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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漫像童话一样，是人们喜爱
的艺术类型。几代中国人都熟悉和
喜爱的《大闹天宫》这样的国产优秀
之作，因其瑰丽的想象，动感的画面，
栩栩如生的人物造型而深入人心。
仔细想来，《大闹天宫》从中华传统文
化和民间艺术宝藏中汲取了丰富的
营养资源。譬如，故事出自吴承恩的

《西游记》，孙悟空身上那种活跃的生
命意识、浪漫传神的本领，上天入地
的跨界勇气，无不承载了人们对自由
和信心的渴望。从画面效果上看，动
画片充分吸纳了中国古典器物、戏曲
风格的造型，表演上借鉴了京剧风
格，锣鼓点、大写意，总之，做足了中
国功夫，从而不仅受到我国人民的喜
爱，而且享誉世界。

当然，到了外国动画片引进和
传播的阶段，尤其是迪士尼系列动
画到宫崎骏的《千与千寻》等许许多
多优秀制作的涌现，国产动漫受到
了相当程度的冲击，不过，有挑战才
有应战，有压力才有反弹。

中国的动漫艺术在近十年来，无
论在电影领域还是在电视乃至网络
上，都获得了全新的自我超越和越来
越个性化的风格追求。从《哪吒之魔
童降世》到《罗小黑战记》，我们惊讶
地发现，中国动漫的创新势头在悄然
中崛起。

《哪吒之魔童降世》用全新视角
阐释与表现了传统神话中那个叛逆
的敢作敢为的小英雄的另一种在场
样态，展示了他“生而为魔”却可以
创化新生的别样精彩。哲理化、戏
剧化改变了以往习见中对哪吒的锁
定，让这部作品超越了低幼龄观众
群体，而直接提升为老少咸宜。这
是未来中国风格动漫成熟的一次成
功预演。

同样，《罗小黑战记》本来是网
络平台推出的系列作品，后升级为
动画电影，离奇玄幻的故事里，埋藏
的仍然是人性和人的各种可能性的
灵性化呈现。以猫为原型的精灵写
照，一人一猫展开的冒险之旅，广受
好评和推崇，甚至在国外也获得了
巨大上座率。

由此看来，中国动漫的深入人
心，用最艺术的感知打动观众，是其
走向成功和成熟的标尺。

动漫要有打动人心的
故事内核
刘艳妮

近年来，中国动画的量与质都有
一定的提升，类型和题材也日趋多元
化，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动画作品，如

《少年阿凡提》《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
爸》《愚公移山》等动画电视片和《西
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

《白蛇：缘起》等动画电影。
纵观这些动画佳作，既有传统

文化题材向武侠、饮食、诗词歌赋等
文化领域的延伸与拓展，进一步实
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又有聚焦当下儿童成长的现实题
材，从生活中发掘儿童成长的故事，
并把中华传统美德融于其中，在小
人物的故事中诠释大道理。它们的
故事讲述方式不一、画面风格各异，
但内在地具有共通的价值观念，那
就是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彰显其时代价值。

就拿孙悟空来说，从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的《猪八戒吃西瓜》《大闹
天宫》，到动画电视片《西游记》《美
猴王》、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
来》等，无论故事从哪个角度取材，
孙悟空勇敢机智、顽强不屈的鲜明
个性都彰显其中，不同的演绎方式
又能契合其时的时代精神和审美旨
趣，使得每个观众心中都有属于自
己那个时代的西游故事，也让中华
文化精神深深地烙印在观众心中。

在中国动画的辉煌记忆中，以
《骄傲的将军》《大闹天宫》《小蝌蚪
找妈妈》《哪吒闹海》等为代表的经
典之作将中国戏曲、剪纸、国画、民
乐等传统文化元素运用于动画作品
的创作，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博大精深，更为中国动画的发展
奠定了民族文化的根基。

随着中国动画整体水平的提
升，中国动画走向世界的步伐正在
加快。中国动画的再次崛起，最核
心的是要有打动人心的故事内核，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厚植
中国风格，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
价值观。我们从不缺好的故事与题
材，期待中国动画能讲述出更多符
合时代精神和审美旨趣的中国风故
事，使我们早日从动画大国迈向动
画强国。

用艺术的感知打动观众
是动漫走向成熟的标尺

刘恩波

杨金海，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中央编译局原秘书长，
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会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
程”首席专家，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
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对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一书作者杨金海

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本报记者 高 爽

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一书，以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为指引，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和发展的百年历史为主线，系统阐述了中
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主要内容、重大影响和历史意义，并对其中的理论
成果、经典著作、人物故事、经验方法等予以学理分析。

自今年上半年面世后，这本书在理论界和普通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学者盛赞，这是“一本
非常难得的好书”“见解独到，富有新意，启人深思”。而作为一部通俗理论读物，这部具有深刻学理
性的著作，语言明白晓畅，史论结合，通俗易懂，受到了普通读者的欢迎。

