”的 母 题 ，叙述 的 是 伐 竹 翁 一 次 伐 竹 时 ，在竹心发 

现 一 个 小 女 孩 儿 ，给 她 取 名 辉 夜 姬 。辉夜姬经过短短几 

个月迅速从一个婴儿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美少女。辉夜 

姬 的 美 貌 变 得 远 近 皆 知 ，有 五 个 贵 族 来 向 她 求 亲 ，她出 

题 一 一 考 验 ，结果五个 人 都 失 败 了 。皇帝想娶她也被她 

拒 绝 。最 后 ，她离 开 养 大 她 的 伐 竹 翁 夫 妇 ，回到了月亮 

上 。实 际 上 ，辉夜姬的故事同样是一个复合母题的故事， 

除 了 “竹 生 人 ”的 神 奇 诞 生 母 题 ，构成主要情节的还包 

含 了 求 婚 的 “考验”母 题 ，以 及 “升 天 ”的母题。

即使是完全取材于民间故事的电影，《辉夜姬物语》 

也在人物 情 节 和 内 容 上 进 行 了 多 处 改 造 ，借 古 喻 今 ，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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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统 的 民 间 故 事 讨 论 “人存在的意义”这一现代性命题。 

电 影 故 事 还 虚 构 了 民 间 故 事 《竹 取 物 语 》 中不存在的人 

物 ，辉 夜 姬 小 时 候 的 玩 伴 、青梅竹 马 的 舍 丸 哥 哥 ，以此 

对照女主人公在田野自然中的无忧无虑和在京城繁文缛 

节中的闷闷不乐。 电影中，在辉夜姬终于向伐竹翁夫妇 

坦 白 ， 自己终将回到月亮上去的时候，她的独白可以看 

作 是 影 片 的 “题 眼 ”：“我 呆 在 这 片 土 地 ，到底都做了些 

什么？ 只 是 任 性 地 ，不 想 成 为 任 何 人 的 附 属 物 …… 但 

是 ，等非得要回月亮的时候，我终于想起来了为何我会， 

为什么目的到地上来？ ……啊 ！原 来 如 此 ！我生下来就 

是 为 了 活 着 ，像 鸟 儿 、野 兽 那 样 。” 电影中用多次出现 

的民谣吟唱，赞颂了大自然的轮回和生命的生生不息： 

转 动 吧 ，转动吧，转动吧，水车哟转起来吧 

转 起 来 ，把太阳公公唤来 

鸟儿、虫子、百兽们 

草儿、树 木 、花儿们

万物会历尽灿然绽放、成熟结杲和黯然凋谢 

人 的 一 生 . 也 会 经 历 出 生 、成长和死亡 

然 而 ，大自然的风风雨雨却万事不息 

宛如水车千回百转周而复始 

万千生命亦会依次轮回

因 此 ，如 果 仅 仅 把 《辉夜姬物语》看作民间故事的 

影 像 化 再 现 是 远 远 不 够 的 ，高 畑 勋 借 这 个 民 间 故 事 ，表 

达 了 对 于 生 命 本 质 的 思 考 ，哲学甚至宗教意味浓厚。作 

为 导演生命末年最后一部作品，我们甚至能从中窥见导 

演本人的生命观，这 就 是 ：生命是一场生生不息的轮回， 

每 一 个 生 命 都 值 得 被 赞 颂 。一 切 物 质 享 受 都 是 外 在 的 、 

暂 时 的 ，只有惑受发自内心的喜悦才是每一个人存在的 

意 义 。这 样 的 哲 思 ，是对传统民间故事的超越。

结 语

通过以上对多个当代日本动画电影作品包含的主要 

母 题 的 分 析 ，我 们 发 现 ，有些故事是直接改编自日本的 

民 间 故 事 ，比 如 高 畑 勋 的 《辉 夜 姬 物 语 》，而更多的以 

当代日本社会为背景的原创剧本，亦包含了丰富的母题 

性 元 素 。无 论 是 《河童之夏》中的河童、《狼之子雨和雪》 

中的狼 和 人 类 的 爱 情 ，抑 或 是 《千与千寻》 中小千误入 

的 瑰 丽 的 神 祇 世 界 ，母题都成为俄罗斯民间文学研究学 

者 李 福 清 所 说 的 能 够 推 动 故 事 向 前 发 展 的 具 有 “动机功 

能 ”的 要 素 。这 些 母 题 性 元 素，一 方面从传统神话或者 

民间故事中汲取灵感和养分，另一方 面 又 联 系 当 下 ，具

( 9 )  英 文 访 谈 原 文 见 ：h t t p : / / w w w . o t a k u u s a m a g a z i n e . c o m / m a m o r u - 

h o s o d a -■b r i n g s - 'w o i f - c h i l d r e n - t o - a m e r i c a / 。

(1 0 )  乌 日 古 木 勒 《柳 田 国 男 民 间 文 学 思 想 研 究 》， 北 京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2 0 1 6 年 版 ，第 1 4 0 页 。

http://www.otakuusamagazine.com/mamoru-hosoda-%e2%96%a0brings-'woif-children-to-america/%e3%80%82
http://www.otakuusamagazine.com/mamoru-hosoda-%e2%96%a0brings-'woif-children-to-america/%e3%80%82


