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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色彩观在早期国产动画中的表现

郑晓东，史敏丽
南通理工学院，南通 226001

摘要：旨在探索中国传统色彩观的传承意义，以及中国传统色彩观对国产动画中色彩设计的指导意义，指出中国传统色彩观传

承与再设计的必然性和对国产动画的基础性作用。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阐述了色彩在动画创作中的重要性以及中

国传统色彩观的文化内涵与意义，梳理概括了“五行”与“五色”的发展脉络与象征意义，并以几部最具有代表性的早期国产动

画为例，以角色设计及场景设计中的色彩设计为重点，分析了早期国产动画中中国传统色彩观的设计与表现，总结出传统色彩

观在中国早期动画中的表现特征。中国早期国产动画对于传统色彩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以意立象”上，以意为本，以象为表，注

重文化的内置与外化，从而在内涵与表象上独具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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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动画曾经在世界动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

笔，而早期中国动画在传统色彩的吸取和利用上取得

的巨大成功足以展现出中国传统色彩观的重要价值。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为动画带来了广泛、新奇的

观念和素材，西方详尽的色彩理论也为新一代的美术

家和动画创作者提供了“世界性用色”的理论指导。但

是色彩观本身是主观的、情绪的，西方的色彩观是根据

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总结得出的，因此，想要创作出

具有中国特色的动画，必须从本民族的文化出发，探索

出以中国传统色彩观为依据的色彩理论，结合时代发

展潮流，深挖时代精神，才能总结出真正属于自己的色

彩体系。

1 动画色彩概述

1.1 动画中的色彩设计

色彩作为动画的重要设计要素之一，主要表现于

动画的角色设计与场景设计中。色彩在表现上更加直

观、生动，能使观众直观地感受到动画的主旋律，刻画

动画中角色的性格，烘托出动画场景的氛围，使动画画

面更加丰富多彩。动画电影的高度假定性、非客观真

实性从本质上要求对色彩的运用更加自由，即使是

写实风格的动画电影作品中都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

色彩[1]。

在动画角色形象的塑造中，色彩不仅仅是为了丰

富视觉效果，色彩的情感特征能通过视觉刺激唤起观

赏者的情感体验，这种情感体验直接影响到观赏者对

角色形象的认知。设计师可以运用色彩的情感特征，

强调角色性格，暗示观赏者对角色形成特定的态度，以

便观赏者更快、更准确地感知设计师想要塑造的整体

角色形象。

动画中的场景是事件和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是

角色表演的舞台，场景需要根据故事情节和主体角色

的需要进行设计，通过强化和烘托等艺术手法，实现所

需要的美好、快乐、忧伤、希望、恐惧等情境氛围的渲染

和情绪的传达。因为在动画的情节发展过程中，内容

是不断变化的，场景是不断变迁的，所以整个动画片的

色彩始终随着时间的流动和情节的变化而处于运动变

化之中。因此，动画的色彩是不断运动着的动态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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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需要配合剧情进行设定，以起到配合或推进情节发

展的作用。

1.2 传统色彩观于中国动画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多数中国动画把发展“中国传统元素”当

