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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骏动画电影中的配角形象塑造
——以《千与千寻》为例

沈艾雯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无锡 214105

摘要：为全面提升国产动画影片的综合实力，尝试从日本当代动画巨匠宫崎骏的经典之作《千与千寻》中汲取经验，以助力于中

国动漫产业的完善与发展。以影片中的典型配角形象，如汤婆婆、无脸男、锅炉爷爷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掌控、陪伴、指引为切

入点，系统研究其造型设定、性格塑造、动作设计等表现技法。总结发现配角形象与主角的多样化搭配模式，能够极大程度地

彰显影片的多元寓意及情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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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6月，动画电影《千与千寻》在日本上映十

八年后，首次在中国公映，仅一周时间，票房累计突破

1.92 亿。影片讲述了十岁女孩荻野千寻为了拯救父

母，来到“油屋”历经种种冒险，最终成长并重返人类世

界的故事。该影片除了故事情节引人入胜外，在角色

塑造方面也可圈可点。博人眼球的除了影片主角——

千寻和白龙以外，贯穿始终的配角形象也给观众留下

极其深刻的印象。与主角的不同搭配模式，不仅烘托、

反衬主角形象，还能够起到推动剧情发展，深化作品主

旨，渲染时代氛围，象征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展现出

动画创作者高超的艺术天赋和视听语言技巧。

1 双重人格的掌控——汤婆婆

汤婆婆角色在影片中是“油屋”的管控者。她给予

了契约者庇护，同时也剥夺了他们的自由。从造型塑

造的角度分析，在身体构造上正常人的头部与身体的

比例约为 1∶6.5至 1∶7，而在动画影片中，比例的限制

被打破了，可以通过任意调整身体的比例，夸张化地凸

显角色特征，增强角色的辨识度。汤婆婆身材矮小，着

一身藏蓝色多褶蓬蓬裙，全身戴满首饰珠宝，高耸的发

髻下夸张的五官、堆积的皱纹以及浓郁的妆容，浮夸地

展现出妖媚丑陋的老妇人形象，见图 1。其形象原型

来自日本神话中的“天狗”形象。鸟山石燕的《百鬼夜

行》中记载，天狗全身赤红，有着高挺的鼻子，手持团

扇，背后生一对翅膀，可以翱翔于天际。而修行较高的

天狗，身后总跟随长相似鹫、鸢模样的部下，称作鸦天

狗，见图2。

从性格塑造角度分析，汤婆婆是具有多重人格的

典范形象。作为“油屋”的管控者，她功利地经营着“油

屋”，拥有至高无上的话语权，市侩且刻薄，生活奢靡而

忙碌。在她身上聚集了诸多人性的阴暗面：贪婪、无

情、残忍、专权，与西方巫婆形象如出一辙。“油屋”的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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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汤婆婆角色造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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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是专属她的私人空间，其装修融合东方中式宫殿与

