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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评

传统文化 现代解读
首先，《哪吒2》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解读，

是相当成功的。电影对传统神话故事进行了

大胆改编，在保留原著“剔骨还父，割肉还母”

精神内核的基础上，赋予了哪吒更为饱满的

人物形象和更具时代特色的精神内涵。

影片中的哪吒不再是传统故事中那个充满

悲情色彩的叛逆者，而是一个在成长中寻找自

我、实现价值的少年形象。这种改编既体现了

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又展现了创作者的创新勇

气。当咧着牙齿、插着裤兜、黑着眼圈的哪吒成

为当代青年追寻自我价值、与命运抗争的具象

化身时，电影便成功找到了与观众间的桥梁。

导演饺子在采访中谈到：“哪吒永远是我们

心目中的力量的代表，他永远不会妥协。哪吒

故事之所以能千年流传，正是因为大家就喜欢

他这种精神，他是我们心目当中一种精神引导。”

3岁的“百亿影帝”哪吒，凭着这种“永不妥协”的

精神，让两亿人次观众在这个春节，与之共情。

技术创新 进步显著
银幕上，三岁小童高喊“若前方无路，我

就踏出一条路”；银幕外，是138家中国动画公

司，4000多名动画人，合力蹚出了一条属于中

国动画的前路。可以说，支撑《哪吒2》再次创

造奇迹的，是好故事和好人物，更是中国动漫

企业在技术制作领域五年来的全力奔跑。

前作《哪吒之魔童降世》在2019年夏天横

空出世，凭借天劫场景、混元珠特效等成为国

产动画标杆。但续集，一定是会面临更多挑

战，和更严苛的观众的。比如，在细节（如角

色毛发、布料物理）、规模（如大规模战斗场

面）和动态效果（流体、爆炸、粒子特效）等方

面是否能做到全面升级，这对渲染算力、算法

优化提出了要求；比如，一部高水准动画通常

需数十家特效公司协同，统一风格与质量是

关键，例如，天宫场景由A团队负责，海底龙宫

由B团队制作，需严格把控光影、色彩的一致

性；比如，观众对“光污染”式特效已产生审美

疲劳，如何设计兼具新意与文化内涵的场景

（如地府、天庭的颠覆性重构）成为难题；比如，

“万龙出海”场景中数千条龙同时飞行，每条龙的

鳞片动态、飞行轨迹都需差异化处理，对群集动

画算法提出极限挑战……可以说，《哪吒2》的特

效难度不仅在于技术“硬门槛”，更在于如何在中

国动画工业化尚未完全成熟的背景下，用有限

的资源实现艺术与技术的双重突破。

所幸，以上所有问题，《哪吒2》都交出了近

乎完美的答卷。《哪吒2》在场景渲染、动作设计

等方面进步显著，许多特效画面堪称惊艳，彰

显出中国动漫已具备与国际顶尖水平一较高

下的硬实力。这背后，是持续引进国际前沿技

术，如先进的动画渲染算法、动作捕捉系统；是

无论传统影视巨头、业内知名的专业动漫公

司，还是许多名不见经传的中小型工作室，都

大力投入自主研发，力求摆脱技术依赖。有参

与其中的创作者形容：“中国动画人闻声而动，

从各地赶来，就像是参加动画界的奥运会。”