作帮助中国动画走出困境的重要手段，这个方法未尝

不是国产动画走出窘境的一个可行的办法，但是几千

年里那么多的文化和艺术中有精华自然也有糟粕，甚

至许多人会质疑传统元素在当代环境下是否有生存空

间。因此，如何将传统元素应用到现代味十足的动画

中也成为一个难题。国产动画的困境不仅是对自身的

创新与发展，还要面对美日动画已经全面占领中国乃

至世界市场的现状。在极大程度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

今天，中国传统的色彩观也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而在

人们思想中逐渐模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

人对传统色彩的意向感受早已淡化。现在的中国动画

在用色甚至造型上都极力模仿西方动画和日本动画，

难以有自己的风格，面对这样的情况，照搬传统色彩显

然是不行的。

色彩对于动画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一部动画想

要吸引观众、赢得市场，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灵动的

动画角色无疑是必须的，而丰富且切合情节需要的色

彩会成为直接吸引观众的第一要素。通过研究中国

20世纪 60年代优秀动画，向中国早期动画取经，研究

分析早期动画的色彩表现，寻找符合现代年轻人色彩

审美，同时融入中国传统审美观的色彩设计，这对于动

画色彩的创新设计具有重大意义。

2 中国传统色彩观

色彩文化是民族文化中最突出醒目的部分。研究

中国传统色彩观，就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化着手。中国

传统色彩并不是简单地指颜色这一单一的概念，而传

统色彩观则是中国人在受历史、文化、自然等影响下形

成的一种对色彩的固有心理认知。在中国文化史上，

任何一个流派的学说，任何一个政权，任何一种宗教，

无不假色彩以明道示礼，于是，色彩便成了一种“文化

的符号”[2]。

颜色作为一种只具有物理属性的形象，本不具有

特定的意义，但是中国古代人民将颜色与自然因素和

文化关联起来，逐渐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思维模式。中

国色彩观的生成和演化是一个自然生长至目的性建构

的过程。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国色彩的文化象征

在儒、道、释思想的影响和推动下逐渐形成，于夏、商、

周时期产生并建立了中国传统色彩的基础——五色体

系（赤、黄、青、黑、白）。中国传统的五色观纳入于“阴

阳”、“五行”的哲学思想范畴，即黑色、白色、青色、赤

色、黄色合称“五色”。一般排列顺序为“青赤黄白

黑”。古代官方严格地把五色体系分为正色和间色，正

色为青、赤、黄、白、黑，间色为绿、红、流黄、碧、紫。把

色彩和时节、节令的“春、夏、中夏、秋、冬”等五行样式

相关联，将它们之间看成相互循环和转化的整体，各种

颜色之间有区分、有融合，相生相克，相存相依[3]。阴

阳五行观下的“五行论”是构成中国传统五色学说的重

要思想基础，中国古代五行论认为世界由火、土、金、

木、水这五种原初物质组成。《尚书·洪范》中记载：“五

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

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至

此，五数之说开始形成，五数中的色彩就是五色，五色

对应五个方位。《周礼·考工记》记载：“画缋之事，杂五

色。东方谓之青，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

地谓之黄。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

也。”颜色从此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象征东方叫做青色，

象征南方叫做赤色，象征西方叫做白色，象征北方叫做

黑色，象征天叫做玄色，象征地叫做黄色。青与白是顺

次排列的两种颜色，赤与黑是顺次排列的两种颜色，玄

与黄是顺次排列的两种颜色（见图1）。

“五行”是按“水、火、木、金、土”的顺序排列的，对

应的“五色”依次是“黑、赤、青、白、黄”。具体的对应关

系和寓意如下。

红色：五行属火，古称赤色，象征着夏天和南方。

预示吉祥如意，富贵长乐，可以驱邪避凶，是非常吉利

的颜色。

图1 五行与五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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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色：五行属木，象征春天和东方。青色是指各种

深浅的绿色、蓝色、紫色甚至是黑色。它象征希望，有

庄重之感。

黄色：所谓“天玄地黄”，古人认为黄色五行属土，

土居中宫，象征长夏和土地，方位位于中央。这种属性

与后来的儒家思想联系起来，儒家认为汉族处于中央，

是尊贵的象征，所以以土为尊，将黄色作为尊贵的颜

色，象征着尊贵与神圣。

黑色：五行属水，象征冬天和北方。水在“五行”中

位于首位，地位最高，古人认为黑色是万物最终的颜

色，所以掌控着自然与天地。天玄地黄，黄色代表土

地，黑色则代表天空，自古天空就象征着神圣与所有对

未知的崇拜。

白色：五行属金，象征秋天和西方。白色的寓意与

红色是截然相反的，因此白色被认为代表着不吉和

轻贱。

3 传统色彩观与动画创作的关联

3.1 色彩文化传承的必然性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提出了“集体无意识”和“原型”