古典欧式建筑风格，形成雍容华贵的装饰效果，与“油

屋”其他地方的古朴日式风格大不相同，见图3。房间

多如迷宫，内饰华丽，桌上堆满金银珠宝，她会时常取

出来欣赏并反复清点，当白龙提醒她身边最珍贵的东

西被调了包，她第一反应是看向自己面前的一堆金粒，

足以展现出其爱财如命的本性。千寻的父母因误食

“油屋”客人的食物而遭到惩罚，当千寻前去找她讨一

份工作时，她威胁恐吓，当千寻瑟瑟发抖之际，她又开

怀大笑，这种将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态度，展示出她无

情、残忍的一面。作为经营者，她擅自剥夺契约者的名

字，但凡忘记自己的名字，就永远无法离开，她每天会

披上斗篷巡视整个“油屋”的工作，偷懒者会受到严惩，

这些描述淋漓尽致地体现出她的独裁与专权。然而，

单一的性格无法让角色形象鲜活，只有适当的联合与

分化才能够共同建构角色人格的深层隐喻。在汤婆婆

身上，就集中了正负两种性格属性。在较多的负面特

征之外，她还表现出强大的母性关爱。当千寻无法独

自拔出河神身上的倒刺的时候，她指挥“油屋”众人齐

心协力，最终取得成功；当无脸男吃下河神的药丸之

后，暴怒追赶千寻时，汤婆婆亲自挺身而出进行保护，

她虽掌控着千寻，但也给予其成长的机会，见图4。对

于自己的孩子——坊，她更是万般娇宠，为了不让其感

染“社会病毒”，她将坊安置在奢华的婴儿房中，与外界

隔离，对其百依百顺，唯命是从。虽说是放纵溺爱的表

现，但同时也体现出绝对的母性关怀。

动作的塑造能够更为直观地凸显角色形象。千寻

为求生存入职“油屋”，签署合约以后，汤婆婆立刻将合

约卷入手中查看，轻开掌心，将名字中的“荻”、“野”、

“寻”三个字握住，强制为她取名“小千”。日本文献中

记载，人的姓名是由上半部的“姓”和下半部的“名”共

同组成，“姓”是从祖上世代流传得来，不容随意更改，

而“名”是以父母的意愿为转移，赋予孩子个性的特征，

能够反映人的意愿价值和民族特性。影片中汤婆婆随

意剥夺人名，使人迷失自己，一系列连贯而随性的动

作，凸显出其性格中无情且专权的特征属性，见图 5。

当“腐烂神”造访之时，汤婆婆提前感受到了危机，放下

手中正在欣赏宝石的放大镜，将桌上的珠宝首饰小心

翼翼地收入首饰盒中，与钱袋一起放置于安全的地方，

随后才开窗巡视情况，足以显示其爱财如命、视金钱为

上的价值追求，见图6。汤婆婆下令处死白龙以后，前

来探望自己的孩子——坊，此时的她一改往日的残暴

无情，温柔地责备“宝宝又不睡在床上”，见坊哭闹不

停，她慌忙赔礼道歉并亲吻孩子，矮小的身躯跃于垫堆

之上，悬起双腿，俯头亲吻，流露出满目疼爱，随后轻手

轻脚地拾起地上的玩具，将房顶上的灯饰调为夜间模

式，才转身离开。此片段通过一系列呵护孩子的举动

与先前下达的处死命令形成强烈的对比，丰富了角色

形象，彰显了角色的双重人格特征。

2 迷失自我的陪伴——无脸男

影片中另一个经典的配角是无脸男，为了摆脱孤

独、追寻所爱，强行融入看似喧嚣的环境。从造型塑造

角度分析，无脸男角色形象源于日本浮世绘艺术中大

津绘的设计样式。根据剧情的推进，其产生了不同的

体态变化，初始时其全身呈渐变透明黑色，面部戴一白

色面具，面具上两行浅灰色纹路贯穿空洞的双目，嘴巴

微微张开。行进时呈飘浮状，始终沉默不语。不论是

图2 汤婆婆角色形象影片截图 图3 “油屋”顶楼室内环境设计 图4 汤婆婆维护千寻和“油屋”

图5 汤婆婆剥夺千寻的姓名 图6 汤婆婆收拾首饰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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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设定还是人物特征，该角色形象都如同影子一般，

