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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是他，就是他，少年英雄小
哪吒。

我国影史首部百亿元票房影片2
月13日诞生。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当
日晚间，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票房
（含预售）达100亿元。

自1月29日正式上映以来，《哪吒
之魔童闹海》已创造多项纪录：2月6
日登顶我国影史票房榜，2月7日登顶
全球影史单一市场票房榜……如今，
影片票房突破百亿元，意味着它在全
球影史票房榜上排名稳居前20位，并
有望进一步提升。

业内人士认为，《哪吒之魔童闹
海》的火热，既展现中国动画电影的高
质量发展，也折射出我国电影市场的
巨大潜力。这些亮眼的数据证明，观
众对高品质的作品始终抱有足够高的
热情，优质影片可以为电影市场发展
注入强大动力。

在创作层面，主创团队注重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创作灵感，同
时与时代特色相结合。例如，片中“结
界兽”形象来源于三星堆遗址和金沙
遗址青铜人像，太乙真人形象被设计
为一位会说四川方言、带有喜剧色彩
的角色。

此外，《哪吒之魔童闹海》中角色
数量是第一部的3倍，且角色建模更
精致，皮肤质感更真实。片中特效镜
头近2000个，主创团队达4000余人。

“影片故事很生动，角色妙趣横
生，陪伴一代代人成长的哪吒故事有
了新的讲述方式。”来自北京的观众董
女士不久前和朋友一起“三刷”了这部
影片，“精彩视觉特效所带来震撼的观
看体验，让我每次走出影院都意犹未
尽。”

值得一提的是，《哪吒之魔童闹
海》已于日前登陆海外多地电影市场，
向世界观众展现中国动画风采和中华
文化魅力。

“近年来，中国电影产业蓬勃发
展。作为创作团队，我们希望用动画
的方式，让更多观众感受到中国传统
文化的魅力。”成都可可豆动画影视有
限公司总裁、电影制片人刘文章说。

《哪吒2》破百亿元：
三大因素缺一不可

《哪吒2》的成功有三大因素，缺一
不可。

■中国观众热情托举中国电影走
向世界

“《哪吒2》可以是70亿元、80亿
元，但绝不能是90亿元。”

一生“不服输”的中国人，仅让哪
吒的90亿元票房维持两天，就成功迈
入百亿大关。

曾经看似不可能的“百亿票房”拼
图，最终由中国观众的一张张电影票
拼凑而成。

有网友说自己还没来得及参与
“百亿补贴”，就破了纪录，现在最新目
标是剑指全球影史票房前列。

小哪吒从东海一路“闹”到大西
洋、太平洋……只见他脚踏风火轮冲
出国门，去往更大的舞台闯一闯。

■中国创作者坚守初心、砥砺前
行

《哪吒2》“百亿神话”的背后，离不

开主创团队历时5年的精心打磨，全
国138家动画公司、4000多位动画人
才的共同助力，实现了中国动画电影
的跨越式腾飞。

在《哪吒2》的片尾字幕密密麻麻
的主创名单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中国
动画行业的“半壁江山”：既有传统影
视巨头，也有业内知名的专业动漫公
司，更有许多名不见经传的中小型工
作室。

每个团队都将身上最硬的一片
“龙鳞”给了哪吒，为其打造出坚不可
摧的“万鳞甲”。中国动画从来不是竞
争者，而是同行者。

■中国传统文化滋养，结出新鲜
果实

人们熟知的哪吒形象，主要出自
两部明代小说——《西游记》和《封神
演义》。

这个起源于印度佛教的神灵，不
断经过中国民间传说的演绎和“本土
化”文学创作，逐渐成为一个顶天立地
的少年英雄——“哪吒”。

在传统“哪吒”的故事基础上，“魔
童”系列的“哪吒”注入了当代社会新

的情感价值。
无论是《哪吒1》里大喊“我命由我

不由天”的自我主张，还是《哪吒2》中
“若前方无路，我便踏出一条路”的豪
情壮志，观众在新一代“哪吒”身上汲
取到新时代自我成长与逐梦前行的勇
气。

除了哪吒系列，近年来还涌现出
一批依托中国传统文化强大IP的国产
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长安三万
里》《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

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是创
作者们取之不尽的灵感宝库，同时也
为“二创”提供了广阔空间。如何在传
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上，开出引起当代
人共鸣的“花朵”，是创作者们需要用
心探索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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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影史首部百亿元票房影片诞生