商业运作 潜力无限
《哪吒2》的成功，同样也是商业运作上的

成功，是一场“优质内容+精准运营+时代情

绪”的共振。

首先，精准的市场定位，源于对受众需求的

精准把控。如果说前作已积累超50亿票房的粉

丝基础，那么续集通过调研数据与观众反馈，将

故事内核从“少年逆袭”升级为“家庭成长”与“命

运抗争”，覆盖亲子、青年、中年等多年龄段群

体。其次，《哪吒2》的营销团队深谙“情绪即流

量”的法则。影片未映先火，靠的不仅是预告片，

还有精准投放的“社会议题”。例如，借“仙考不

公”情节联动教育话题，在抖音发起#假如人生可

以重考#挑战，激发大众对升学压力的共鸣；通过

哪吒与父亲的矛盾，在微博打造#中国式父子能

好好说话吗#热搜，单日阅读量破8亿。片方还

鼓励二创，B站UP主对“申公豹黑化”的深度解

读视频播放量超千万，反向为电影引流。

可以说，过去两周，在社交网络上，“哪

吒”的热度持续飙升，从剧情猜测到角色分

析，从文化解读到幕后花絮，多元话题如一张

紧密交织的大网，全面覆盖各个年龄层与兴

趣群体，让影片始终保持超高人气。再者，跨

界合作为影片宣传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影

片上映同期，联名产品覆盖食品、服饰、文旅

等20余个领域：瑞幸推出“混天绫拿铁”，首发

日销量破百万杯；李宁的“哪吒机甲鞋”将传

统纹样与赛博风格融合，预售即售罄。

《哪吒2》的商业成功不单是票房数字的突

破，更在于能否将IP转化为可持续运营的文化

资产。有专家指出，若能在内容上保持“情感

真实+视觉革命”，在商业上构建“电影+衍生+

体验”的生态闭环，或可复制《哈利 ·波特》“漫

威”的产业化路径，成为国产动画从“单一爆

款”跃升为“百年IP”的关键转折点。

本报记者 孙佳音

票房破   亿
《哪吒2》做对了什么？

本报讯（记者 王瑜明）穿越历

史的红色电波，传承静安红色文化，

本周六下午3时，“理论静距离 ·文

化大家谈”夜光杯市民读书会首场

活动将在静安区文化馆（乌鲁木齐

北路459号）举行。上海市作协副

主席赵丽宏、静安区文联主席姜鸣、

上海歌舞团演员王佳俊将和读者分

享他们如何在文艺创作中，“把最好

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中共中央第一座无线电台，曾

于1930年1月15日，向香港的南

方局电台发出第一波无线电密

码。如今这座无线电台，陈列在其

原址——延安西路396号一楼的

“中国共产党无线电密码通信工作

诞生地历史陈列展”。在读书会现

场，舞剧和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

波》中李白的扮演者王佳俊将讲述

“电波”的台前幕后。

中共二大会址位于老成都北路

7弄30号（原南成都路辅德里625

号），聚焦第一部党章诞生的音乐剧

《辅德里》是1921年静安 ·现代戏剧

谷的开幕大戏。随后，该剧在全国

巡演34场，还被拍摄成了高清戏剧

电影。这部剧目的出品人姜鸣将在

读书会现场分享当年为创制《辅德

里》寻访杨开慧故居时，了解到的毛

泽东与杨开慧之间，一封没有寄出

的信的动人故事。

愚园路，承载着红色文化、海派

文化。上海国际诗歌节，是上海唯

一的大型国际性诗歌文学交流活

动，赵丽宏将和读者分享他带着国

际诗人看上海的感想，讲述文化如

何穿越历史、塑造城市精神。

参加2月15日夜光杯市民读书

会的读者将获赠限量版静安“口袋

地图”静安文旅护照，现场参与互动

的读者，还将获赠夜光杯文萃以及

《上海红色机要密码史话》。

本次活动是夜光杯市民读书会

第42场，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中共静安

区委宣传部、

新民晚报社

联合主办；静

安区文化和

旅游局、静安

寺街道党工

委承办。

“理论静距离 ·文化大家谈”聚焦红色文化

夜光杯市民读书会明举行

《哪吒 》的票房

突破百亿，其意义已

经远远不只是单纯的

一串数字。在     

年电影市场增速放缓

的背景下，《哪吒  》

以“不认命”的姿态打

破了国产电影的票房

天花板，为整个电影

行业注入了信心，是

一场文化自信与产业

升级的双向奔赴。那

么，《哪吒  》的票房

天花板会在哪里？中

国动画电影的天花

板，还有多高？

或者，我们想问

的是，中国动画人接

下来还可以做些什

么？

首先，面对未来

一年国产动画电影

的井喷，我们须避免

观众对“神话改编+

特效轰炸”模式产生

审美疲劳。而后，我

们可以务实地继续

提高动画在物理模

拟（如毛发、水流）、

光影细腻度、角色微

表情处理上的技术，

向迪士尼、皮克斯，

向更高的工业成熟

度迈进。再有，我们

在保持文化特色的

基础上，还能进一步

打磨技术细节、深化

角色塑造、优化故事

的普适性，以降低国

际观众理解门槛，并

联合国际发行资源，

在更大程度上提升

全球影响力。

或许，中国动画

电影目前还较为依

赖头部导演或团队

的个人才华，而国

外顶级作品的成熟

度建立在数十年工业化积累与全球

化市场经验上，但我们若能在剧本

开发、流程管理、跨团队协作、技术

创新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相信在

不久的将来会迎来更为成熟的中

国动画工业体系，迎来更多饺子和

“哪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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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2025年2月13日19时09分，
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下称《哪吒2》）在
上映的第16天全球票房（含预售及海外）迈
过百亿元门槛，成为亚洲首部票房超100亿
元人民币的影片。
今天上午，《哪吒2》以14.05亿美元超

越“复联2”，位居全球影史票房榜第16位，
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第3位，并继续向着全
球影史票房前10、全球动画电影票房冠军
宝座冲刺。数据狂飙突进的此刻，或许我
们该思考的是，《哪吒2》到底做对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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