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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社会文化艺术形式真正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态势。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

动漫得到前所未有的流行，成为大众文化的一类。事实上，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及流行并不是偶然的，

它是一定社会大环境的反映，动漫也是如此。 

 

动漫产生并流行的社会文化背景 

 

1、动漫的起源及特点，迎合了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审美需求。“动漫”实际上是两种相似艺

术形式的简称。“动”即卡通（cartoon），意指卡通片、动画片，源于西方电影院放映影片之前等待时

间里上映的由漫画形象组成的短小片断，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影视产业中十分重要的一项。“漫”是指漫

画（comic），由原先简单的连环画演化而来的，现在成为能脱离杂志单独发行的一种出版物。能从众多

艺术形式中脱颖而出，动漫主要凭借它的独特之处：（1）有可爱、生动的人物形象，神奇、夸张的内容

情节。（2）故事简单、易懂。（3）颠覆性，即突破传统的艺术形象，人物个性叛逆、不拘一格，不守

约定俗成的规矩。如新近流行的卡通片《蜡笔小新》和漫画形象“流氓兔”，即迎合了当代年轻人的追

求个性、不愿受束缚的特点。 

2、社会发展速度加快，令动漫从众多的文艺形式中突显出来。当今时代给人们带来从未经历

过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同时也带来莫大的压力。社会高速发展，竞争日趋激烈，在种种新生事物及其诱

惑面前，人们疲倦、苦闷、缺乏耐心，追求新鲜刺激与轻松自如的融合。旧有的文化艺术形式已不再能

够满足人们的需求，大众需要的是简单、轻松、不用费力思考的文化艺术。动漫恰好迎合了这种社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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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使之得以流行。 

3、出现了一批反映现实生活的成人漫画与卡通。在动漫发展的初期，作品的受众被定位于“孩

子们”。近年来，出现了一大批反映成人现实生活的漫画及由漫画改编的卡通。如《醋溜族》、《向左

转、向右转》、《地下铁》等。这些作品都是在写实的基础上，运用夸张、幽默和想象的手法勾勒人

物。另外，还出现了一类将动物拟人化的动漫形象，如“史努比”被定义为“一只人文主义的狗”，代

表了人类永恒的困境——梦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些动漫极大地调动了成人的兴趣。 

4、网络的普及加速了动漫的流行。当前的互联网已经真正达到了“互联你我，沟通无限”的境

地。在网上通过搜索引擎，可以查找到36个与动漫有关的网站及394个网页。在许多综合性的网站中，都

可以在线观看动漫或下载有关图画。除了报刊、图书、电视外，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媒体极大促进了动

漫的流行。 

5、娱乐性流行文化的引导。有学者认为：动漫的风行，反映出当前中国社会中间阶层思想的乏

力和空虚。一种流行文化一旦形成，必然带有一定的惯性，使后来者不经意间被夹带其中。在独立思考

和创造力普遍缺乏的今天，人们很容易把既有的一切当成必然。另外，商家也有意利用流行文化的娱乐

性时尚，以服务于自己的既得利益。 

 

“动漫风潮”对社会及青少年的影响 

 

动漫的风行是多种原因促成的，其中会有一些人是盲目的、随波逐流的。但不可否认，动漫也具有

其他艺术形式所具有的两项功能：娱乐和教育。 

卡通、漫画是青少年紧张的学习、生活中一个可以异想天开的地方，是他们的精神与心理可以愉悦

与梦想的寄托。少年儿童与成人对动漫的欣赏角度是不同的，如对于日本动画片《樱桃小丸子》，孩子

们会觉得“小丸子”就是自己，而成人会从懒惰、贪吃、又不爱学习的“小丸子”身上也看到自己童年

的影子，并从一连串主人公幼稚可爱的行为中获得快乐。从这方面说，动漫对成年人的娱乐功能较少年

儿童来讲是更深层次的。 

人们往往轻视或否定动漫的教育功能，认为它是仅供人们娱乐和消遣的。事实上，我国早期的动漫

都是有很强的教育功能的，如具有代表性的《大闹天宫》、《小猴子》、《摔枕头》和《三毛流浪记》

等。只是近年来，随着国外尤其是美国、日本的动漫不断进入我国，动漫的娱乐功能逐渐大于了其教育

功能。对此，我国的动漫界已有所领悟，并积极推出了许多寓教于乐的国产动画片，如《大头儿子和小

头爸爸》、《西游记》等。再如《蓝猫淘气三千问》将科普知识融入动画之中，教育功能非常明显。这

部动画片已经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最长的动画片。动漫不仅内容上能够体现教育功能，它的形式

也具有教育意义。那些画面精美、画功过硬的动漫图画，往往成为一些孩子学习美术的启蒙老师。 

当然，除了娱乐和教育有益的方面外，有些动漫也对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主要

是一些包含色情、凶杀、暴力等不健康内容的国外动流入我国，使青少年深受其害。2001年，一部名为

《流星花园》的电视剧迅速走红，这部电视剧是根据日本漫画家神尾叶子的作品《花样男子》改编而成

的。故事发生在大学校园内，却对与学习有关的内容涉及很少，全是打架、恋爱的情节。网上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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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该剧播出后，太原市某中学5名男生，模仿剧中的主角F4，辱骂老师，侮辱同学，造成极坏的影响。

由此我们认为，对待某些国外的动漫一定要持谨慎的态度。青少年的思想还不是完全成熟，还未形成正

确的审美观，如果他们接受了一些糟粕，并无意识地模仿，必然会产生危害。 

 

对“动漫风潮”的正确引导 

 

中国动画协会副秘书长周凤英说过：动画片首先是艺术，然后是商品。这句话揭示了动漫的本质。

如何让动漫首先成为健康有益的艺术，并发挥其积极的功能，是非常关键的。首先要处理好教育与娱乐

的关系。毫无疑问，应该强调动漫的教育功能，但一部卡通或一幅漫画所表示的积极内容，一定要赋予

生动、可爱的形象，让人能够看得下去、读得下去。因此，最重要的是：通过什么形式把我们社会主流

的观念和文化用卡通（漫画）的形象传递给受众。近些年来，一些国产动漫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探索的工

作。 

当代中国的青年人或许对十几年前的国外动画形象仍记忆犹新，像米老鼠、铁臂阿童木、花仙子

等，而国内的动画形象却难得有如此魅力的。因此，对“动漫风潮”正确引导的另一方面的工作，是树

立自己的动漫品牌，扩大、开发我国的动漫品牌资源。国外在这方面做的最好的是迪士尼公司，开发商

把人们熟识的一些动漫形象做到书本、T恤或钥匙链等物品上，进一步增强了动漫品牌形象的生命力。而

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扩大我国本土的动漫品牌极其效益，需要动漫工作者与众商家的共同努

力。 

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即建立一系列社会规范保障机制，使动漫市场健康运行。这需要法律、出版等

部门齐抓共管，整顿市场秩序，打击盗版动漫。互联网对净化动漫市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网络的广

博性和兼容性，增加了打击网上不健康动漫的难度，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自觉维护文明的网络阵地，抵

制不健康的动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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