理论，认为集体无意识内容是原型。这个理论认为：原

始意向或原型是一种形象，它们是无数同类经验的心

理凝聚物。将此理论运用于中国传统色彩观中，即将

五色作为中国艺术同类经验中的凝聚物。中国动画作

为一种现代的艺术形式，离不开中国传统艺术的熏

陶。中国动画是在浓厚的中国文化和艺术氛围下发展

起来的，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和艺术“原型”或多或少

会制约人们的审美和喜好。例如，最具中国文化和艺

术特点的年画所具有的鲜艳色彩以及中国水墨画朦胧

婉转的色彩等，便是中国历史文化留给后人的艺术财

富。中国特色的审美会在不自觉中以这类色彩为美就

是被传统色彩观所影响。同时，传统色彩也以其独特

的精神和魅力成为了中国动画创作的宝贵资源。

色彩和文字一样，可以传达信息，虽然最开始只是

一种符号，但是当人们赋予其意义并且被大部分人所

认可和使用时，它便转变为交流语言，色彩观就是产生

于色彩特有的文化和历史意义中的。所以，色彩无论

在传统艺术中，还是在当代的动画创作中，都具有传达

信息的功能，这种功能取决于人们对于色彩的“集体意

识”，即色彩观。比如在中国动画中，正面的角色大多

以红色和黄色为主色调，便是利用了红色与黄色代表

尊贵、吉祥等正面的积极意义的色彩观。

3.2 传统色彩文化是动画色彩创新的基础

动画是集合了绘画、漫画、数字媒体、音乐、文学等

多种艺术形式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其中美术设计是动

画整体风格的直观展现，而色彩设计是美术设计的重

中之重。一部动画的色彩设计是否成功，主要取决于

几个因素：（1）整体性，色彩的基调要和谐一致，将不同

色彩合理搭配，统一于整体之中；（2）特异性，不同的角

色和场景需根据角色特征及故事背景设计富有独特风

格的色彩；（3）协调性，动画中角色和场景的色彩运用

需主次分明，和谐相称。

传统色彩观对于中国动画创作的影响不仅仅局限

于在创作中完全使用传统的色彩，而应该在吸取传统

色彩精华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色进行创新。《大闹天

宫》中美猴王的设计者，中国“装饰学派”的创始人张光

宇先生曾说过“不要做吸墨水纸，光吸而不化，学而不

用，成无用矣”。可以看出老一辈动画艺术家对于创新

的重视，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早期动画享誉世

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中国传统的色彩观中，五色学说源远流长，从五

色中可以看到古人千年累积的视觉恒定常态的色彩。

人们在生活中接触各种物体，色彩是人们记忆物体属

性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传统色彩观历经一代一代的

传承，已深深植根于每个中国人心中，虽然西方文化的

影响力在中国日渐增强，但处在大中华文化氛围下的

国人对中国传统色彩的认知仍然难以动摇，中国传统

的色彩观在无形中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将特定的、

富有特殊含义的颜色，悄无声息地传达给每个人。中

国人对红色的热爱便是最有力的说明。将传统色彩运

用于动画美术设计中，利用传统色彩蕴含的中国哲学

思想，可及时唤起中国观者的历史回忆，同时又可展现

民族特色，对提升动画的视觉效果及影响力具有重要

意义。

4 中国早期动画中的色彩表现

4.1 角色造型中的色彩设计

动画角色的色彩设计往往能暗示角色的性格和地

位等信息。动画角色的肤色、发色、服饰的主色调都在

一定程度上向观众暗示着角色的性格特征。在早期众

多神话题材的国产动画中，每一部动画都本着根据传

统色彩观进行选色和用色的原则，将传统色彩观融入

动画角色的设计和创作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华文

化的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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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中国动画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具有浓

