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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画像艺术对中国动画创作的启迪

马　筱

（淮南师范学院 美术系，安徽 淮南　２３２０００）

　　摘　要：汉画像里经典的历史故事、神话传奇可以为动画剧本的产生提供丰富的创作源

泉。汉画像的造型艺术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体现吉祥寓意。其意向造型、象征性造型、装饰

纹样性及丰富深厚的文化意蕴值得中国现代动画创作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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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画像［１］艺术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

经典部分，它结系着汉和汉以前的文化，深蕴着古

人类至汉代的情结，展示了汉代特有的艺术表现

形式，体现了汉代文学艺术与理性思维的融贯，尤
其是画像石（砖）为汉代社会独具特征的一种艺术

形式，是汉代的艺术奇观。汉代人以刀代笔在石

头、砖块上刻画历史故事和神仙灵异，这些图像所

呈现的视觉效果奔放飞动，以夸张的造型、动态特

征和诸多的构图表现形式来描绘社会生活百态，
和现代动画的叙事性、生动性、幽默性、夸张性及

运动型的特点不谋而合。汉画像石（砖）是一种立

体的画像，画面以高浮雕、半浮雕、浅浮雕、阴刻线

的 方 式 呈 现，两 千 年 前 的 汉 画 像 艺 术 可 谓 中 国

“三维动画”的鼻祖。“我 们 主 张 在 本 土 文 化 中 寻

找的动漫形象，应该是那些文化品位较高，民族风

格鲜明，造型独特，而又适用于动漫艺术表现的文

化资源。”［２］因此中国独特的汉画 像 艺 术 资 源，将

成为动画创作的滋生土壤之一。以汉画像艺术资

源的开发与应用为切入点，对汉画像本身负载的

文化传统进行的应用研究，可以使汉画像这样一

门古老且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学术门类，升华

成为一门现代学科。同时可以弘扬中华文化，继

承历史传统。

　　一、汉 画 像 丰 富 的 题 材 内 容 为 动 画 剧

本创作提供了不竭的灵感源泉

　　成功 的 动 画 作 品 一 定 要 有 一 个 好 的 故 事 题

材———剧本。汉画像文物 存 留 量 大，不 断 有 新 的

考古发现，并且拥有数目可观的文物保护与研究

基地———汉画馆、石刻艺 术 馆 等。全 国 已 出 土 的

汉画像石（砖）的题材、内容极其丰富，几乎涉及到

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些都为动画剧本的

产生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

　　（一）对历史故事的吸纳

汉画像中有很多经典的民族历史故事。例如

“二桃 杀 三 士”、“荆 轲 刺 秦 王”、“孔 子 见 老 子”、
“高祖斩蛇、“伯乐相马”、“鸿门宴”、“完璧归赵”、
“卧薪尝胆”等。汉代画像石（砖）以故事性、情节

性刻画的这些历史故事，使画像石（砖）有了自己

的独特语言。汉画像中的历史故事大多带有传奇

的色彩，历史人物被塑造的传奇且富有个性，是不

可多得的动漫素材。中国独有的民族文化、民族

历史故事，使民族文化有自己特有的优势和神秘

感。这是 中 国 民 族 的 珍 贵 资 源，更 是 动 画 剧 本

创作的有益资源。例如《花木兰》是中国人非常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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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的历史故事，这是中国传统艺术中的一个常见

主题，被 美 国 的 动 画 产 业 所 利 用，取 得 了 很 大

成功。

　　（二）神话传说的演绎

汉人上承远古的神话传说、先秦的神仙方术、
楚地的巫祝文化，通过对阴阳五行学说的阐发以

及谶纬与道教的发展，建立起一个庞大而完整的

神仙鬼怪体系，从天上的神灵世界到人间的山川

林泽再到幽冥的地下世界，都充斥着具有强大力

量的神灵。汉人将神话传说中的各种神灵以可见

的图 像 刻 绘 在 砖 石 上，形 成 了 丰 富 的 神 话 题 材。
现存世的汉画像中神话题材占了很大比重，常见

的有伏羲女娲、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牛郎织女、神
仙羽人、昆仑仙境、西王母、东王公等。这 些 扑 朔

