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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几年,中国的动漫产业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动漫产业在我

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从战略性产业上升到支柱产业。这其中,动画电影的崛

起功不可没。以 《大圣归来》、《大鱼海棠》等为代表的一批国产动画,以其

精良的制作、引人入胜的情节、中国化的风格抓住了国人的心,不但获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益,还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屡创票房高峰,这其中,又以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最为人所称道。

2015年7月上映的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获得了观众的普遍好评,赢得

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该影片立足于我国传统名著 《西游记》,巧妙地将人

物造型、动画场景、画面构图等因素与民间艺术进行结合,充分利用数字技

术、3D特效为观众营造了一场视听盛宴,是我国动画发展史上的一次成功尝

试。对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进行梳理与研究,有利于国产动画电影事业认

清形势、确立信心,并以此为基础,树立国产动画的品牌,进而带动整个动

漫产业发展。鉴于此,我们将重庆邮电大学传媒艺术学院动画专业学生关于

《大圣归来》的一些论文编辑成册,旨在从学术及专业的角度对该影片进行全

方位、多视角的分析与研究,对国产动画、动漫事业的发展提出自己建设性

的意见。同时,为影视、动画等相关专业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本书是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大项目 “‘PPC复合型’艺术人才

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编号:161008)资助项目。全书共五篇,分为角色

与场景篇、文化篇、剧作与剧情篇、制作篇,以及综合篇几部分。角色与场

景篇,从角色设计、内涵和情感等方面对人物进行了分析,涉及 《西游记之

大圣归来》的主要人物:孙悟空、江流儿、猪八戒、沙和尚、白龙、傻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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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反面人物混沌等,并对场景进行了分析,论述了角色选择的重要作用。

文化篇,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借鉴国外优秀文化,分析文化在影片中的作用

及应用。剧作与剧情篇,从剧作和剧情入手,分析剧情与人物的关系。制作

篇,从动画制作和音乐制作两方面分析影片中动画和音乐的运用及其特点。

综合篇,从整体上对影片进行评价,并将影片与国外影片进行对比分析,为

中国动画电影的发展献计献策。综合五篇内容,全书所选论文从不同角度、

多视角对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进行了评析,其观点不落窠臼,学术建议符

合实际,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体现了学生对中国动画电影产业的热爱之情

及殷切的期望。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诚然,我国的动漫事业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我们和世界动漫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但我们有一批兢兢业业的动漫从业

人员,有一批学习动漫的莘莘学子,我国的动漫产业大有可为。愿此书的出

版,能为动漫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份有益的参考,助力其健康、快速发展。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重庆邮电大学传媒艺术学院领导、老师和同

学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中国书籍出版社的编辑也为此书的出版尽心尽力,并

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在此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其中一些观点、主张在学术范围内可能值得商榷,

恳请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编 者

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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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角色与场景篇

《大圣归来》 中的角色设计分析

尼菲尔 重庆邮电大学传媒艺术学院2017级研究生

一、 角色背景、 性格及相互关系的重构对比

当今的文化潮流提倡对传统的继承、创新与重构,这一设计理念在动画

角色设计领域同样适用。在动画领域,要想获得更多观众的肯定,民族特色

的动画设计是一条可供实践的路线。

我国早期的 《西游记》动画作品的创作者希望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

动画作品之中,以达到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这在当时确实也取得了非常好

的反响,乃至影响了几代人。在 《大圣归来》中,制作者不仅就孙悟空和唐

僧的角色外形做了创新,并且对两个角色的背景、性格和相互关系都进行了

大胆的更改,可谓对角色的一次成功重构。接下来就用对比的方式详细分析

一下这两个角色。

表1 《西游记》与 《大圣归来》的角色对比

角 色

影 片

《西游记》 《大圣归来》

唐 僧 孙 悟 空 江 流 儿 大 圣

角色

背景

父母被奸人陷害,

自幼 在 寺 庙 中 修

行,后 来 到 长 安

城传 道,然 后 历

尽千 辛,前 往 西

天求取真经

花果 山 石 猴,大

闹天 宫 后,被 如

来五 指 山 下,陪

同唐僧求取真经

父母被妖怪杀害,

由长 安 城 寺 中 师

父抚 养 大,爱 听

有 关 孙 悟 空 的

故事

曾大 闹 天 宫,后

来被 如 来 故 事 多

被民间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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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评 《大圣归来》

续表

角 色

影 片

《西游记》 《大圣归来》

唐 僧 孙 悟 空 江 流 儿 大 圣

角色

性格

慈悲 为 怀,坚 韧

不拔,执着追求,

但是 非 不 分,善

恶不明

聪 明,活 泼,勇

敢,忠 诚,嫉 恶

如仇

善良 勇 敢,天 真

活 泼, 好 打 抱

不平

抑郁狂躁,冷漠

相互

关系
师徒 偶像与粉丝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角色背景上,在 《西游记》原著中,唐僧是一位