没有人会在意他的存在与消失；随后，因吞下利欲熏心

的青蛙，他开始模仿青蛙的行走与交流方式；而后又吞

食“油屋”契约者献上的美食，逐渐变大变形，甚至生出

和人一样的头发；最后因咽下河神的丸子，将所食之物

倾力吐出，重新回归原本的模样，其造型演变见图7。

从性格塑造角度看，无脸男是内心空无、纯真偏

执，渴望被关怀、被认可的现代年轻人形象的缩影。他

没有名字、面孔和声音，似有似无地存活在“油屋”世

界，无人问津。初次闯入这里的千寻，在桥头冲他点了

点头，无脸男被这种纯真所吸引，开始关注这个特别的

人类。起初无脸男只是在“油屋”外默默注视，随后一

个雨夜，千寻开门让无脸男进屋避雨，无脸男首次踏进

“油屋社会”的大门，与世俗产生交集。他默默守护着

千寻：千寻需要浴牌，便为她偷来，获得接受后，他内心

欢愉，随后又偷了许多来讨千寻欢心。笨拙的示好方

式，表现出无脸男内心的纯真，他不知道千寻需要浴牌

的目的，只知道千寻想要却没能得到，就千方百计满足

她。同现代许多年轻人一样，在初次接触“社会”时，无

法辨别是非善恶，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偷”，也不明白如

何正确地去表达爱。河神走后，留下满地的金粒，无脸

男见契约者们争先恐后地捡拾，意识到手中的“金豆

子”能够吸引注意的目光，于是通过金粒交换的方式来

建立社会关系，使“油屋”的契约者对他趋之若鹜，进而

获得了关注和地位。此片段表现出无脸男内心的孤寂与

空无，通过金钱吞噬他人，膨胀自己。在世俗的世界里

被同化，迷失本真的自己，为了欲望，变得贪婪。而在

咽下河神的丸子以后，无脸男吐空了所有食物，重新变

回了原先纤细瘦小的模样，他跟着千寻去见钱婆婆，在

那里他被邀请吃蛋糕、喝咖啡，并学着帮忙织毛衣，编

皮绳。最终他告别千寻，留在了钱婆婆的住所，这是他

成长的表现，在这里，他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对于自己曾

竭尽全力追求而无果的爱，他选择离开，放下执念，体

会真正被需要、被认可的感觉。该配角形象贯穿影片

的始终，凸显出陪伴千寻历经波澜，共同成长的过程。

象征空无、迷失的无脸男角色形象是最原始，最本

真的自我。他为了获得千寻的认可，给予千寻所有的

一切，影片中的动作设计——“递”，是该角色形象的塑

造核心。第一次“递”是在千寻受命清扫大浴室时，由

于浴池壁上的污垢无法清理，千寻需要用药浴进行冲

洗，无脸男见千寻有对浴牌的需求，就“偷”来了很多，

俯下身子，用双手捧着递给她，遭到拒绝后，他一脸困

惑，抬起弓下的身子，消失了；第二次“递”是在无脸男

用金粒与他人建立联系的时候，当所有契约者都顶着

食物想与他进行交换时，他变出了满满的一堆金粒，双

手捧着送给千寻，遭到拒绝后，他怀疑地缩了两次身

子，再次遭拒后，双手颤抖，金粒撒了一地，这时所有的

契约者蜂拥而上，而在此刻他并没有享受这种被人簇

拥的感觉，而是看向了千寻离开的方向；第三次“递”是

在一间大包房里，此时的无脸男已极度变形，他举起一

盘食物询问千寻要不要吃，见千寻没有反应就放下食

物，询问是否需要金子，随后自言自语地重复：“我好寂

寞。”似乎是意识到自己的内心脆弱暴露，他又转成强

硬的语气说：“我又饿了！”然后伸出膨胀了的手，握住

大块的金子，强行递给千寻，企图使用与旁人的交换关

系来和千寻建立联系。三次“递”的动作，是无脸男欲

望的演变，从起初唯唯诺诺地示好，到给予金钱利益交

换，逐渐演变为最后的强烈占有欲。表面上看，金钱似

乎能够使无脸男摆脱空虚的困扰，然而实质上不过是

虚无的再度膨胀。无脸男三次“递”的动作见图8。

3 慈爱温暖的指引——锅炉爷爷

影片中的锅炉爷爷是承担“油屋”烧药浴水工作的

角色。他的工作是整个“油屋社会”的基石，起着至关

重要、不可或缺的作用。就影片剧情角度分析，该角色

也是推进剧情发展的重要纽带和维系桥梁。他是一个

驼背、光头、满脸褶皱、一把络腮胡子的老者，硕大的鼻

梁间架一副无框黑色小墨镜，他拥有三对可以任意收