迷离的神话传说无奇不有、怪诞有趣，它是动画剧

本的题材库。神话故事具备动画作品所需的基木

要素，加工改编成剧本，它可以在具体的动画作品

中重放光彩。例如国产动画片《九色鹿》就是由敦

煌莫高窟内壁画《鹿王本生》演绎而来的。
在动画 剧 本 创 作 中，可 以 根 据 搜 集 到 的 汉

画像中的历史故 事、神 话 传 说 等 图 像 文 史 资 料，
采取图像 解 读 分 析 法 进 行 比 较 研 究，汉 画 像 中

呈现的历 史 故 事 有 非 常 强 的 视 觉 冲 击 力，画 面

重点表现 故 事 的 节 奏 以 及 刺 激 点，而 且 注 重 气

氛的营 造。因 此 在 确 定 故 事 主 题 和 题 材 时，应

把握好故 事 的 节 奏 和 情 节，以 此 为 基 点 对 故 事

进行加 工 创 作，改 编 引 人 入 胜 的 动 漫 剧 本。国

产动画《九 色 鹿》在 气 氛 的 营 造 方 面 做 得 很 好，
贯穿全篇 故 事 的 浓 重 色 彩，让 人 一 看 就 有 种 来

自远古的神秘感。

　　二、汉 画 像 的 造 型 语 言 对 动 画 作 品 造

型设计的启示

　　动画的造型设计对观众有着直接的吸引力，
是动画艺术形象的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特征。一

部优秀的动画片必定有好的造型才能充分传达出

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因此造型设计在整个动画

片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汉画像艺术在造型语

言的背后承载着中国民族的传统审美理念，汉壁

画、雕塑、石（砖）画像的装饰与造型，“直线与曲线

的旋律相交织中所构成的画面，自然而然形成了

一幅动感极强、富有内在节奏的画面，其风格宛如

行云流水、风 神 飘 逸。……形 是 神 的 前 提。”［３］这

些都可以成为诞生中国民族动画形象的土壤。

　　 （一）汉画像里的意象造型对动画造型

设计的启示

　　 “汉画是把相似于物象 的 具 象 造 型、不 似 于

物象的抽象造型 和 似 与 不 似 之 间 的 意 象 造 型 熔

于一炉，立 意 造 象，以 象 尽 意，把 绝 对 空 间 和 意

度空 间 化 为 一 体，以 意 度 量、意 度 无 量。因 此，
汉画的意象造型 特 点 体 现 了 中 国 绘 画 的 传 统 造

型理念和 哲 学 思 维，为 历 代 艺 术 家 自 觉 或 不 自

觉地所运用。”［４］汉 画 像 的 意 象 造 型 特 点 体 现 在

画像石、画像砖、墓 室 壁 画、木 板 画、瓦 当 画 等 画

种中，包括 人 物 图 像、动 物 图 像、各 种 纹 样 图 像

等。这 些 图 像 因 地 而 异 呈 现 出 各 不 相 同 的 面

貌，表 现 手 法 虽 各 有 差 异，但 均 体 现 了 以 意 表

象、以象得意、意 象 相 应 的 意 象 造 型 风 格。具 体

地说，汉画 像 的 意 向 造 型，是 去 事 物 之 精 要，重

气象，往往 概 其 大 体，有 的 甚 至 有 首 无 颈，四 体

不均，点到 为 止，整 体 看 来，有 着 较 强 的 舒 胸 写

“意”风格。在 这 种 似 与 不 似 的 造 型 形 式 中，汉

画像的造 型 打 破 了 一 般 的 视 觉 常 规，舍 弃 了 对

现实生活 中 的 如 实 描 写，是 经 过 了 人 的 主 观 意

象化处理，并采用 了 简 练、夸 张、组 合 等 手 法，使

之看起来意蕴 其 中。［５］例 如 在 楼 阁 人 物，宴 饮 拜

谒的众多 画 像 中，那 庞 大 身 躯 的 主 人 形 象 成 倍

地超出常人，以 突 出 其 雍 容 高 贵 之 态（图１）；那

乐舞中的舞蹈女 子，其 腰 细 如 束 丝，长 袖 如 匹 帛

翩翩展开，以 显 示 其 姿 态 之 美（图２）；为 了 显 示

那力拔山 兮 气 盖 世 的 英 雄 气 概，把 人 物 双 肩 和

胸膛描绘 的 异 常 粗 壮；还 有 凶 悍 骄 猛 的 厥 张 形

象（图３），他 臂 上 和 腿 上 的 肌 肉 异 常 发 达，两 足

蹬弓，双手扎弦，口 中 衔 箭，犹 如 凶 神 恶 煞，令 人

望而生畏。汉画像 中 的 动 物 造 型 最 常 见 的 表 现

手法也是立意 造 象。如 牛 和 马（图４、图５）的 共

同特征是 腿 部 相 对 身 体 比 例 严 重 不 符，对 动 物

的细部不加仔细 雕 刻，抛 开 真 实 的 比 例 结 构，从

整体着眼，重点刻 画 动 物 形 象 的 身 体 动 态，通 过

对其灵活 优 美 的 体 态 刻 绘，更 加 充 分 传 达 给 观

者这些动 物 形 象 的 蓬 勃 生 命 活 力，以 及 富 有 民

间符号特色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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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　宴饮歌舞图 　　　　　　 　　　图２　长袖舞 　　　　　　　　　　　　 图３　厥张