如何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是个成功的范
例。这一“成功”是如何完成的，经验何在？日前，记者对话该书作者杨金海。

本报记者：我是从去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
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得知您的
名字的。您是这部洋洋百卷本巨著的主编之
一，如果没有深厚的理论根底肯定无法驾驭这
个工作。您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传播
史和经典著作的研究工作，可以说，从《马克思
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创新与发展》，都是您厚积薄发的成果。同时
我认为，它们之间是存在有机联系的，那就是从
不同侧面来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杨金海：首先，要感谢广大读者对《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一书的关注，对《马
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丛书100卷本的
关注！要强调的是，这两部作品都是我们清华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
团队的集体成果，也是辽宁出版集团、辽宁人
民出版社精心策划、组织编写的成果。这部丛
书陆续出版后，正逢庆祝建党100周年，引起了
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传播
史研究热潮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了更好
地运用这些成果，配合党史学习教育和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学习，辽宁出版集团、辽
宁人民出版社和我们清华研究团队决定编写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一书。十
九届六中全会结束后，我们就组成课题组，由
我执笔撰写书稿，其他课题组同志参加讨论、
收集资料等，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任务。

正如您所说，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
播通考》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与发

展》，二者是有密切联系的。没有前者的积
累，也就没有后者在短时间内的问世。从根
本上说，这两个成果是一致的，都从不同侧面
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所不同的
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主要以
100 卷本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考证的形式呈
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则用
一本书、以理论概括的形式展示。当然，二者
还有其他区别，比如，《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
传播通考》主要反映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经典
文献翻译传播情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
新与发展》则比较完整地反映了 100 年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创新与发展的总体情况。

本报记者：那么，展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
新发展100年的过程，意义究竟有多重要？

杨金海：展现这个过程，其意义太大了。
这可以让我们了解到，100 年来，马克思主义
是怎样从西方漂洋过海传播到中国，一步步
实现中国化，并指导中华民族发生了天翻地
覆巨大变化的。中华民族是懂得感恩的民
族，谁对我们有恩，我们是不会忘记的。马克
思主义100年来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和幸福，彻
底改变了我们民族的命运，我们要做的就是
要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的事业，弘
扬他们的精神和理论，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的事业一代代传下去，为创造一个美好的中
国、美好的世界而不懈奋斗。

本报记者：特别想知道您在完成这本书的
过程中，有哪些细节、哪一部分的书写让您最

有感触？
杨金海：我们是怀着一种敬畏之心、感恩

之情来创作这本书的。其中有很多令人感动
的地方。

比如，在写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
中，我常常为这个觉醒年代许多志士仁人的爱国
情怀所倾倒。像李大钊等一大批有志青年，为了
拯救中华民族的命运，冒着牺牲的危险，拿出家
中的钱财，传播革命真理，告诉中国人民：“试看
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为中国革命指明
了前进方向。李大钊后来被北洋军阀杀害，在刑
场上，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令所有人震撼。是
什么力量使他具有如此的铮铮铁骨，是马克思主
义真理的力量。因为他坚信，社会主义、共产主
义事业是正义的事业，一定能够胜利！

又如，在写井冈山时期革命道路开辟时，
我常常为毛泽东的创新精神所折服。毛泽东
坚信马列主义，但他不死板教条，而是灵活运
用这些理论。他认为，运用理论，目的在于解
决问题，关键是要结合实际；为了解实际，他创
造了调查研究方法，提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
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在这个时期，他做了大
量调查研究，写了大量调研报告，把中国国情真
正摸透了。所以，他能够领导我们党转危为安，
不断取得胜利。到延安后，毛泽东仔细从理论
上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经验，提出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新概念，写出了一系列中国化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创造的调查研
究、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永远值得我们传承。

百年党史是一部党的理论创新史，这部著作完整地反映了100年来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与发展的总体情况

本报记者：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
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我以为，这本书所
写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以及“马克
思主义为什么在中国行”。您在书的最后一章
专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创新的方
法论启示”，能再简要总结一下吗？

杨金海：马克思主义“行”，展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在世界上“行”，二是在中国“行”。常
常有人以为，只有我们在讲马克思主义，好像
马克思主义在其他国家没有什么影响，这是一
种误解。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影响十
分巨大。1999 年，英国广播公司有一个评选

“千年思想家”的活动，结果是马克思当选，而

且他的得分比牛顿、爱因斯坦等还要高很多。
为什么？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影响很大，
100多年来，它一直引领着世界工人运动，使社
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
放运动，推进妇女解放、儿童解放等人类进步
事业。

当然，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发展也有挫
折，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马克思主
义受到伤害。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兴起，这些年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又特别受
到关注。我们这部书的重点是讲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行”，就是要让世人了解，苏联社
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失败，社
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

的强大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行”，关键在创新。

100多年来，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总结
了一套理论创新方法，最根本的就是把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中包括学习
理论、调查研究、总结规律、借鉴优秀传统文
化、借鉴世界文明成果、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
主观世界相结合、理论与实践互动等方法。
由此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不断推进。随着
时代的前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将得到进一
步丰富和发展。

