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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创动画片中反面角色的创新与突破

———以《喜羊羊与灰太狼》和《熊出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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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原创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和《熊出没》，以健康向上的主题和充满童趣的情
节深得小朋友们的喜爱。这两部动漫作品在反面角色的设计上勇于突破传统，改变了传统中国动
画片反面角色设计上的政治化、妖魔化、暴力化模式，使灰太狼和光头强的形象更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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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

的原创系列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在中国近 50
家电视台热播，最高收视率达 17． 3%，大大超过了

同时段播出的境外动画片。同样取得成功的还有

2012 年深圳华强动画精心打造的全三维动作喜剧

动画片《熊出没》，该片不仅在国内取得了较高的收

视率，而且还获得了诸多国内外大奖，目前已经出口

至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喜羊羊与灰太狼》和

《熊出没》取得的成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原创动漫

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美国、日本等动漫大国强势压

力下的希望和出路，因此对这两部原创动漫的成功

经验的分析和借鉴就显得尤为重要。
《喜羊羊与灰太狼》和《熊出没》这两部动画片

不仅有着健康向上的主题和充满童趣的情节，而且

在反面角色的设计上更是勇于突破传统，改变了传

统中国动画片反面角色设计上的政治化、妖魔化、暴
力化模式，使其反面角色———灰太狼和光头强走出

概念化、抽象化误区，其真实、生动、充满喜感的形象

更深入人心。本文试对这两部作品反面角色设计的

创新与突破展开分析。
一、中国动画片反面形象类型及演变

从神话传说开始，人类就热衷于塑造各种虚拟

的正面和反面形象，以此传达惩恶扬善、褒美贬丑的

价值观。由于少年儿童的心智发育和社会认知都处

于初级阶段，以少年儿童为收视主体的动画片主题

往往比较单纯，塑造的角色往往呈现出美与丑、善与

恶、智慧与愚蠢、幽默与呆板的两极对照。因此，中

外优秀动画片不仅创造了许多让人喜爱的正面角

色，而且也产生了大量经典的反面形象。如美国系

列动画短片《猫和老鼠》( Tom and Jerry) 中的汤姆

猫，可怜的汤姆绞尽脑汁想要捉住老鼠杰瑞，但聪明

的杰瑞不仅能巧妙地摆脱，而且还反过来将汤姆捉

弄一番。动画片每集结尾时汤姆被自己设下的机关

所害而发出的痛苦嗷叫声总能将小朋友们逗得哈哈

大笑，汤姆猫的愚笨狼狈衬托了老鼠杰瑞的机智灵

活。日本第一部国产 TV 版动画片《铁臂阿童木》
( Astro Boy，黑白版) 成功塑造了阿童木这一正直、
勇敢、善良的机器人形象，作品中同时存在的还有另

外一个与阿童木外形相似、亦正亦邪容易受人摆布、
摇摆不定的反面形象———机器人阿拉托斯，它的存

在使阿童木正义、果敢、坚定的性格得到了强烈的

烘托。
动画片中的反面角色不仅衬托了正面形象的聪

明可爱和正直善良，而且它们也承担着重要的叙事

功能，它们不断地在正面人物的行动过程中设置难

关、埋伏危险、提出挑战，是推动动画故事情节发展

的重要内在驱动力。因此，反面形象设计是动画片

创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价值和意义绝不亚于正面

形象。
由于特殊的国情和民族文化传统，中国动画艺

术从诞生初始就不仅仅是为了娱乐儿童，它同时还

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其塑造的反面角色形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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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类型和特点与欧美动画中