缩的手臂，能够轻松抓取整间锅炉房里的物品。该角

色形象的设计原型来自日本文化中的“土蜘蛛”，是对

在荒野原始地区生活的民族的轻蔑称呼。大和朝廷的

正史《日本书纪》中记载：土蜘蛛是个被歧视的民族。

但是在日本本土，土蜘蛛其实是一个和民众相当亲近

的民族。仁爱的锅炉爷爷置于世俗的“油屋社会”，却

图7 无脸男角色造型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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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看作异类，受人排挤，这与受世人争议的“土蜘蛛”

形象如出一辙。同时，笔者认为该角色形象的塑造也

借鉴了佛教“药师琉璃光如来”以及“千手观音”的形

象。佛学中，药师是指代能够治众生贪、瞋、痴的医师。

在功利的“油屋社会”，善良的锅炉爷爷通过烧药浴水，

来净化众人，医治内心杂念，与“药师琉璃光如来”形象

契合。同时，锅炉爷爷角色造型拥有多只手脚，从形体

塑造角度分析，也与佛教中的“千手观音”形象相仿，在

佛教文化中，“千”表示无量与圆满，“千手”表示大慈悲

的无量广大，正是暗喻锅炉爷爷在整部影片中的角色

定位和作用，锅炉爷爷角色造型设计见图9。

从性格塑造角度分析，锅炉爷爷是一位慈爱、善

良、温暖的老者。初次见面，他指引千寻去找汤婆婆签

约，当小玲惊恐地看向千寻时，锅炉爷爷称千寻是他的

小孙女，给予了这个“异界”女孩温柔的保护；当白龙因

偷盗钱婆婆的印章身受重伤，千寻急切地想要拯救他

时，锅炉爷爷再次给予千寻指引并赠予她珍藏四十余

年的电车车票，温柔地反复提醒下车的站台，话语中充

满担忧与关怀。

从动作塑造角度看，当千寻在白龙的指引下回想

起自己名字，抱着来时的便装睡在锅炉房的地板上时，

锅炉爷爷温柔地拿起地上的垫子为她盖在身上，见图

10。白龙受伤带着千寻坠入锅炉房，千寻重重地砸在

锅炉爷爷身上，爷爷非但没有责备，反而下意识地用双

手护住千寻；白龙病重，爷爷一刻不离地守在他身旁，

就连睡觉也不离开半步，无不彰显慈爱、善良、温柔的

人格特征，见图11。

4 结语

宫崎骏导演的《千与千寻》之所以能够成为脍炙人口

的佳作，不仅是因为影片主旨与剧情的精巧设定，更取

胜在细致入微的角色形象塑造。通过多元化性格的配角

形象，与主角产生不同的情感纠葛，以掌控、陪伴、指引

为烘托角度，增强角色形象的鲜活度，推动剧情的合理

发展，深化影片的主旨立意，展现高超的动画创作技巧。

近年来，中国动漫产业飞速发展，出现了诸如《西

游记之大圣归来》、《白蛇：缘起》等一系列优秀的动画

作品。动画创作者们开始意识到角色塑造的重要性，

但是对于配角形象的塑造，却仍有上升的空间。比如

在《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山妖的角色造型有些突兀，

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妖精”形象不符，更偏向于西方

的魔幻风格；对于小妖的造型塑造也未能注重细节刻

画，模式化严重，辨识度较低。国产动画在配角形象塑

造方面，应积极学习借鉴优秀的经典动画作品，使中国

动画获得更加多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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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锅炉爷爷角色造型设计

图8 无脸男三次“递”的动作

图10 锅炉爷爷照顾千寻 图11 锅炉爷爷照顾白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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