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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 IP 文化解码对青少年文化认同的影响及引导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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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数字时代的文化场域中，好莱坞英雄叙事、日本动漫符号通过算法推荐强势渗透进中国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中，使其对
本土文化的认知与情感联结面临着双重稀释的风险。在此背景下，《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国奇谭》等神话 IP 作品以契合现代表达
的新范式，逐渐成为重构青少年文化认同的关键力量。文章结合//，从符号层、互动层、社会层三方面呈现神话 IP 作品作为文化
符号的现代重构、认知范式镜像映射的典型载体，对青少年增强文化认同、身份认同的重构作用，探究新时代神话 IP 如何通过现
代转译，让青少年在符号互动中找到共鸣，进而增强其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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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认为，现代大众传播具有明显的负面

功能。[1]即在数字在当今时代的文化场域中，大众深受媒介影响，
过度沉溺于 “短、评、快”以及 “泛娱乐化”的信息内容。
人们如同被无形的力量牵引，总是被动地接纳媒介所传递的信
息，渐渐丧失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1]。长此以往，极易陷入一
种文化精神枯萎的危险状态，即便打破了信息茧房，也依旧会
固执地坚守固有观念，沉醉在这种 “麻醉”状态之中难以自拔。 

据《青少年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2024）》清晰显示，
青少年对于网络的使用呈现出极为显著的梯度特征。其中，
51.0% 的青少年保持着周均上网的频次，29.1% 的青少年已然
形成每日上网的惯性，而完全脱离网络的青少年仅占极少的 
2.2%。这种 “高频触网 - 中频使用 - 极个别断联” 的结构，
生动地印证了 Z 世代作为 “数字原住民” 独特的代际生存特
质。在家庭教养与学校课程的双重引导之下，青少年的网络行
为呈现出 “工具理性 + 娱乐本能” 的二元特征。虽然学习类
活动以 47.8% 的占比位居首位，但游戏（35.7%）与短视频
（34.6%）所具有的娱乐属性，仍然构成了青少年网络行为的重
要补充部分。 

值得高度关注的是，在短视频使用动机层面，“休闲打发时
间”以 62.1% 的绝对优势占据主导地位[2]。这一现象深刻反
映出，以 “短、平、快”娱乐内容为主导的碎片化信息，正源
源不断地填补着青少年的空白时间，也极其容易使青少年们陷
入被动娱乐依赖的泥沼。长此以往，青少年们会逐渐习惯于表
面的符号刺激，对于媒介提供的信息仅仅停留在浅层理解的层
面，而严重忽略象征符背后所蕴含的双层意义，最终导致符号
从原本的 “意义载体”退化为单纯的 “情绪触发器”。 

当中国青少年逐渐习惯于情绪先行，而忽视深刻思考的时
候，以好莱坞为主的西方大片和日本动漫作品，正借助短视频
平台和算法推荐的强大力量，频繁地进入青少年的视野之中。
由于东西方价值观存在显著差异，西方所鼓吹的资本主义普世
价值观，正如同温水煮青蛙一般，一点点地侵蚀和影响着中国
青少年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 

在此复杂而严峻的情境之下，近些年涌现出了一批承载民
族文化基因的神话 IP 作品，诸如《哪吒之魔童闹海》《中国奇
谭》等。这些作品与原典有着强烈的互文性，同时又以贴合新
时代、新语境的全新表达方式，广受大众好评。从理论上来说，
它们本应成为青少年实现深度思考、进行文化解码的优质载体。
然而，现实却不尽如人意[3]。受短视频 “浅层刺激” 模式的
深远影响，青少年对神话 IP 的认知与情感联结，常常仅仅止
步于影视混剪所带来的视觉冲击，以及游戏皮肤的娱乐消费层
面。 

近年来，对于影视剧作品中文化基因的解码工作开展得如
火如荼。从《大明王朝 1566》到《军事联盟》《人民的名义》
等一系列优秀作品，通过解码者围绕剧中人物关系图谱、符号
文本的深入剖析与一步步解码，这些作品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
由此可见，采用更贴合现代眼光、现代价值观的正向解码方式，
不仅有助于优秀作品实现进一步的发展，更能够使观众在深度
解读的过程中，更加贴近创作者的创作意图。基于此，本文尝
试在斯图亚特・霍尔提出的解码编码理论与米德的符号互动论
的科学指导下，从符号层、互动层、社会层这三个关键层面，
深入呈现神话 IP 作品作为文化符号的现代重构过程，以及其
作为认知范式镜像映射的典型载体，对青少年增强文化认同、
身份认同所具有的重要重构作用，从而积极探索新时代语境下，
基于神话 IP 作品的文化基因解码，实现青少年文化认同有效
建构的切实可行路径。 