的反面角色有很大差异。中国动画片事业的开创者

万籁鸣先生曾经感叹:“动画片一在中国出现，题材

上就与西方的分道扬镳了。在苦难的中国，我们没

时间开玩笑。要让同胞觉醒起来，我们拍摄了反映

受压榨的劳苦人民的生活和激发中国人民抵御日本

侵略的 20 余部短片，因而形成中国美术片与外国动

画迥然不同的特色，我们为了明确的教化作用而强

调鲜明的创意，在某种程度上忽略应有的含蓄、幽默

与娱乐性。这是优势，但客观上对我们后来的发展

形成一定局限。”［1］21

概括起来，传统中国动画片中的反面角色主要

分为两类型。
1．阶级敌人
在中国动画片中出现最早的反面角色是国民党

最高首领蒋介石，20 世纪 40 年代，民众抗日情绪日

渐高涨，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内战的行径日益引发

人民的不满，动画人也积极加入抗战工作中，创作了

许多讽刺、幽默类的动画片，如《血钱》《同胞速醒》
《铁扇公主》等。此外具有典型意义的《皇帝梦》和

《瓮中捉鳖》是讽刺蒋介石及其将领们，尤其是《瓮

中捉鳖》，在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把蒋介石围

困在城中，城堡变成一只瓮头，蒋介石变成鳖，解放

军一脚踩烂瓮头，活捉了变成鳖的蒋介石。这部不

超过 10 分钟的动画短片受到了解放区观众的热烈

欢迎，看到蒋介石被人民解放军活捉，勒长脖子时，

观众笑得前仰后合，鼓掌不息。这两部动画片开创

了中国 动 画 片 在 反 面 角 色 塑 造 上 的 一 个 主 要 类

型———阶级敌人。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对阶级敌人、

破坏分子的扩大化想象使得国家领导人对阶级斗争

形式产生了错误的判断。1963 年 5 月，毛泽东在一

份材料 上 的 批 语 显 示 了 他 在 阶 级 斗 争 方 面 的 忧

虑［2］。他认为如果不抓紧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

和科学实验这三项伟大革命运动，地、富、反、坏、牛
鬼蛇神就会一起跑出来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我们的

干部，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

国性的反革命复辟，党就会变修，整个中国就要改变

颜色［3］293。政治上对阶级敌人的扩大化判断直接影

响了这一时期国产动画片的创作，地、富、反、坏、牛
鬼蛇神等阶级敌人以反面角色的形象大量出现在动

画片中，美蒋特务、地主恶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中

国动画片中主要的反面角色。
如万古蟾在 1965 年导演的以“捉拿美蒋特务”

为题材的剪纸片《红领巾》受到文化部门的认可，同

样的故事在 1973 年再度重拍，片子里的美蒋特务在

东海再一次被捕，受到人民的惩罚。1974 年上海美

影厂的木偶片《带响的弓箭》，讲述了抓获代号为

“北极熊”的苏联特务的故事。其他如木偶片《神笔

马良》中贪婪的县官、剪纸动画片《济公斗蟋蟀》中

凶恶残暴的宰相儿子罗公子、剪纸动画片《渔童》里

颠倒黑白企图霸占宝盆的洋教士等都属于阶级敌人

这一类型。
这类以阶级敌人为标准塑造的反面角色，代表

一切与人民为敌的反对派和敌对势力，他们的共同

特点是凶恶、残暴、贪婪，最终他们都被劳动人民用

智慧和勇敢战胜，动画片《东郭先生》更是借老农教

育东郭先生的话明确传达了当时动画片的教育目

的———对待阶级敌人决不能手软! 这些动画片虽然

契合了时代的需要，但对儿童的人格培养和心理成

长带来负面影响。
2．妖魔野兽
1922 年，年仅 21 岁的华特·迪士尼( Walt Dis-

ney) 在堪萨斯市一间破烂不堪的车库里创作出动画

经典形象———米老鼠( Mickey Mouse) ，自此之后以

动物为造型塑造角色就成了中外动画片创作的一个

传统。中国传统动画片中也有大量的动物角色，不

同于欧美动画片中对动物形象的拟人化、卡通化处

理，中国传统动画片中的动物形象也带有鲜明的政

治隐喻色彩，以妖精野兽这些“害虫”来隐喻政治上

的阶级敌人和破坏分子，如蛇精、蝎子精、狐狸精和

金钱豹、大灰狼、老鼠等，它们统统都是坏人，最后必

然得到惩罚。如木偶片《雕龙记》里修炼成精的妖

龙母珠龙、动画长篇《金猴降妖》中的白骨精、《天书

奇谈》中的狐狸精、《葫芦兄弟》中的蛇精和蝎子精、
多集动画片《黑猫警长》中的搬 仓 鼠、吃 猫 鼠、野

猪等。
为衬托正面角色本领强大，这些动画片在创作

反面角色上有意将它们妖魔化、暴力化，造型上凸显

其凶恶和狰狞的特点，如《葫芦兄弟》中的蛇精，蛇

类本身就给人冷血、诡异、神秘的感觉，《葫芦兄弟》
中的蛇精有着美女的上身和蛇的下身，一双咕噜噜

乱转的超级大眼睛和尖利的锥子脸，配上棕黑色的

蛇皮外衣，扭动着粗大的蛇尾，造型夸张恐怖，为强

调蛇精的凶狠毒辣，影片中不仅有大量蛇精用妖法

毒害葫芦娃的情节，而且有蛇精将活鸡鸭生吞进肚

的惊悚场景。这种妖魔化、暴力化的处理方法虽然

能起到在影片结尾反面角色被打败时大快人心的效

果，但过分的妖魔化、暴力化显然不利于儿童的心理

健康，甚至会引发儿童的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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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传统中国动画片在反面角色的创作