提供百年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启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
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北
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雅讲席教授顾
海良：习近平总书记讲过，马克思主义是
我们的看家本领。这本书在提高“看家
本领”上是有益的，因为我们的“看家本
领”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更多的是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怎么把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这个“看家本
领”，这本书做得很好。这本书的另一个
特点是体现了鲜明的通俗性和大众化，
尽管全书好像没有更多引述原文，但是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就是作
者的功底。现在有的作者生怕引述原文
少了显得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不是
这样的，通篇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为指导，哪怕没一条引文，理解的深度
到位就行了。

中央党校原副教育长、一级教授韩

庆祥：这本书是史论结合的典范，以史为
主，论从史出，逻辑严谨，环环相扣，步步
深入，很有见地，是一部阐述党的最新理
论成果的力作。尤其是在以下三个问题
上，作者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一是对
马克思主义本性的分析是颇为独到的，
特别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功能在
于实际运用。二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和马克思主义行的分析和阐释颇为独
到，认为马克思主义行，根本在创新。马
克思主义行，主要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行。三是对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
的分析和阐释也是颇为独到的，认为马
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其在中国的
传播和创新发展，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
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是紧
紧连在一起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
书记、教授金民卿：杨金海教授长期从事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文本及其历史和理
论的研究，这本书突出显示了他这方面的
理论功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性、主体性、创造性非常好地结合起来，有
很强的震撼力。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教授秦宣：
这本书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些重要理论问
题，如书中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创新理论成果的独创性贡献，展示出作者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十分熟悉，运用起
来得心应手，理论分析具有独特个性和创
新性。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院
长、教授王树荫：这是一本集理论性、历史
性与教育性为一体的著作。作品要言不
烦，重点突出，新意凸显。如对新思想的
核心要义、历史定位、逻辑体系以及所蕴
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了简明扼要的分

析，很有创新性，有助于广大读者对新的
理论飞跃的理解。

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肖
贵清：这本书梳理了中国共产党 100 年
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几次历史性
飞跃，既有理论的深度，又有非常强的可
读性。无论对于我们学界的同仁，还是
社会的读者，都可以说是一本值得一读
的好书。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宪
明：这部书很好地回答了如何讲好百年大
党理论创新的“故事”这样一个大课题，即
在书写方式上，以通俗而鲜活生动的语言
来讲述党的理论探索与创新；在理论概括
上有创新，不落俗套；从世界历史、世界社
会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分
析问题。

一本集理论性、历史性与教育性为一体的著作
——专家评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

本报记者 高 爽

本报记者：理论界的专家学者一致肯定
了您在书中体现的“鲜明的通俗性和大众化”
文风。比如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教授仰海峰说，“作者把学术话语、理论话语
和大众话语很好地结合，把我们对党的理论
的日常理解上升到学理性高度，又结合历史
和实践进行阐述，足见作者的学术功底。”这
是无心插柳还是有意为之？

杨金海：应当说，这既是有心的，又是自
然的。我们一开始就把这本书确定为理论
通俗读物，想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把
100 年的理论创新故事讲出来，不想干巴巴
地叙事。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语言问题，
根本上还是对人民的感情问题。如果我们
在写作中时刻想着人民、想着读者，就会尊
重人民，和风细雨地说话，而不会说教。况
且由于篇幅所限，也不能进行长篇大论的考
证，对长篇大论老百姓也不爱看。

本报记者：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同时也是
一部理论创新史。我们一直在说要讲好中国故
事，讲好党史故事，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真正
讲好新中国史、讲好党史，党的理论创新史是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党的理论传播上，如何
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您有什么经验
跟大家分享？

杨金海：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讲好中
国故事”，这句话本身就是大众话语，值得学
习。“讲好中国故事”，不光要讲革命、建设、
改革等实践中的故事，还要讲思想史上的故
事。因为人是精神动物，精神变化才是最深
刻的变化。人的精神的改变是很难的，但一
旦精神变了、进步了，那么，人就从根本上主
动了、进步了。常言道“浪子回头金不换”，
就是讲的这个道理。100 年来，中华民族的
巨大变化，说到底就是中国人的精气神变
了，为什么？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这样的科学理论指引，中国
人民才有了希望和动力，从精神上站起来
了，然后发奋努力，变被动为主动，改天换
地，取得革命胜利，首先从政治上站起来，
后来在经济上富起来，今天又在向全面强起
来迈进。这个转变不容易，100 年了，今天还
在进行。

我 们 要 把 这 些 故 事 收 集 整 理 起 来 ，讲
给 更 多 人 听 ，特 别 是 在 网 络 化 时 代 的 今
天，要用通 俗 的 、简 短 的 、人 性 化 的 语 言 ，
把 这 些 故 事 讲 好 ，让 中 国 人 在 精 神 上 强
起来。这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指日
可 待 。

创新话语方式，以鲜明
的通俗性和大众化讲好党的
理论创新故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