1 符号层：基于原典的现代化重构，日常符号的神话赋能 
1.1 叙事视角创新 
《中国奇谭》第一集《小妖怪的夏天》堪称基于原典进行

创造性转化的典范之作。它取材于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
记》，在人物角色设定方面，不仅保留了唐三藏师徒四人以及西
行路上众多妖怪的经典形象，还在人物个性化设定上，巧妙地
存续了 “吃了唐僧肉便可长生不老” 这一具有关键功能性的
符码，同时完整地保存了西游记原有的战力体系和主角团四人
鲜明的性格特征。在剧情架构上，《小妖怪的夏天》延续了原著
师徒四人前往西天求取真经，一路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核心故
事线。然而，与原著采用的全知全觉叙事视角截然不同的是，
该动画全片采用有限的内焦点叙事方式。这就意味着，观众只
能通过小猪妖这一特定视角，来逐步了解出场人物和故事的发
展走向。这种聚焦小人物的去英雄化叙事视角，彻底打破了传
统叙事视角的束缚，以小人物的独特视角展现宏大历史，让观
众能够迅速设身处地地从底层人物的角度思考周遭的种种变
故，极大地增强了观众的代入感，使观众仿佛身临其境，亲身
感受故事中的喜怒哀乐[4]。 

1.2 视觉符号隐喻 
在视觉符号方面，《小妖怪的夏天》从开幕起就采用了蕴含

浓郁中国传统东方美学风格的水墨画风格。大全景的景别设计，
犹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宏大画卷，不仅将主人公所处的环境全方
位地展现在观众眼前，更巧妙地将主人公圈定在画面之中，使
其成为整个场景的核心焦点。动画的落幕画面与开幕画面形成
了精妙的呼应，同样是主人公躺在地上的场景，却因为故事线
的发展，小猪妖的状态从身处压迫时偶尔的偷闲，转变为身心
枷锁俱除后的开阔意境，这种变化让观众对原典师徒四人的人
性弧光产生了更为深层次的共鸣。小猪妖随身携带的 “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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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经典的视觉符号，在动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始至终，葫芦贯穿整个动画情节。起初，它仅仅在动画中承
担着承载饮用水的实用功能，然而，当小猪妖因为对原本所处
的环境产生认知和信仰上的裂缝，进而与母亲见面时，这个看
似普通的葫芦却突然被赋予了深厚的情感意义。葫芦，既是小
猪妖母亲为了不让小猪妖咳嗽、上火而精心准备的日常生活用
品，更是母与子之间真挚情谊的生动寄托。此外，伴随着小猪
妖母亲揭示 “葫芦” 与小猪妖之间情感链接的听觉符号一出
现，“葫芦” 这一象征符背后所蕴含的母爱意义，被诠释得更
加立体、丰满，仿佛让观众能够切实感受到那份深沉而温暖的
母爱。 

1.3 听觉符号增色 
从动画开幕直至落幕，听觉符号始终如一地为视觉符号加

持，两者相得益彰，共同营造出独特的艺术氛围。与日本动漫
中常用的电音风格不同，《小妖怪的夏天》独具匠心地携手南京
民乐乐团，在配乐上大胆选用贾湖骨龠、尺八、籁、埙、笛等
中国传统乐器。当剧情发展到小猪妖因撞见狼大人为捉唐僧所
设下的机关而被迫逃亡的紧张时刻，贾湖骨龠、尺八、籁、埙、
笛等不同乐器的交叉使用，搭配画面的突然转变，瞬间将观众
的紧张情绪推向极致，使观众仿佛身临其境，与小猪妖一同感
受那份生死攸关的紧张与恐惧。直至唐僧师徒四人背对着日光
出场，故事进入最高潮。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由于笛子在发出
高音时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其声音常常被用来渲染幽怨的意境，
寄托相思的情感。然而，在《小妖怪的夏天》中，却别出心裁
地用笛声作为唐僧师徒四人出场时的伴奏。笛子清亮的音色运
用在此处，恰到好处地预示着小猪妖将摆脱死亡的危险，挣脱
身心的枷锁，获得真正的自由，为整个故事增添了一抹希望的
亮色。 

