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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主要研究动画创作中对福建本土文化挖掘与创新，通过对深层次福建本土文化的挖掘，

分析了动画创作挖掘福建本土文化的必要性，以及把握动画创作上对福建本土文化的创新，解决

动画创作上对福建本土文化创新途径，创造出社会和市场所认可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动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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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西方动画市场不断

扩张并迅速进入中国国内市场。在国际上，整个动

画产业迅速发展，而中国的动画则处于暂缓的发展

趋势，特别中国风动画的发展更是陷入低谷。 

中国动画艺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作为中国动

画产业的新兴研究基地，我们更应该充分挖掘福建

本土文化。“福建省地处东南沿海，与台湾隔海相望，

本土文化特色中既包含着内陆文明统一性的，又兼

具有海洋文明的开放性传统文化呈现出强烈的地域

特点，所以我们应注意到在动漫产业拓展与创新上

对地域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重要性。”例如，开

漳文化、朱子文化、闽南文化、妈祖文化、海丝文

化、船政文化、客家文化、三坊七巷文化等等，这

些都是动画创作学习借鉴的宝贵资源。如果我们能

够善于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再创新到动画中去，今后

我们的动画必然能在国际占有一席之地。 

一、挖掘福建本土文化对动画创作的必要性 

福建文化引人入胜，因有闽越文化为根基，融

合了中原文化又兼具山林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特点，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自身强大的独特文

化。如以三坊七巷和船政文化为主的闽中；侨文化、

海洋文化和台海文化鲜明的闽南；客家文化、妈祖

文化和土楼文化显著的闽西；海洋文化、山地文化

特征突出的闽东等，而所有这些地域文化均体现出

一体多元的显著文化特征。 

然而，挖掘和创新这些丰富的本土文化资源对

当代动画创作是非常必要的。比如福建的客家文化

土楼，其造型美观，形式多样，设计科学实用，深

受大众学者的重视与喜爱。动画电影《大海海棠》

里面的动画场景都源自福建客家土楼，而且充满了

浓郁的福建本土文化元素。影片中的场景设计围绕

着福建客家土楼建筑，整个场景设计结合现代虚拟

设计与当地土楼元素巧妙构建，使影片的场景风格

形成独特的福建本土风景，也很好地展现客家文化

的建筑艺术造型。整部动画片创意新颖，它是近年

来中国动画又一次创新与进步，是国内动画创造者

利用福建本土文化元素为基础进行动画设计制作取

得的比较成功作品之一。也推动了中国整个动画市

场的发展。 

这是福建本土文化巧妙融入在动画设计的一次

全新探索，福建文化丰富多样，而客家文化是福建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动画场景设计创新是新

技术和新内容的结合展现，这点给我们国内动画创

作者一个新启发，如果我们抛开本土文化，一味追

求西方文化，或者一味模仿他国文化观念，中国动

画将毫无生存之处。福建本土文化是具有独特魅力

的瑰宝，我们要开拓中国国内的动画市场，就一定

要挖掘福建本土文化资源，再结合先进数字技术加

以创新研究，唯有这样才能创作出群众喜闻乐见的

动画作品。 

二、把握动画创作上对福建本土文化的创新 

近年来，福建部分动画片在本民族题材上的创

作做的很到位，融入闽南文化、客家文化、武夷文

化、三坊七巷文化、红色文化等，为福建动画事业

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国内外领域既独树一识，又赢

得很高国际声誉。如《三七小福星》以神话人物串

演现代生活话题，来自有福之州，情系三坊七巷，

是一部诙谐幽默风格独特的喜剧动画。整部动画片

巧妙的融入本土文化元素，与现代元素的结合，添

加魔幻色彩，富含动画形态的特色和品味，既增加

了内涵，又使画面和清洁更有趣味性和娱乐性。《评

话甘国宝》动画片根据民间传统说书节目改编的，

通过本土民间故事进行巧妙改编成一部优秀历史题

材动画片，整个动画制作技术精准无误，画面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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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独特，是一部具有福建本土文化特色的动画片。 