　　　图４　斗牛画像　　　　　　　　　　图５　奔马画像　　　　　　　　　　　图６　龙凤图

　　汉画 像 中 的 意 向 造 型 是 造 型 传 统 的 精 华 所

在，把造型艺术语言提炼得简洁、质朴、大胆，具有

符号认知性。加强汉画像造型艺术观念的研究，

对中国动画造型设计有一定的启发性。中国经典

动画片《南郭先生》就是运用汉画像艺术资源的成

功范例，造型设计是以四川汉画像石的风格为基

调，人物角色设计体现了汉画像石中的意向造型

风格。动画片《火童》也融合了汉代画像艺术的意

向造型。成功的动画造型设计一定具有符号认知

性，符合大众的审美习俗，同时还能够折射出一个

国家的民族审美意识。

　　 （二）汉画像里的象征性造型对动画造

型设计的启示

　　汉画像里舍形取意的象征性造型并不是通过

形象本身的联想获得的，而是群体内部的一种默

契和认同，象征性造型所创造的一般与现实的形

象关系密切，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理想的重构，以
表述某种理念。汉画像石中的象征性造型往往与

神话联系在一起，主要有祥瑞辟邪、神鬼怪诞等。

最典型的有铺首衔环、鸟啄鱼、伏羲女娲、还有以

动物形象演变的“四神”等图像。祥瑞辟邪、神鬼

怪诞的造型在汉画像里作为一种象征符号传达出

汉代人们的美好愿望，以石椁画像中的璧、穿璧或

植璧图像来说，它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柏树在汉

画像里则是象征打鬼的神树，可以辟邪。还有长

青树与凤鸟组合象征着生命不死（图６）。汉画像

里的象征性造型还有很多，枚不胜举。这些独特

的造型是由我国的传统文化决定的。而我国传统

文化，特别是民族民间文化已经潜藏于中国人传

统的生活方式之中，伴随着衣、食、住、行、用以及

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风俗习惯深深地影响着一代

又一代中国人，这种影响是潜在的，更是持久的，

这样的文 化 土 壤 呼 唤 中 国 人 创 作 自 己 的 动 画 形

象。中国人的文化心理认同是通过特有的吉祥造

型以及装饰纹样来维系的。因此，象征性造型在

形成和维系民族共同心理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象征性造型是动画角色形象最主要的特点，

也是重要的表现手法，比如同样会飞的人物，西方

天使在角色造型设计的时候给人物都会插上一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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翅膀。而中国的神话人物则是象征性造型，例如

孙悟空是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各路神仙、菩萨更

是简单，不用在角色造型上添加什么，踩一片云彩

就可以 上 天 了。其 实 汉 画 像 更 是 一 种 象 征 文

化，［６］是民族动画造型设计的根，可以为动画的造

型设计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
动画的造型设计可以随着故事情节的需要变

出千奇百怪的形象，那么运用符号化的“象征性造

型”可以创造出带有民族特色的动画形象，可以直

接体现动画产品的艺术风格和文化内涵，传播呈

现中国民族精神的动画作品。万氏兄弟创作的动

画片《铁扇公主》，能引起许多国家轰动的主要原

因，是由于该片的角色造型蕴含了赋有中国特色

的民族风情，万氏兄弟最开始就提出“中国的动画

应有中国的人物形象”。还有我国经典动画作品

《哪咤闹海》中的人物造型设计，就是吸取了中国

门神画的造型特征。如何通过角色造型的设计来

展现中国民族文化特色，在世界动画中独具一格，
这是现在动画创作者要面临的重要课题。

　　 （三）汉画像的场景式构图和装饰纹样

对动画场景及道具设计的启示

　　动画场景设计是指除人物造型设计以外的物

的造型，是为展现故事情节、完成戏剧冲突、刻画

人物性格服务的一种手段。［７］研究汉画像 的 构 图

对为动画的场景设计极其重要。汉画像擅长以创

造性的构图安排大场景。这是我国传统绘画引以

为豪的形式之一。场景式是汉画像最为普遍的构

图，多为人数众多的大场面，此类图像不是依“眼

睛”的固定视觉去刻画每个人物的，而是上下左右

都可以作为视点，即采用视点移动的方法，亦即所

谓的散点透视（图１）。
在山 东 有 胡 汉 战 争 图、过 桥、疱 厨、鼓 乐、升

仙、家居，四川则有盐场、耕作、酒肆等生产场面。
当然对当时的汉代人来说，这不是一种透视方法，
而是他们感受这个世界的方式。还有，许多汉人

物画像的构图以“满”和“均匀”为特征，此类画像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物的大小尺度是由其身份

