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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视域下江西傩面具在 动画电影中的探索与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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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江西傩面具在动画电影中的探索与应用。江西傩面具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

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通过分析江西傩面具的文化内涵、艺术特征及其在动画电影中的潜在应用价值，本文

提出了将传统傩面具元素与现代动画技术相结合的创新思路，以及在保护和传承非遗文化的同时，为动画电影创作提供新的灵感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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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文化多样性和传统文化的保护逐渐受

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明的瑰宝，

承载着世代相传的智慧与情感，其保护与传承显得尤为重要。江

西傩面具，这一深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艺术形式，便是其中备

受瞩目的代表。

江西傩面具不仅仅是一种用于表演的道具，它更是历史的见

证者，文化的传承者。其精湛的制作工艺、别具一格的造型设计，

以及背后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都使得它在中国乃至全球的文

化艺术领域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

发展，许多传统文化面临着被边缘化甚至遗忘的风险，江西傩面

具也不例外。如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为这一非遗文化注入新

的生命力，使其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成为我们不得不思考的

问题。

动画电影，作为一种融合了视觉与听觉、情感与技术的现代

艺术形式，正逐渐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其广泛的受众基础、

强大的传播能力以及丰富的创新手法，使得动画电影在非遗文化

的传承与创新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我们有必要探讨

如何将江西傩面具等非遗元素巧妙地融入动画电影之中，通过这

一新兴媒介，让更多人了解并爱上这些璀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而为它们的传承与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一、江西傩面具的文化内涵与艺术特征

江西傩面具，作为傩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蕴含着深厚的文

化内涵与独特的艺术特质。这种面具不仅仅是戏剧表演的辅助工

具，更是一种文化符号，承载着世代传承的民俗 信仰和审美观念。

（一）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分析

江西傩面具与当地的宗教信仰、民俗活动紧密相连。它反映

了古代人民对于神秘力量的敬畏，对于天地万物的崇拜，以及对

于和谐社会的向往。在傩戏表演中，面具往往代表着神祇、祖先

或某种超自然力量，通过佩戴面具，表演者能够“变身”为这些

神秘角色，与观众共同参与到一种神秘而庄严的仪式中。这种仪

式不仅是对神灵的膜拜，也是对社区凝聚力的强化。它可以使我

们更全面地了解古代人民的生活习俗、审美观念和精神世界，从

而为现代文化艺术的创新与发展提供宝贵的灵感来源。

（二）从艺术特征的角度分析

在艺术特征方面，江西傩面具以其独特的造型、丰富的色彩

和复杂的符号系统而著称。其造型往往夸张而生动，旨在强化角

色的性格特征或神话属性。例如，某些面具会采用狰狞的面容、

突出的獠牙等元素，以表现神祇的威严与力量。这种夸张的造型

手法，不仅增强了视觉冲击力，也使得每个面具都成为了一件独

一无二的艺术品。同时，色彩在傩面具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传

统工艺人运用丰富的色彩来塑造角色的性格和情感。红色通常代

表勇敢和力量，黑色则象征着神秘和威严。这些色彩的选择不仅

基于审美考虑，更与古代人民的信仰和象征意义紧密相连。

此外，江西傩面具还采用了一套复杂的符号系统来传递更深

层次的文化信息。这些符号可能包括神秘的图腾、古老的文字或

特定的图案，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视觉语言。通

过解读这些符号，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古代人民的宇宙观、道

德观以及他们对和谐社会的追求。

在制作工艺上，江西傩面具展现了极高的技艺水平。传统工

艺人运用木材、纸张、颜料等多种材料，通过精湛的雕刻、绘画技艺，

将一块块普通的材料转化为充满生命力的艺术作品。这些面具不

仅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更是对古 代工匠智慧的完美体现。

二、国产动画电影中的面具元素运用

面具作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道具，在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

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隐藏和伪装的工具，更承载着丰富的

文化内涵。在国产动画电影中，面具元素也被广泛应用，为塑造

角色、推动情节以及传达深层文化信息的重要手段，不仅丰富了

角色的形象塑造，还为故事情节增添了神秘感和戏剧性。

（一）面具与角色塑造

在国产动画电影中，面具常被用作塑造角色形象的重要手段。

通过精心设计的面具，动画创作者能够突出角色的性格特点，增

加角色的神秘感和吸引力。例如，在《俑之城》中，角色所佩戴

的面具不仅彰显了他们的个性和身份，还为影片增添了浓厚的神

话色彩。部分面具设计独特，既体现了英勇与神秘，又表现出角

色的内心世界。在动画中，角色通过佩戴面具来隐藏自己的真实

情感或身份，这种隐藏与揭露的过程往往能够引发观众的共鸣，

使他们更加深入地理解角色的内心世界。

（二）面具与情节推动

除了塑造角色外，面具在动画电影的情节推动中也扮演着重

要角色。在许多国产动画电影中，面具的摘戴、交换或丢失等情

节设置往往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关键节点。

以《双面》为例，在动画影片中用傩戏面具，来代指人的“双

面”。讲述了一个少年犯错后的自我挣扎。短片中将善、恶、摇

摆三种立场拟人化，通过层层梦境来讲述自我的挣扎。这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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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具来传递情感和推动情节的手法，使得影片在叙事上更加引人