“魔童”的“魔力”当然首先发于
大银幕。从5年前令人眼前一亮的《哪
吒之魔童降世》到此番的“闹海封神”，
这个脱胎于中国传统神话的IP于大银
幕完成现象级蜕变。主创团队以“东
方朋克”美学重构经典文本，将传统神
话中的正邪对立转化为当代青年身份
认同的隐喻。影片以黑眼圈、混不吝
等“去神性”元素塑造了全新的哪吒形
象，以此承袭传统神话中人们所熟悉
的反叛哪吒同时，又将抗争对象从封
建礼教置换为现代社会的命运枷锁，
形成跨越代际的情感共鸣。

故事内核的精准触达人心和故事
框架的有效丰富延展之外，《哪吒之魔
童闹海》在技术层面的突破同样值得
关注。如片中被称作“舍不得眨眼”的

“洪流大战”，一个画面涉及2亿多个角
色，千军万马似海浪般翻滚，但整体呈
现出独特的东方审美韵律。据了解，
整部影片共涉及1900多个特效镜头，
上万个特效元素，且大部分为中国国

内团队制作，总体耗时5年，堪称重工
业电影的典范。

正是始于大银幕的创作诚意和触
达行业天花板的制作水准，令《哪吒之
魔童闹海》不仅得以稳稳托住观众自5
年前《哪吒之魔童降世》便寄出的厚
望，更进一步，以口碑完成最初的破
圈，成功开启现象级突破之旅。

此番《哪吒之魔童闹海》的层层破
圈，吸引了众多多年不进影院的观众重
回大银幕前，这背后，影片视效在大银
幕上的吸引力，其内核对于时代情感的
精准折射无疑助力良多，而在此之外，
对于这部赋传统文化以现代化叙事的
作品而言，在观众中引发的文化共鸣或
更是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从故事到人物、从细节元素到整
体架构，《哪吒之魔童闹海》对于中华
传统文化的挖掘呈现在解构新说中亦
足够原味细腻。于是，从“结界兽”的
来历到“哪吒为什么不姓李”，从中国
道教的各分支力量如何，到无量仙翁

原型是谁……相关的解析和讨论连绵
不断。在同样的传统文化根系之上，
熟悉的元素带来心领神会，解构创新
则更显张力，观众在影院体验到的文
化共鸣由此延展至影院之外，相关的
关注与讨论亦足以带来另一重共情与
归属感。

客观来看，这部动画电影在叙事节
奏、情节处理等方面或仍有提高空间，
在时间轴上，该片上映仅16日，能否与
经典同列亦尚待光阴予以评判，然而能
够确定的是，属于“哪吒”的票房奇迹已
为中国电影行业树立了新的标杆。

首先，从动画制作水准到宣发链条
的成熟度，包括仍在推进中的各类IP
周边开发，《哪吒之魔童闹海》都从某种
程度上标注了中国电影文化产业上的
巨大提升与进步。技术革新与文化自
觉，商业逻辑与艺术追求，该片为中国
电影完成了一次精彩且精准的平衡展
示。

其次，《哪吒之魔童闹海》的票房

神话再一次充分呈现出中国观众对于
此间大银幕所抱有的强烈期待，对于
中国好故事的无比认同。这对于中国
整个电影产业的提振效力不言而喻。

此外，随着《哪吒之魔童闹海》在
海外陆续登上大银幕，这一携带“神
话”光环的文化产品无疑将中国传统
与现代的文化符号以极具存在感的方
式再次呈现于全球视野，形成一次有
益的“破壁”实践。而就在此刻，关于

“急急如律令”该如何翻译，《哪吒之魔
童闹海》各国际版海报有何不同等话
题的相关讨论已甚嚣尘上。对于文化
传播而言，此种关注本身或已经具备
了不可小觑的现实意义。

在众多现实注脚的支撑下，中国
电影的“百亿神话”今日成真，这既是
中国国产动画与中国电影的里程碑，
无疑更是对未来创作的更高挑战。对
大银幕而言，用真诚的创作传承过往
回应时代，以开放的心态拥抱多元，或
许才是相关作品穿越热度周期、走向
经典的真正秘籍。毕竟，人们需要的
不仅是票房神话，更是属于这个时代
的中国的宝贵文化记忆。

综合新华社、中新社

“百亿神话”的现实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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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影院内摆放的《哪吒之魔童闹海》海报（2月13日
摄）。 新华社记者鞠焕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