上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有着鲜明的政治化、妖魔

化、暴力化特点，这虽然有利于衬托出正面角色的正

义、勇敢等优秀品格，但却失去了童真、童趣，甚至会

影响儿童人格和心理的健康成长。而《喜羊羊与灰

太狼》及《熊出没》的出现则打破了这一传统定式。
二、《喜羊羊与灰太狼》及《熊出没》反面角色的

创新与突破

《喜羊羊与灰太狼》和《熊出没》，主题健康向

上，情节充满童趣，不仅塑造的正面形象喜羊羊、美
羊羊、熊大、熊二等深受小朋友们的喜爱，而且反面

角色灰太狼、光头强也颇具喜感，改变了中国动画片

在反面角色设计上妖魔化的传统，让小朋友们对反

面角色不但恨不起来反倒有点爱不释手。
1．去政治化
《喜羊羊与灰太狼》及《熊出没》都把剧中人物

生活的场景设置在了近似世外桃源的大草原、大森

林中，这种以自然环境为主的场景设置也在很大程

度上屏蔽了政治因素的干扰。
从身份设置上来看，这两部动画片中的反面角

色不管是动物( 灰太狼) 还是人( 光头强) ，它们的身

份都只代表自己，没有特别的政治寓意。它们既不

是卖国求荣的反动派，也不是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

美蒋特务; 既不是压榨老百姓的地主恶霸，也不代表

任何敌对的阶级力量。它们只是一种个体化的存

在，因此剧中自然也没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从任务设置上来看，作为反面角色的灰太狼或