入胜。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会不自觉地被面具所引发的情节转折所

吸引，进一步沉浸在影片的故事情节中。

（三）面具作为文化符号的解读

在国产动画电影中，面具不仅是一个简单的道具，更是一个

富有文化内涵的符号。它可能代表着某种特定的文化传统、宗教

信仰或民间传说等。例如，在《姜子牙》这部动画电影中，面具

被赋予了神秘的象征意义。清虚宫的十二金仙佩戴的面具灵感来

源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他们佩戴面具，有被控制，无法拥

有自我的深层含义。在小说《封神演义》里面，十二金仙人是元

始天尊门下的十二个弟子，金仙是道教对神仙层次的一种区分。

通过这种象征性的表达，影片能够更深入地探讨文化、历史

和人性的复杂关系。面具还可以作为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今天，动画电影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传播媒介，

通过运用面具等具有普遍性和象征性的元素，能够更好地促进不

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

三 、江西傩面具在动画电影中的应用价值

（一）丰富动画电影的角色塑造

角色是动画电影的灵魂，而独特且富有吸引力的角色设计往

往能够为影片增添不少亮点。江西傩面具以其别具一格的造型和

生动多变的表情，为动画电影创作者提供了丰富的角色设计灵感。

通过提炼和改造傩面具中的元素，如独特的脸型、夸张的五官以

及富有象征意义的色彩和图案，动画师们可以创造出具有鲜明个

性和强烈视觉冲击力的动画角色。

更重要的是，这些融入傩面具元素的角色不仅具有外在的吸

引力，更能够通过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引发观众的共鸣。例如，在

某些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的动画电影中，借鉴傩面具元素设计

的角色往往能够承载着特定的文化寓意和象征意义，从而增强观

众对影片的文化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不仅能够提升影片的观赏价

值，更有助于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弘扬。

（二）拓展动画电影的叙事空间

叙事空间是动画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傩面具所承载的民俗

故事和神话传说，为动画电影提供了丰富的叙事资源。它决定了

影片的故事框架和情节发展。江西傩面具所承载的民俗故事和神

话传说为动画电影提供了丰富的叙事资源，这些资源不仅可以为

影片提供独特的故事背景和情节线索，更能够拓展影片的叙事空

间，增加观影的趣味性和深度。

通过将傩面具所代表的民俗故事和神话传说融入动画剧情，

创作者可以构建出一个充满奇幻色彩和文化底蕴的虚拟世界。在

这个世界中，观众可以跟随主角一起经历各种惊心动魄的冒险，

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精神内涵。同时，这种融合也使得动

画电影在叙事上更加具有层次感和深度，从而满足观众对于多元

化、高质量影片的需求。

（三）传承与弘扬非遗文化

在当今全球化日益加速的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

传承显得尤为重要。江西傩面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其传

承与弘扬对于维护文化多样性和促进人类文明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将傩面具元素应用于动画电影中，无疑是一种有效的传承与弘扬

方式，它不仅有助于传承和弘扬非遗文化，还能通过电影的广泛

传播，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这一传统文化形式。

通过动画电影这一受众广泛、传播力强的媒介形式，傩面具

的独特魅力和文化内涵得以充分展示。观众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

不仅能够感受到傩面具所带来的视觉震撼和艺术美感，更能够深

入了解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这种深入的了解和认

识有助于激发观众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从而促进非遗文化

的保护与发展。

动画作为一种跨越国界的文化载体，与传统的文字或口头传

播方式相比，动画通过图像、声音和动作的组合，能够更直观地

展现文化的特点，降低文化理解的门槛。无论是东方的水墨画风，

还是西方的卡通风格，动画都能够以其独特的视觉语言，打破语

言和文字的障碍，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都能感受到其所传递的

文化信息和情感。这种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有助于增强中国文化

的国际影响力，推动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与和谐发展。

四、结语

傩面具，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珍贵遗产，通过与现代动画电

影的精妙融合，实现了电影艺术形式的多元拓展，并在潜移默化

中传播了非遗文化的核心精神。这一创新性尝试深刻印证了传统

文化元素在现代语境下的可再生性及其必要性。古老的文化符号

由此被注入新的活力，与现代社会形成了更为紧密的纽带。然而，

在这一探索性应用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与不足。

诸如如何将傩面具的文化要素更为流畅地嵌入动画叙事中，以规

避文化符号的生硬插入；又如何增强观众对于这一非遗元素的文

化共鸣，使其超越单纯的视觉装饰，成为能触动人心的文化符号。

展望未来，随着动画电影技术的不断进步及公众对文化遗产

保护意识的日益提升，江西傩面具等非遗元素有望在更多艺术门

类中获得全新的展现空间。此举不仅有助于拓宽非遗文化的传播

路径，更将推动文化产业向多元化、深层

次发展。我们坚信，通过持续的探索与实践，江西傩面具等

非遗文化将在新时代背景下绽放更为璀璨的光芒，为非遗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注入更为强大的动力。同时，我们也热切期盼更多的

学者、艺术家及社会公众能积极投身于这一宏伟事业中，共同开

创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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