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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在动画影视剧（动画电影，动画电视剧）中的表达策略问题。
研究重点：（1）探求中国动画影视剧文化思想贫乏的根源；（2）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动画艺术融合
的规律和策略；（3）针对当前中国动画影视剧在表达传统文化时呈现出的“贫乏”、“幼稚”、“
空洞”等现象，结合对中外案例的比较研究，分别展开理论剖析并提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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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朝阳，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讲师，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为影
视艺术、动画艺术、文化产业，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专著
有《中国电视剧创作的“共享文化”策略》，译著有《文化研究方法论》，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二十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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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卡西尔通过对人的本质的重新界定，构建了他的庞大的符号学体系，对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
来关于人的本质是理性动物的观念进行了质疑，认为理性必须通过符号作为中介才能得以实现，故人
构造符号的能力才最终决定了人的本质。
在卡西尔的哲学中，符号（又译作象征，即Symbol）是一个含义宽泛的概念，以至于一切在形式上能
为知觉揭示出意义的现象，都可以被称为符号。
符号为人类文化提供了普遍的形式原则，为文化的创造、表达、理解提供了媒介，所以是固定意义的
前提条件，也是人类认识和构造世界的桥梁。
在卡西尔那里，文化实际上就是符号的文化，这为文化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
雅各布森认为：“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显然是以视觉和听觉为基础的。
”实际上，这种千百年来一直能够延续下来的内容是多种文化元素的“多元并存”现象，“所谓历时
的多元并存，在这里指称的是各种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要素，在当前的文化结构中的集合与互动”。
“文化包含的规范体系有：风俗、道德、法律、价值观念、宗教。
文化影响了社会内个人的人格，也通过社会化而代代相传下去。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积累和丰富的非线性过程，一种动态性的传统延续和发展的过程，其变迁的
历程就是在吸纳新的文化特质的同时也抛弃旧的负荷，在更新的过程中也有继承。
由于文化具有传承性的特点，其结构内部必然存在某些一脉相承的联结纽带，即不以时代的变迁、历
史环境的变化和新的文化类型的出现而消失的内在链条。
在表现形式上，这种内在纽带成为一种潜在的、无形的引力，使文化形态在相互的斗争中又走向统一
，进而又加强其本身在这个文化的系统结构中作为一种稳定的存在的合理性。
历时性的多元并存，说明那些传统文化的要素在当前的文化结构中不仅存在，而且是分散地存在于文
化结构本身之中，也正是由于这种带有历史传承性的文化要素在单个的文化类型中散落为“点”，才
有了作为“线”的内在纽带，以无形的“虚线”的方式将多元文化类型连结成某种结构，尽管这种结
构的形状会因为各个时代共时性的原因而常常处于变化之中，但它作为整体结构的存在方式却具有相
当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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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动画的民族性研究:基于传统文化表达的视角》动画师雀跃在视听世界的精灵，动画师穿越了奢
华梦境的天使，动画是折射着世间百态的镜子。
当前，中国动画面临的最大瓶颈在于：不懂得如何开发自身的传统文化。
“如何开发传统文化资源”这个问题内在地包含一系列的子问题，如：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核心竞争
力是什么？
动画如何与传统文化实现对接？
动画的传统文化元素与传统文化内蕴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如何在动画中既表现出文化的“形”，又表现出文化的“神”？
⋯⋯在内容产业时代，创意和原创才是发展文化艺术和获取经济利益的源泉。
然而，创意和原创背后的动力绝不是技术，而是文化和艺术本身。
因此，我们需要思考，需要以创新的姿态去实践，更需要以刀锋的气质去摧枯拉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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