光头强身上也没有传统反面角色所承担的邪恶使

命。它们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它们的行为只

代表自身的意愿。灰太狼抓羊是它的本能，是它为

养家糊口必须要做的事情。光头强砍树虽然是需要

批判的，但动画片的创作者们也给他设置了值得同

情的背景———不断催货的李经理，砍树是他必须要

做的工作。当然，不管是灰太狼还是光头强，它们的

任务似乎从来也没有真正地完成过。
2．去妖魔化
既然不代表阶级敌人，也没有你死我活的阶级

斗争，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及《熊出没》就不需

要夸大反面角色的负面形象———神秘、残暴、凶狠、
邪恶，不需要对其进行过度妖魔化处理。
《喜羊羊与灰太狼》及《熊出没》中的灰太狼或

光头强身上没有中国传统动画片中反面角色的神秘

性。它们既不像《葫芦兄弟》中的蛇精那样拥有无

所不能的魔法工具“如意”，也不像《金猴降妖》《天

书奇谭》中的白骨精、狐狸精那样具有变幻多端的

法力，它们像剧中的其他角色一样平凡普通，没有翻

手为云覆手为雨地随意处置对方的“超能”。事实

上很多时候是它们想尽办法来对付对方，最后却搬

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落入自己设置的圈套中。如

《喜羊羊与灰太狼》第 98 集中灰太狼用慢羊羊的奖

杯做诱饵，精心设计了一个电饭锅陷阱来抓小羊，结

果却被暖羊羊用几块石头轻而易举地破解了，喜羊

羊它们不仅拿走了奖杯，而且重新布置了电路陷阱，

最终灰太狼落入电饭锅中，被烧得焦头烂额。同样

的情节在《熊出没》中也多次出现。
去掉神秘性后，《喜羊羊与灰太狼》及《熊出没》

中的反面角色———灰太狼、光头强———呈现出可恶

并不可怕、狡猾但又愚蠢等更为丰富的个性色彩。
3．去暴力化
《喜羊羊与灰太狼》及《熊出没》对反面角色的

去政治化、去妖魔化处理极大地消减了它们身上的

暴力色彩，当神秘、邪恶、凶狠这些笼罩在中国传统

动画片中反面角色身上的浓云迷雾消退之后，《喜

羊羊与灰太狼》及《熊出没》呈现给观众的就是两个

平凡普通有时候甚至还有点可怜的反面角色———灰

太狼、光头强。对于小朋友来讲，它们不再是不可战

胜的，虽然它们会持续不断地带来各种危险和麻烦，

但靠我们的智慧和勇敢是完全可以战胜的，而且还

常常能将它们惩罚一番。这就极大地消减了这两部

动画片的暴力色彩，正面角色和反面角色间的争斗

从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险象环生的降妖除魔变成

了你来我往的游戏，就像《喜羊羊与灰太狼》片头曲

歌词所写的那样:“就算有狼群把我追捕，也当作游

戏一场。”
值得注意的是，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和

《熊出没》在反面角色造型和行为结果上去暴力化

的同时，却忽略了影片中暴力化的情节片段，如多次

出现的灰太狼将小羊捆起来用火烧、放进大锅里煮，

光头强用高压电线将熊大、熊二的家围起来、用电锯

追赶它们、开枪射击它们，此类充满暴力内容的片段

高频率地出现在影片中有可能引发儿童的模仿，对

他们的身心健康都带来较大的危害。情节的去暴力

化是动画片创作过程中必须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一

个环节。
4．增添真实性
传统动画片为了将反面角色塑造成可恨可怕的

对象，除了要强调反面角色的凶残邪恶外，还往往将

它们塑造成冷酷无情的人( 或动物) ，它们在剧中要

么没有家人，即便有也只是狼狈为奸的关系，基本不

会描写它们之间作为家人的感情。但《喜羊羊与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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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狼》却对灰太狼的家庭描述非常详细，它们的居