有 现 实 关 怀 ，使 母题 的 出 现 不 是 简 单 的 重 复 ，而是为故 

事情节赋予了 社 会 现 实 意 义 ，让电影承载了更多的当代 

意 蕴 。换 句 话 说 ，我 们看到的大部分日本动画电影对传 

统母题是 通 过 新 的 组 合 和 使 用 ，反映导演对现代社会中 

人 的 生 存 境 遇 、人 与 自 然 的 关 系 ，以及人类本体层面的 

思 考 。

通过从母题角度观照日本动画电影，可以更深刻地 

理 解 当 代 日 本动画电影的艺术灵感和作品风格，同时也 

给 予 中 国 国 产 动画电影发展有益启示。一 方 面 ，创作者

要 培 养 对 于中国传统母题的自觉。中国传统神话和民间 

故 事 是 一个取之不竭的宝库，充满大量中国观众耳熟能 

详并且极易引起共鸣的母题性元素。可以挖掘观众熟悉 

的 人 物 、角 色 、器物、风 俗 、或 是 故 事 类 型 ，进行故事 

创 作 ，•更重要的是，要将这些母题创造性地融入对当代 

社 会 及 其 问 题 的 思 考 和 批 评 当 中 ，让传统母题与当代社 

会 发 生 碰 撞 ，只 有 这 样 ，作品才能拥有历久弥新的生命 

力。

(王婷，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讲师，200241)

试 析 今 村 太 平 对 日 本 动 画 批 评 和 理 论 发 展  

的 影 响
On  Taihei Im am ura's  Im pact to the  D evelopm ent o f  Japanese  A nim ation  Criticism  and 
Theories

E 8 张 长  / Text/Zhang  Chang

提 要 ：今 村 太 平 是 日 本 著 名 的 电 影 评 论 和 理 论 先 驱 ， 他 于 丨 9 4 丨 年 出 版 的 《漫 画 电 影 论 》 被 认 为 是 日 本 最 早  

的 动 画 理 论 专 著 。 在 今 天 来 看 ， 今 村 的 著 述 不 仅 为 日 本 的 动 画 研 究 开 创 了 先 河 ， 他 的 许 多 观 点 也 对 日 本 动  

画 后 来 的 创 作 和 批 评 实 践 造 成 了 深 远 影 响 。

关 键 词 ：今 村 太 平 漫 画 电 影 论 日 本 动 画

今 村 太 平 (1911一 1986)从 2 0 世 纪 3 0 年 代 开 始 在 《电 

影 旬 报 》 上 发 表 评 论 文 章 。不 同 于 当 时 的 其 他 影 评 人 ， 

今村在单纯的剧情介绍和感想表达之外引入了现代艺术 

理 论 ，使 电影批评呈 现 出 理 论 化 的 倾 向 。不 仅 如 此 ，他 

还 十 分 关 注 动 画 这 一 独 特 的 影 片 类 型 ，专门撰文评论日 

本国内外的动画作品。1941年 ，他将自己对动画的思考 

集 结 成 书 ，以 《漫 画 电影论》 为 名 出 版 。书中的观点不 

仅对当时的创作和批评 实 践 造 成 了 极 大 的 影 响 ，在日后 

也与日本动画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重读理论并 

回 溯 历 史 ，可以清晰地看到今村的理论和时代之间不断 

碰撞的互动关系。

― 、《漫 画 电 影 论 》 的 核 心 思 想

在 《漫画电影论》 的 第 一 章 中 ，今村讨论了电影技 

术 的 介 入 是 如 何 使 动 画 从 “运 动 的 画 ”演 变 为 “漫画电 

影 ”的 ，并 由 此 指 出了动画媒介的内在双重性特征。在 

“运动的画”阶 段 ，动画以视觉暂留现象为基础开发出各 

种 视 觉 玩 具 ，人 们通过这类玩具所知觉到的运动并不以 

现 实 的 摄 影 影 像 为 参 考 ，而 仅仅满足于使不会动的平面 

图像动起来的惊奇感。到了 “漫 画 电 影 ”的 阶 段 ，摄影

技 术 介 入 到 运 动 的 创 造 中 ，彻底改变了每一张画的性质 

和绘制方式。一秒的运 动 被 分 解 为 2 4 张 图 画 ，每张图画 

都作为某一运 动 流 程 中 的 一 瞬 而 存 在 ，其自身作为图画 

的独立意义则被削弱了。这样一种改变使机械摄影的客 

观 纪 实 性 渗 透 到 动 画 绘 制 的 观 念 中 ，动画运动在一定程 

度 上 开 始 以 现 实 中 的 运 动 为 依 据 ，成为客观运动的一种 

蓽 写 与重构。动画由此成为了一种包含了双重性的新艺 

术形式，在这种新形式中，“绘画否定了摄影技术单纯的 

再 现 性 ，摄影技术则否 定 了 绘 画 单 纯 的 假 定 性 。两者通 

过相互否定的 方 式 结 合 在 一 起 并 形 成 相 互 制 约 ，从这种 

制约中便诞生出了新的自由”。（1>

以 此 认 识 为 基 础 ，今村对当时的动画作品做出了评 

价 。在那个年代，最受欢迎的动画无疑是于2 0 年代末进 

入日本的美国有声动画短片，迪斯尼动画是其中的代表。 

与 之 相 较 ， 日本国内动画在各个方面都相形见绌。今村 

认 为 ，迪斯尼之所以受欢迎的原因在于制定出了调和动 

画内在双重性的有效方案。他通过观察迪斯尼的作品发

⑴ 【日 丨 今 村 太 平 《漫 画 电 影 论 》，东 京 ：德 间 书 店 2 0 0 5 年 版 ，逭 3 1 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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