得道高僧,有着悲惨的儿时遭遇,却在寺庙中修行得道,并能坚定不移地走

上西天取经之路;孙悟空为天地灵气所化的灵猴,本领过人,善恶分明,是

唐僧西天取经路上的得力助手。而在 《大圣归来》中,角色的背景发生了重

大变化———江流儿的父母被妖怪杀害,由长安城寺中师父抚养大,爱听有关

孙悟空的故事;大圣曾大闹天宫,后来被如来压在五指山下,故事多被民间

传唱。

《大圣归来》中动画角色的价值更主要的是对角色所表达情感的认同。而

角色所表达的情感可以归结为对人性、道德,从社会层面进行的深入探索和

挖掘①。从角色性格上看,大圣狂躁、抑郁、淡泊名利,内心善良温暖,性格

中注入了现代人的价值观,这使角色更有厚重感。而江流儿作为唐僧的十世

之一,颠覆了长期以来唐僧的传统佛学形象,在山妖到来时,也能不顾及自

身安危,坚持保护傻丫头。孙悟空作为第一主角的称呼也发生了变化,片中

更多地被称之为 “大圣”。在角色的设计上,孙悟空不再是上天入地、无所不

能的 “大圣”,而是变成了法力被封印、有力使不出的猴子。 “大圣”的角色

性格也有着相应的中国悲情色彩,他失落、颓废,却又难以忘记曾经叱咤风

云的自己,在影片中从多个角度刻画了他爱面子、孤傲、冷漠的复杂内心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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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角色与场景篇