所———狼堡，相对于碧草青青的羊村来讲，狼堡的外

形虽然阴森破败，但这里却居住着灰太狼、红太狼和

小灰灰一家人，灰太狼回到家的第一句话常常是

“老婆，我回来了”，虽然紧接着可能就是红太狼的

平底锅当头一下打过来，但其情节的生活化却不乏

温馨之处。尤其是灰太狼为了老婆孩子可以不顾一

切牺牲自己的精神更是感动了很多人，“要嫁就嫁

灰太狼”这样流行歌曲的出现更证明了这一点。动

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对反面角色灰太狼家庭生

活和家人之间感情的细腻描写增加了反面角色的真

实性，不再是概念化、抽象化的人物。小灰灰这个天

真可爱的小狼的加入更进一步凸显了灰太狼的父亲

形象，使灰太狼这个角色更加人性化、生活化，也更

具真实感。
《熊出没》中光头强这一角色以现实生活中真

实的人物———东北籍歌手雪村为原型，从而使光头

强这一角色从造型到语言上都带有浓厚的东北气

息，光头强头上戴的兽毛皮帽子，居住的小木屋和屋

里的火炕等细节带有浓郁的东北风情，也更贴切剧

中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景———东北大森林。除此之

外，剧中还有很多与儿童日常生活联系密切的物品，

如投币式自动售卖机、电视机、爆米花、可乐等，这些

极具生活气息的道具不仅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

工具，而且它们的出现也使得光头强的形象更真实

立体，更容易被小朋友们接受和理解。
注重对生活细节的描写使动画片《喜羊羊与灰

太狼》及《熊出没》的反面角色从抽象化、概念化的

阶级敌人、妖魔鬼怪变为真实生动、立体感强的普通

人物，同时也给这两部动画片带来了轻松愉快的生

活气息。
5．增强喜剧性
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大众文化蓬勃兴起的时

代，大众文化的消费已成为中国普通百姓最重要的

精神生活需求。所谓大众文化是指在工业化技术和

消费社会语境下，通过大众传媒广泛传播适应社会

大众文化趣味的文化范式和类型［4］。追求快乐成

为当代大众文化与娱乐工业的一种共谋，《喜羊羊

与灰太狼》和《熊出没》在反面角色塑造上对其喜剧

效果的重视无疑暗合了“快乐经济”的时代要求。
《喜羊羊与灰太狼》和《熊出没》这两部动画片的反

面形象深入人心的另一原因是灰太狼、光头强身上

强烈的喜剧效果。
首先，从形象设计上来讲，灰太狼和光头强的形

象与中国动画传统反面角色相比更卡通化、儿童化

和喜剧化。中国传统动画片中的动物角色在造型处

理上往往以写实为主，更接近自然界中动物的形象，

如《大闹天宫》中孙悟空的造型虽然是模仿中国戏

曲中孙悟空的经典造型，但仍然更接近自然界中猴

子的形象，《葫芦兄弟》中的蛇精又粗又长的蛇尾更

像是一条真蛇。而《喜羊羊与灰太狼》中的灰太狼

造型却突破了这一点，它是对自然界中狼的形象的

高度抽象概括，创作者没有强调它作为狼特有的尖

利牙齿和爪子，而是赋予它一个圆圆的，比身体大好

几倍的头，还有圆圆的肚子、短短的胳膊和腿，而这

些都是婴儿所特有的典型特征，这种卡通化、生活化

的处理更符合动画创作规律，使角色造型更为单纯

化、趣味化，有效地消解了小朋友们对狼的恐惧本

能，增添动画片的童趣。而创作者给灰太狼头上戴

的那顶缝着补丁的小破帽和脖子上系的三角小围巾

使它的形象更滑稽幽默，与它在剧中接二连三的倒

霉经历巧妙呼应，让人忍俊不禁，增加了灰太狼形象

上的喜感。《熊出没》中光头强的整体形象具有典

型的小丑特征———夸张、滑稽、不协调。动画片的创

作者在歌手雪村原本就奇特的相貌基础上进行夸张

处理，光光的大脑袋、红红的大鼻子，两撇小胡子，再

配上一个歪瓜茄子脸，喜剧的效果强烈。
其次，从行为模式上来看，《喜羊羊与灰太狼》

和《熊出没》与美国动画片《猫和老鼠》一样，正面角

色和反面角色处于一种你抓我逃的反复循环模式，

反面角色总是处于一种屡战屡败而又屡败屡战的循

环中，观众在它们制造的各种闹剧中获得开心一笑。
《喜羊羊与灰太狼》中灰太狼总是千方百计要抓羊，

却每次都是到手的羊又“飞”了，还要被喜羊羊它们

捉弄一番，每一集的故事总是在灰太狼“我还会回

来的”这句经典台词中结束。《熊出没》中的光头强

也是如此，他每一次砍树的行动都会被熊大、熊二破

坏，他报复熊大、熊二的阴谋诡计也每次都变成了作

茧自缚的闹剧，他气急败坏地大喊“可恶的臭狗熊”
时的样子成为剧中屡试不爽的笑点。两剧中反面角

色的这种不断重复的行为对成人来讲可能过于简

单，但心智发育和社会认知都处于初级阶段的少年

儿童却能在这种重复的闹剧中体会到快乐。
三、《喜羊羊与灰太狼》和《熊出没》的启示

《喜羊羊与灰太狼》和《熊出没》这两部动画片

中，灰太狼和光头强不仅从传统的阶级敌人或妖魔

鬼怪变成了普通平凡的人( 或动物) ，而且它们与正

面角色的关系也与传统动画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们

并非永远那么可恨，有时它们也会与正面角色结为

朋友对付共同的更为强大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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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羊羊与灰太狼》和《熊出没》这两部动画片

在反面角色塑造上的突破和创新给我们带来了重要

的启示。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反面角色的理解

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当代的少年儿童来

讲，阶级敌人或妖魔鬼怪都离他们的生活过于遥远，

敌人或对手跟我们一样有家人朋友，有七情六欲。
我们并非无坚不摧，对手也有脆弱的时候，对待对手

也并非一定要将其彻底打倒，杀之而后快，对手有时

也会转为朋友。不管是对待朋友还是敌人，最重要

的是要永远保持一颗健康、快乐的心灵。
电影 的 力 量 在 于 动 人，卡 通 的 力 量 在 于 童

真［5］。我们的动画创作者们在设计反面角色时必

须要摒弃中国传统动画片中反面角色过于政治化、
妖魔化、暴力化的弊端，去除反面角色塑造时教条

化、概念化的创作传统。真正从促进儿童心理健康

发展需要入手，紧密结合时代特点，设计出时代感

强、个性化十足，更为卡通化、人性化、生活化的反面

角色，使儿童在动画世界中获得一个纯真、快乐的童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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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古老传统具有弥补现代发展缺憾之能量的一种

隐喻。此外，夜色中胡同内觅食的黄鼠狼更以一种

极具自然气息的状态彰显着现代社会中国人仍保有

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古老信仰; 而机械轰鸣的现代

建筑工地与公园内悠然练习太极拳、太极剑的老人

又不断交叉剪辑。这一幕幕现代繁华与古老信仰与

习俗和谐共存的奇景都彰显着中国最古老的精神在

现代社会的延续与传承。
纵观中国传统文化的三种现代演变，不论哪一

种，它们都是中国文化动态发展形象的构成部分。
时代和环境在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心态也在变，

蕴含其中的中国文化既有传承，又有更新，它呈现出

的是一个动态发展着的大国文化形象，这是一个完

整的文化中国，也是一个真实的文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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