2 互动层：依托语言符号映射现代人的真实写照 
2.1 职场关系映射 
除了基于原典所塑造的师徒四人形象之外，《小妖怪的夏

天》还成功塑造了小猪妖、乌鸦精、熊教头、狼大人等一众鲜
活的妖怪角色。为了实现活捉唐僧、获取长生不老的目标，熊
教头以一天为严苛时限，要求小猪妖、乌鸦精等一众处于底层
的小妖制成一千支箭。在实际的制箭过程中，具有创新思维的
小猪妖敏锐地发现，光用竹子制成的箭准头有限，存在明显的
质量问题。于是，他向乌鸦精诚恳地指出这一问题，然而，得
到的却是乌鸦精冷漠的 “你管他呢”“熊教头让怎么做咱们就
怎么做” 的消极回应。当面对乌鸦精牺牲了一身羽毛才制成的
箭时，熊教头不仅没有给予应有的认可和鼓励，反而傲慢地表
示 “你在教我做事”。从小猪妖发现问题，到乌鸦精的麻木回
应，再到熊教头的无理否定，这一系列情节中，小猪妖的语言
符号生动地映射了现代职场中处于基层地位的员工所具有的创
新精神和质疑勇气。而乌鸦精的 “你管他呢” 和 “按上头说
的做”，则深刻反映了基层员工在长期遭受职场打磨后，逐渐形
成的顺从和麻木心态。作为职场中处于领导地位的熊教头所说
的 “你在教我做事”，无疑是权力压制的典型表现。在现实职
场中，当基层员工提出具有创新型、建设性的建议时，部分领
导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理性地分析和合理地采纳，而是出于维
护自身权威的本能，盲目地拒绝下属的建议，并要求下属继续
按照固有的、机械的处理方式开展工作，严重阻碍了团队的创
新发展。 

2.2 代际观念冲突 
随着剧情的逐步推进，小猪妖不断地遭受熊教头的打压和

排挤，这使他逐渐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产生了深刻的质疑。最终，
他勇敢地跳出了浪浪山中固有的思维禁锢，通过说书人这一渠

道，努力去了解真实的唐僧师徒四人。当他满怀期待地回到母
亲身边，表达出对现状的逃离意图时，母亲却以 “别瞎想，能
有的干的不错了” 这样的话语劝说他，希望他能够跟着大王好
好干，争取早日成精，认为这才是人生的正事。小猪妖怀揣着
去浪浪山之外看世界的美好念头，却被母亲用 “跟着大王好好
干，争取早日成精” 的务实主义观念无情浇灭。这种安稳至上
的代际话语，实际上深刻反映了两代人之间存在的观念冲突。
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青年一代与其父辈之间，
体现了体制化生存所带来的代际规训。父辈往往更倾向于安稳、
保守的生活方式，而青年一代则充满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欲望和
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小妖怪的夏天》
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现。 

2.3 价值传递与认同 
《小妖怪的夏天》巧妙地运用贴合观众真实生活的语言符

号，通过寓言般的故事，深刻地映射了青少年们在成长过程中
普遍面临的现实问题。这种将原典与现实进行不断镜像映射的
创造性转化方式，让青少年们能够在与小猪妖的共情中，深入
思考自身的成长困境，积极寻找新的出路。同时，也使青少年
们更容易接受作品新表达所传递的价值取向，进一步增强了他
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通过观看这部
动画，青少年们仿佛在故事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从而引发内
心深处的共鸣，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认同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智慧
和力量[5]。 

3 社会层：重构认知，从文化解码中跳出麻醉状态，增强
文化认同 

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斯图亚特·霍尔并没有忽视大众的
主观能动性，认为大众完全被动的遭受工业文化的宰制。而是
在《电视话语中的编码和解码》一书中指出受众的反馈其实是
意义的再生产过程。 

在带有西方普世价值观色彩的作品的传播过程中，青少年
们不应沉醉在算法推送的“短、平、快”的娱乐化内容中，而
是应当发挥主观能动性，参与解码编码的过程中。诸如 B 站中
围绕《哪吒之魔童闹海》、《中国奇谭》等神话 IP 进行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的优秀二创作品，已成为青少年们可以进行合
理性效仿的行为模式。 

诚然青少年应主动成为抵御不良价值观侵扰，坚守意识形
态阵地的主体性力量，切实从文化解码中跳出麻醉状态，在更
贴合自身价值观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但这并
不意味着大众传媒可以不加节制地传播“短、平、快”的娱乐
化信息。大众传播的公共性决定了媒体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必
须履行其社会责任。因此，不同平台的媒体在对信息进行传播
的过程中要严格进行把关，并发挥示范作用，积极参与优秀神
话 IP 作品的文化解码与再编码工作，深入挖掘神话 IP 作品中
的价值，增强青少年的文化自信、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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