界。影片中的江流儿具有善良、正义、乐于助人的品性,他为了拯救那些孩

子奉献了生命。而孙悟空虽然开始时冷酷无情,但是在江流儿的感化下也具

有了感情并肩负起正义使命。

在相互关系上, 《西游记》中的唐僧与孙悟空是师徒关系,而 《大圣归

来》中的江流儿和大圣之间是偶像与粉丝的关系。

二、 孙悟空角色设计的重构

孙悟空是 《西游记》中最具代表性的角色。动画片 《大闹天宫》和电视

剧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都已深入人心,特色分明。

《大圣归来》中的孙悟空形象设计接近原著。观众对影片的认同首先来自

角色外形的视觉刺激。在身材结构方面,在影视作品的 《西游记》中,孙悟

空的身体比例更多的是类人的设计,只有头微大、脸部是猴的特征。但在动

画片 《大闹天宫》中,但是在 《大圣归来》中,保留了猴子身材比较瘦的特

点,上肢长于下肢,手掌很大,毛发很浓密,很好地突出了猴子的野性。很

多人看到 《大圣归来》中孙悟空形象时第一感觉是不太好看,甚至还有点丑。

孙悟空的形象塑造弱化了其人的特征,而是更加强调猴的特点。影片中,孙

悟空有细长的嘴巴和手脚、狭长的脸、簇状的毛发、紧绷且有质感、细腻的

肌肤,身形的比例也接近猴的特征,满足了 《西游记》原著中对其 “尖嘴猴

腮”的描述。

孙悟空的脸谱设计密切配合场景变化。《大圣归来》对孙悟空的形象重构

颠覆了经典元素在世人心中的深刻印象。在原著 《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形

象是倒栽桃勾脸、绿桃叶眉、金底眼、雷公嘴。《大圣归来》里面则将之前的

形象完全打破,用窄长的脸、夸张的中庭、塌鼻、向下的嘴巴、浓密的毛发

重构猴子的脸部,这使得猴子天生傲慢的兽性得以完美体现。在色彩上也远

没有以往那么复杂,而是简单、直接地回归现实猴子的颜色。而且大圣被塑

造成一个有情有义的侠客形象,这是与 《大闹天宫》中孙悟空形象的最大区

别。值得一提的是,在 《大圣归来》的开篇———大闹天宫的段落中,主角孙

·5·



众评 《大圣归来》

悟空的形象塑造参考了中国传统的脸谱元素,以红色涂在眼窝、鼻子和嘴巴

处,形成艺术化处理后的京剧十字门脸。这个红色的色条也揭示了孙悟空的

性格———忠勇侠义、有血性。

孙悟空的服装设计表现出大圣放荡不羁的性格。在影视作品的 《西游记》

中,孙悟空的衣着打扮同人类似,一直沿用的豹纹裙、京戏红裤、官靴等特

色;而在 《大圣归来》大圣中,只保留了原来的黄色的僧侣衣,战斗的服饰

也大多采用大红色,显得威武拉风。孙悟空大闹天宫时,他张扬的斗篷特意

设计得比较长;而解开封印之后,大圣一身布衣出现在观众面前。最后大圣

救赎后的战衣酷炫耀眼,体现出英雄归来时的光荣。另外,影片中的孙悟空

没有穿鞋,全片也强调了这一点。比如,在与江流儿的交流中,差点被石头

砸中脚。孙悟空 “凯旋归来”后,虽然穿上了华丽的战衣,但仍然是光脚的

形象。

三、 唐僧角色设计的重构

如果说孙悟空的角色设计只是更加遵照现实,那么 《大圣归来》中唐僧

形象的角色设计既传承了中国一些传统元素,又有新的突破。

从原著 《西游记》到 《大圣归来》,唐僧的角色形象发生了改变。无论是

原著 《西游记》中还是其他的各种影视作品中,唐僧的形象大多是温文尔雅

的得道高僧形象。原著中唐僧身穿袈裟,头戴僧帽,胯下坐骑白龙马,说话

慢慢悠悠,习惯于讲大道理,不敢踩死一只蚂蚁。而在 《大圣归来》中,唐

僧则由小孩儿江流儿代替,这种设计既符合整个故事的需求,又给整部影片

带来了新的活力,能唤醒大家对儿时的一种特殊的回忆,挖掘大众心理深处

的英雄情结和人性善缘。

《大圣归来》中江流儿的角色设计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习惯。江流儿是个

典型的小和尚,角色设计得朴实无华。影片也用大量的镜头描述江流儿作为

一个小孩儿的性格特点,他活泼好动、善良纯洁、崇拜偶像,对整个世界充

满好奇,这种设计使整部影片更加灵动。从广为观众所认知的唐僧到小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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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角色与场景篇

江流儿,唐僧从一个圣人金蝉子转世变为一个凡人,一个观众所不熟悉的小

孩形象。这样的角色设计拉近了观众与江流儿这个角色的心理距离,更能和

观众产生共鸣,让人们对新的角色产生不一样的情感。

另外, 《大圣归来》保留了原著中唐僧角色的 “絮叨、啰唆”的经典特

征,从台词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例如,“四大天王是兄弟吗? 哪吒是男孩

吗? 托塔天王有塔吗?”等等。

四、 其他角色设计的传承与重构

在 《大圣归来》这部影片中,除了大圣和江流儿以外,还有我们熟知的

猪八戒的形象。

《大圣归来》中的猪八戒的形象富含新意。在 《西游记》中,猪八戒是一

个贪吃、贪睡、贪生怕死的形象。猪八戒刚出场的时候是一个黑胖汉,后来

就变成一个长嘴大耳朵的呆子,脑后有一缕鬃毛,体型粗壮,头脸是猪的模

样。而在 《大圣归来》里面,猪八戒的形象有所变化。影片的创作者想要表

现猪八戒独特的角色特点以及性格特征。猪八戒既传承了之前深入人心的外

貌特征,也在这个基础上创新了角色塑造。但是影片中在配角的塑造上缺乏

一些合理性。猪八戒作为配角,与影片 《西游记》相比,《大圣归来》中猪八

戒出现的镜头较多,戏份较多,娱乐性也比较强,但对于引导剧情发展的作

用却不大。

《大圣归来》中其他的配角也具有特色。如 《大圣归来》中的头号反派人

物妖王 “混沌”(这一形象在原著中并不存在),同样参考了中国传统文化脸

谱这一元素,尤其是京剧中曹操的脸谱。这一角色设计采用的是无面部特征

的虫的形象,勾的是尖眼,这种设计一方面体现了角色的秀气,也体现出其

奸诈而不外露的性格。另外,黑店中的老板娘的发型是简单的环形与曲线相

结合。环形发型是中国唐代女性的发型。而两侧垂下来的头发,能突出老板

娘娇艳的一面,以至于可以色诱猪八戒。而且老板娘作为本片的一个配角,

作为一个乡间小店的老板娘,形象设计得不复杂,发型也不能过于夸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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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评 《大圣归来》

与其他形象定位较为统一。这种设计充分融入了当前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使

得这部影视作品更贴近自然、贴近观众、贴近现实,让观影的朋友们能够理

解、赞同影片传递出来的精神与想要表达的主旨含义,这种设计与以往 《西

游记》系列影视动画中的 “植入性”的方式有所不同。

五、 总结

《大圣归来》中的角色设计不仅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传承,也包含

了这些角色形象的创新重构,对于角色个性特征的设计较好地传递了角色情

感,将角色的生命力进一步提升。国产动画制作水平在一步步提升,逐步追

求完美,我们期待着有越来越多像 《大圣归来》一样的优秀动画作品呈现在

观众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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