地位来决定的。简言之，画面上中心人物的尺寸

最大，其他次要人物次之，最小的是地位最低者。
这 些 对 中 国 的 动 画 场 景 设 计 来 说 是 最 有 益 的

资源。
汉画像中出现的器皿在工艺造型设 计、装 饰

及纹样等方面水平已很高。在道具设计方面可借

鉴汉画像中的装饰纹样。汉画像中的装饰纹样有

植物纹样、动物纹样、几何纹样、人神纹样、自然物

象纹样等。其中云气纹是汉代画像石中常用的装

饰纹样，也是汉代装饰纹样的主流。［５］在动画道具

设计中，可以依据装饰纹样的特点设计场景中的

各种道具，使动画作品更加生动奇丽，体现出浓郁

的民族装饰风格。
汉代工匠对物象的造型无论采取哪 种 形 式，

整体画面构图都流露出一定的节奏和韵律等形式

美感，从中人们也可以感受到，汉代工匠们对装饰

形式美感本身的关注程度是远远超过对真实自然

模仿的，有着卓越而深刻的人文思考和历史内涵。

　　三、汉 画 像 的 文 化 意 蕴 对 动 画 创 作 的

启示

　　汉画像石是集建筑、雕塑、绘画为一体的民族

艺术，它通过生动、形象的画面，展现出汉代人特

有的力量、运动和速度，形成了汉代艺术的特殊气

势和古拙风格，表现了一种整体灵动、浪漫进取的

时代精神。［８］汉画像艺术通过造型和装饰 所 体 现

的深厚的文化意蕴正是现代动画创作所缺失的。
“一个民族的盛衰存亡，都系于那个民族有无

‘自信力’。”［９］汉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民族“自

信力”最为强劲的时代。汉画像艺术洋溢着奋发

昂扬的征服性的民族精神。通过汉画像艺术人们

看到了一个洋溢着生命活力和激情的时代，汉人

通过各种奔腾跳跃的形体以及无处不在的流动线

条，表达了他们对飞扬生命的激情礼赞。在汉画

像中，无论是对生命世界的整体营造还是对生命

个体的表现，都充满了活泼灵动的生命力，也体现

出汉人在神学意识引导下形成的浪漫虚幻、劲健

豪迈、自信达观的精神气质。汉画像石所蕴含的

震撼人心的气魄和力量正是中国民族动画创作的

精神之源。汉画像所体现的这种民族文化精神，
应以符合这个时代审美需要的新载体传承下去，
新载体广泛意义的传承正是汉画像艺术资源的当

代意义。民族动画创作可以说是新载体出现的一

个有力媒介。动画作为一种文化传播媒介和艺术

符号，势必承担着文化传播的功能，美国人开发的

《花木兰》、《功夫熊猫》传承的不是中国民族精神

而是美国的民族文化精神，这点必须清楚。所以

在动画创作领域，需要从本土文化中挖掘创作出

能体现中国民族精神的动画作品。而汉代的文化

基本上保持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内容和特色。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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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所反映的是比较纯正的中国本土文化。［１０］

　　 四、结语

汉画像艺术资源是一个民族或地区文化特征

之一，以汉画像艺术资源在动画创作中开发与应

用的研究是一种新的尝试，并具有现实意义和理

论价值。将汉画像艺术资源融入动画设计中，也

是一种实践性研究。将汉画像艺术资源导入动画

创作中，理解传统文化，进而达到对传统文化的宣

传、保护与弘扬，是对传统文化的“活态保护”，同

时汉画像艺术资源作为一种图像载体，对它进行

挖掘和运用，必将为中国民族动画创作的发展注

入更多的“营养”。动画是一种文化，她在结合了

本国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之后所产生的力量和成

就在世界上享有的巨大影响力和意义，是任何国

家都不能忽视的。只有创造出赋予中国特色的民

族动画形象，才能打动国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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