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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序言

我国在2006年颁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主要任务：发展文化

创意产业。面对新世纪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基于文化内容的创新价值的挖掘依然是我们所面临的

重要课题。《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于2009年颁布，国家重点发展的9大文化产业门类中，动漫产业位列

其中。接着，国家各级政府、部门又陆续出台了相关法规、政策，加大扶持力度，完善产业政策体系，促

进了文化产业的全面发展。2016年12月颁布的《“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首次将

数字创意产业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成为五大新支柱之一，成为规划中的一大亮点。确

立了数字创意产业的地位，强化了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的支持政策，具有里程碑意义，为“十三五”时期

文化产业在更大范围、更新领域的发展赢得了政策支持。目前，特别是随着国产动画影院片《西游记

之大圣归来》、《白蛇：缘起》、《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热映，以动画为载体的艺术内容文化创意产业迅速

崛起，成为全球一个高速增长的产业，并引领着当代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趋势。然而，面对文化创意产

业不可逆势的发展，国内学界对数字媒体、动画相关的研究还是不够。

视听语言作为一门新兴的、创造性的语言，它主要通过镜头、镜头的拍摄、镜头的组接和声画关系

等元素，模拟人的视觉感知经验。动画艺术是视觉与听觉相结合的艺术，当影像、声音与剪辑这 3个

艺术元素呈现完美的统一时，动画作品的艺术内涵及效果才能充分地体现出来。因此，动画影像的视

听语言研究主要针对当下热门的动画影像及创作者，通过分析研究其独特的视听语言，找出成功的原

因，希望能为中国动画发展提供有益的方法与手段，该选题的提出在这个背景下就显得非常重要。

专题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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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友克洋动画作品中的“蒸汽朋克”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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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蒸汽朋克”风格在日本的动漫界占有重要地位，大友克洋更是钟情于蒸汽朋克风格的动画导演之一。本文首先追溯了

蒸汽朋克文化的源起，从日本经济和文化背景的角度解读此种风格形成的原因和演变过程；然后从美学表现的角度论证蒸汽

朋克文化与大友克洋动画作品的契合度，从影片精神内涵的角度，探讨大友克洋对“蒸汽朋克”文化的思考与运用；最后提出对

中国动画的思考和建议。

关键词：蒸汽朋克；大友克洋；蒸汽男孩；机械美学

中图分类号：J21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946（2019）01-0089-04

DOI：10.19798/j.cnki.2096-6946.2019.01.016

“蒸汽朋克”由“蒸汽”和“朋克”组成，是一种非主

流审美文化和艺术风格，曾被运用在文学、电影、插画、

动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中。它以蒸汽为主动力，以旧时

代文化为基础，体现人与工业之间的矛盾和积极向上

的精神内涵。大友克洋作为日本大师级的动画导演，

其作品无论是在美学表现还是精神内核的表达上，都

有着难以割舍的蒸汽朋克情结。

1 日本动画蒸汽朋克情结的源起

“蒸汽朋克”兴起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它不仅仅

是复古的繁琐装饰和对齿轮、蒸汽力量的崇拜，更是一

种文化风格，具有深层次的内涵。凭借其独特的美学

风格和不断发展的人文内涵，蒸汽朋克文化从未淡出

过人们的视野，且越来越被主流文化所认同，慢慢渗透

到人们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

《哈布洛先生》，美国 Irrational Games公司制作的射击

游戏《生化奇兵：无限》，捷克Amanita Design公司开发

的冒险游戏《机械迷城》等都是优秀的蒸汽朋克风格作

品，赢得了广大观众和玩家的喜爱。

“朋克（Punk）”也译作庞克，英文原意指没价值

的、低劣的物，或无聊的、年轻无知的人。朋克文化始

于20世纪70年代的音乐界，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广义的

文化风格，象征着反叛传统和权威、标新立异、无拘无

束的自由精神。“蒸汽”则指的是蒸汽革命，众所周知，

蒸汽革命发生在19世纪的英国，当时的“日不落帝国”

国力强盛，蒸汽作为主要动力来源推动了科技的迅猛

发展，轰动了整个世界。蒸汽革命的影响力之大不仅

体现在社会的物质方面，还体现在人们的认知层面甚

至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方面。人们原来的朴素认知被

颠覆，充满了对未来浪漫、乐观的幻想，以及隐隐的不

安，因此，这一时期诞生的艺术形式无论是在表象，还

是在深层次的精神内涵中，都给整个世界带来了不可

忽视的影响。

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冲击下，日本也于19

世纪60年代末走上了全盘西化与现代化的改革道路，

即众所周知的明治维新。善于学习的日本人大量引进

西方科技革命的技术成果，该时期蒸汽文明的宏大图

景深深印在日本人的脑海中，影响着整整几代日本人，

并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因此，日本怀旧文化中有

着浓厚的蒸汽朋克情结，这在日本多位动画导演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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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都深有体现，例如出生于 1928 年的手冢治虫、