《武夷传奇》是一部源自福建武夷传统文化的

动画，武夷山具有传奇色彩的种种历史传说，在动

画片的运用也取得很好的效果，使人感动新奇的同

时，又充满福建文化韵味。以上动画作品很好的体

现出福建本土文化的精髓之处，从动画题材、动画

风格都能反映出福建本土文化在动画设计中运用和

创新具有力民族符号。 

但是，也有动画片走的路线有所偏执，一味盲

目模仿，归根到底是在动画创作中缺少创造力和文

化底蕴， 动画剧本老套不新颖，画面风格单一不创

新，有的动画作品甚至略有抄袭模仿的痕迹。这样

的作品容易失去市场的竞争力。 

其实，我们在动画形象创作上，可利用的民间

艺术造型还是很多的，如果能结合在动画创作中必

然会引起大家喜爱。但在结合过程中，如果我们不

进行再次创作，直接滥用，或者依赖其他国家的动

画形象，这样就会失去动画创作的意义，同时也会

阻断福建动画自己生存的空间，我们应该在创作上把

握本土文化元素在动画创作运用寻找有价值的创新。 

三、解决动画创作上对福建本土文化创新的途径 

（一）要深入了解福建本土文化，提高动画创作者

的艺术修养 

福建是极为丰富的本土文化资源，也是中国的

文化大省之一，具有着显著地区域文化差异性。创

作者只有深入了解本土文化内涵，才能创造出具有

意味、有品位的民族化的作品。 

1.使创作者充分汲取福建本土文化之营养，创

作出蕴含福建本土文化特色的作品，并由此学会一

种传统文化与动画设计结合的方法，打开创作思路，

从而在未来的挑战中脱颖而出。 

2.通过了解学习福建本土文化，对福建本土文

化在动画中运用，并以主动积极的态度在利用和创

新中使本土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发扬。 

3.使创作者运用本土文化进行制作的过程中，

倾注更多情感与个性，结合本身艺术修养，感受回

归本土创作具有民族韵味的福建动画。 

（二）将福建本土文化的知识融入高校动画专业课

程中 

1.充分利用本土化资源，改变传统讲授单一模式 

福建是具有历史文化的旅游大省，走进古老的

村庄，有文化积淀深厚的民间艺术。教师要充分利

用自然文化艺术，把这些本土文化带入课堂，对学

生介绍民间艺术以及当地的民俗文化及各种建筑装

饰图案。学生也可以走出画室或教室到民间去写生

或考察。通过这样的学习改变传统讲授单一模式，

促进学生对本土文化的加深理解。这样不仅使学生

在今后的设计创作上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教师

在这样的教学中也不断建立完善自己的学术研究资

料库，为今后的教学与创作做更好的准备。 

2.将福建本土文化资源融入动漫教学计划体系 

在动漫教学大纲计划中，可开设“福建民间美

术”或“福建传统文化”的选修课，通过开选修课

加强学生对福建本土文化的认识与了解，并对这些

课程的知识加以实践运用。可以结合一些基础课程

作业的训练。如动漫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

成等基础课，在这些基础课可以引导学生将福建民

间的美术元素运用其中，并强调本土文化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在动画创作实践环节，同样可以带领学

生去参观了解传统工艺材料与制作 。比如，木偶、

泥塑、剪纸、石雕等。在指导学生创作时可以引导

学生适当结合某种本土文化美术形式，创造出代表

福建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动画新形象。 

（三）合理借鉴福建本土文化，提升动画创作理念 

动画创作者对本土资源要善于挖掘，通过挖掘

对民间的题材、风俗、工艺、文学等，再进行系统

的整理、汲取、提炼元素，最后利用自己的思维创

出自己的动画题材。福建本土文化是一种优秀文化，

其可以为动画创作理念所借鉴，在动画创作中，可

以从福建本土文化中借鉴的元素很多，比如，地方

戏曲、民间神话故事、民间习俗、生活题材、典故

等等。这些极为宝贵显著的民间故事是创作者必须

学习借鉴的资源。福州的寿山石、闽南的石雕、德

化的古瓷、泉州的南音等发展传承人的故事，也是

我们取之不尽的良好学习资源，在动画创作可以好

好借鉴。创作者可以通过不同的创作手段如以年画、

剪纸、花灯、皮影、剪纸等，将这些与动画技术结

合，在动画声音也可运用一些福建传统音乐和语言，

如南音、闽剧、闽南语等。通过这些传统的元素与

动画巧妙创造一定会让观众赞同和喜爱的。 

（四）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设计思维，提高动画创

作效率 

西方先进的动画创作观念和技术都值得我们学

习。一方面他们的作品影响全球动漫市场，另一方

面是他们的动画设计思维视觉开阔。通过经典作品

可以看出他们的动画创作思维主要从民族性和时代

性的结合。不管动画题材还是动画风格、动画角色、

音乐等等，都是不离开各个民族文化精髓元素。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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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髓元素提炼到动画中去，做到民族性与现代性巧

妙 融合。如迪斯尼的《花木兰》是最早引入中国民

族文化元素的动画，它用西方的动画设计思维将这

些中国元素奇观化，在动画市场逐渐变成全世界动

画创作者学习大餐。还有好莱坞的《功夫熊猫》，影

片中除了中国功夫元素，还有独特的中国建筑，整

部动画片把中国元素运用的淋漓尽致，给观众带来

了一场中国元素视觉盛宴。然而，西方的动画创作

题材不仅从中国民间文化故事得到借鉴，在其他动

画人物形象方面也大量借鉴了中国画人物写意方

式，同样用寥寥几笔就将动画形象的性格表现得面

面俱到。西方的动画创作思维可以让我们学习与借

鉴一下，而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学习精神。 

四、结论 

动画创作需要多元化支持，也离不开本土文化

的挖掘与创新。福建本土文化是动画创作的资源宝

库，因此，在动画创作中挖掘福建的本土文化，经

过不断提炼融合创新，以合适的设计思维转换成动

画艺术视觉，最终打造出具有本土文化色彩的动画

片，进而达到文化内涵与经济发展的通融。只有这

样中国的动画市场才能迅速发展，福建的文化才能

得到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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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xcavation and innovation of Fujian local culture in 

animation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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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cavation and innovation of Fujian local culture in animation creation is mainly discussed through 

the deep excavation of Fujian local culture in this article, and the necessity of excavating Fujian local culture in 

animation creation is analyzed in order to grasp the innovation to Fujian local culture ,explore the innovative way 

of Fujian local culture in animation creation , make the animation works recognized by the society and market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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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ase teaching and traditional teaching in many aspects are 

discussed in depth, then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the effective method of establishing case and case base are 

provided, the case teaching is carried out in the course of full-time Master's degree through the design of teaching 

process, and the obvious teaching effect has been obtained. So, the case teaching is a very effective teach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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