厚中国民族特色的动画影片《大闹天宫》。片中部分角

色脸部设计借鉴了京剧、年画的色彩模式，各类角色设

计的用色完全符合当时背景下的等级制度和角色各自

的身份和性格。京剧脸谱色彩有“红忠耿、黄干练、白

阴鸷、黑憨直、蓝桀骜、绿凶狠”的说法[4]。片中的主角

美猴王性格活泼、正直坦荡、单纯且勇敢，戏剧化的脸

谱以白色为底，红色的桃心位于脸部中央，表现出角色

单纯而又热烈的情感特征。明黄色的上衣和帽子，大

红色的裤子，展现出角色正直勇敢、活泼坦荡、刚正不

阿的性格特征。同时，上衣和帽子的色彩设计采用象

征封建皇权的明黄色，在封建社会的故事背景下凸显

出美猴王从骨子里散发出的飒爽英姿和不畏强权、敢

于斗争的叛逆精神（见图 2）。反观玉皇大帝，白色的

脸颊上涂着一丝红晕，看似慈祥却暗示着其有阴险狡

诈的一面。衣服和帽子虽然同属黄色，但色彩却远不

及美猴王服饰那么鲜艳夺目，设计者利用低饱和度的

黄色将玉皇大帝衬托得稳重、庄严，展现出玉皇大帝不

可侵犯的地位，同时也暗示着统治阶级的腐朽与陈旧

（见图3）。

另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早期中国动画《哪咤闹海》中

的角色设计也非常符合中国的传统色彩观。主角哪吒

为了陈塘关的百姓拔剑自刎，而后由莲藕为肉幻化新

身，因此皮肤色彩偏白，符合莲藕的特质，也时刻展示

着他不幸的遭遇，服饰的色彩充斥着大量的红色，大红

的肚兜，火红的混天绫，和头顶鲜红的束发带，既有微

小的差别，又统一于整体色调当中，寓意着正义和勇

敢，符合哪吒正直、果敢的性格特点，与之相对的是反

派角色龙王，龙王整体形象以绿色为主，皮肤呈青绿

色，鼻尖、眼皮、内耳及脖子搭配以偏紫的红色，将原本

暖色调的红色赋予冷色调的倾向，暗示角色阴狠歹毒

的性格特点，服装的色彩同样以绿色为主，相比皮肤的

青绿色，衣服的绿色中加入了黄色进行调和，并搭配靛

蓝与米黄，使角色形象更为丰富，同时还能与脸的色彩

区分开来，突出了龙王身份的威严。

从两部经典动画的角色设计中可以看出，在进行

动画角色的色彩设计前，应该充分掌握角色的身份、性

格、特性，了解其所处的时代背景、职业等因素，深入探

究其身上蕴含的精神价值，并以此为基础，选取与其内

在精神意义相同的传统色彩，才能将角色的性格外化，

展现角色独有的特征。

4.2 场景中的色彩设计

动画中场景色彩的恰当运用可以推动剧情发展，

渲染整体环境氛围，从而增强故事的代入感。与角色

的色彩设计能暗示角色的性格相同，场景的色彩设计

能暗示情节的气氛导向，交代情节发生的时间、地点、

环境与氛围。贴切的场景色彩能让观众有更深的带入

感，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而中国传统色彩的运用能

充分发挥其传统意义，使动画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

民族特色。

在中国早期动画的场景色彩设计中，对传统色彩

的运用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这与中国的许多传统

美术设计、场景设计都偏重写意，并且动画都带有浓烈

的美术片韵味有很大关系。如早期动画《天书奇谈》中

就用水墨画的形式作为动画的背景，充分利用水墨及

笔法的特性，浓淡相宜，虚实相生，将墨色山林营造出

了符合整部动画氛围的神秘色彩，为整体故事的发展

营造出了飘逸奇幻的环境。

另一部充满中国民族特色的动画《九色鹿》源自敦

煌壁画中的故事，其吸取了敦煌壁画的造像特点和色

彩表现，使得整部影片仙气十足。《九色鹿》的场景设计

图2 《大闹天宫》中的孙悟空形象 图3 《大闹天宫》中的玉帝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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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造型到色彩都极具装饰性。影片中山川、树木，大

漠，云彩等元素采用了大量的土红、石青、石绿、熟褐等

低饱和度的颜色，使得整体色彩透出自然的气息。在

背景底色的设计中，借鉴西方绘画的方法，将底色涂

满。但为了表现中国的文化形象，设计者结合中国特

色，放弃西洋画中通过加白色使颜色变浅的方法，而是

用笔触的浓淡来表现地面和天空的不同感觉，底色上

浅下深，增强了画面的通透感和空间感。

5 结语

通过分析中国早期带有民族特色的动画中传统色

彩观的应用，可以看出中国传统色彩观在动画中表现

出意象的特点。早期动画的用色还未受到西方动画色

彩的影响，多使用具有浓厚中国味的色彩搭配，突出了

动画的民族特色。直至今天这些早期动画仍然受到大

家的赞誉，并且一直作为国产动画的典范，被借鉴和研

究。由此不难看出，承载着中国传统色彩观和文化的

美术风格仍具有巨大的传承和创新价值。

民族性与时代性有矛盾，但又统一，缺一不可[5]。

传统的“五色观”虽然在早已脱离了封建社会的当代已

经不能适应中国美术的发展，但这种早已深入到民族

文化中的色彩观通过各种形式植根于人们的意识中。

“以意立象”，“意”为“象”的主导，不解其意的外象表现

很难表现出精髓所在。例如，梦工厂出品的动画《功夫

熊猫》充斥着大量的中国色彩和元素，但是国人却能明

确地分辨出其与传统中国动画的差别，就是因为影片

中没有中国人思维中的传统色彩观念或者造型观念。

单纯只是对外像的运用而缺少精神内涵的支撑，是很

难表现出民族的特色的，对本民族文化更深刻的理解，

是创作出原汁原味民族动画的基础。中国早期动画虽

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对传统色

彩的简单挪用远远不能满足动画的表现要求，要以传

统色彩观作为动画设计和创作的审美指导，在保留民

族色彩文化的前提下深入挖掘中国现代社会的时代精

神，以意立象，善于创新，在内涵与外在表现中凸显中

国特色，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中国动画创新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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