1941年的宫崎骏和 1954年的大友克洋。手冢治虫的

开山之作《新金银岛》便带有明显的蒸汽朋克色彩，此

后的《铁臂阿童木》也延续了此种风格。大友克洋于

1954年出生于日本的宫城县，出道后就以机械设定而

为人们所熟知，被看作是手冢治虫的继承者。早在

1983年，他的短篇漫画《童梦》便获得第四届日本SF大

奖（SF即Space Fantasy），这是一个专为科幻小说家设

立的奖项，大友克洋成为首位获此荣誉的漫画家 [1]。

此后他的《阿基拉》动画版、《大都会》、《蒸汽男孩》、《迷

宫物语之工事中止令》、《回忆三部曲之大炮之街》等动

画作品在美学表现，或者精神内核的表达上，都渗透着

强烈的蒸汽朋克情结，其中《蒸汽男孩》更是蒸汽朋克

风格在动画领域的代表作品之一。另外，由大友克洋

担任编剧的《大都会》改编自手冢治虫1949年的漫画，

其从手冢治虫那里继承而来的，对科技既热爱又恐惧

的蒸汽朋克情怀，在影片中显而易见。除了手冢治虫

和大友克洋外，日本还有一位钟情于蒸汽朋克风格的

大师级动画导演——宫崎骏。对于宫崎骏而言，“蒸汽

朋克”更像是他展现魔法的道具，利用“蒸汽朋克”的架

空世界观，来展现他奇幻的魔法和无与伦比的想象

力。宫崎骏和大友克洋是两个风格截然不同的动画导

演，他们对于“蒸汽朋克”的理解和借用该文化风格所

表达的影片内涵自然也不尽相同。宫崎骏的影片大多

表现乌托邦似的幻想世界，关注人与自然的相处，以及

现代社会的荒谬，影片往往弥漫着理想主义与浪漫主

义气息。与宫崎骏相比，大友克洋则将现代性反思融

进了蒸汽朋克随时代不断发展的世界观之中，赋予了

影片更加复杂和深刻的内涵，主题也更为矛盾、灰暗和

晦涩。

2 大友克洋影片美学表现上的蒸汽朋克情结

在美学表现上，大友克洋偏爱用拼凑的表现方式

构筑他的动画世界，其作品充满机械感与华丽的复古

感，渗透着明显的蒸汽朋克元素。多数蒸汽朋克作品

的视觉表现形式起源于迪士尼的科幻电影《海底两万

里》，鹦鹉螺号潜水艇和船员水手的装备是蒸汽朋克风

格最为明显和突出的代表[2]。可以说，大友克洋的动

画作品中有着蒸汽朋克最明显的三个美学特征，即拼

凑美学、复古美学和机械美学。

2.1 拼凑美学

大友克洋蒸汽朋克风格的动画作品往往把新与旧

拼凑在一起，魔幻与科技感交织，落后与先进并存，各

种古怪理论和发明层出不穷的同时又有古朴的生活方

式存在。在影片《蒸汽男孩》中，各种复杂的蒸汽机关，

甚至飞行器都已经被发明使用的同时，用马车送信的

原始方式仍旧存在。另外，在视觉表现方式上，各种特

殊风格元素的简单拼凑、粗暴堆积是蒸汽朋克风格最

明显的特征之一。复杂的管道、齿轮、杠杆、压力表，裸

露的玻璃片、皮革、节流阀等机械元素随处可见，并以

有序且复杂的方式，通过铆钉拼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一

组机械装置，极具想象力。如《蒸汽男孩》中的蒸汽城、

《大炮之街》中小男孩的家，见图1-2。

2.2 复古美学

蒸汽朋克文化是一种以旧时代文化为基础的文

化，表现出一种复古美学的特征。《蒸汽男孩》的故事背

景就设定在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那是大英帝国的巅

峰时代，作品中随处可见蒸汽工业时代的图景：冒出腾

腾蒸汽的驱动装置、错落起伏的活塞、环环相扣且互相

联动的齿轮。在角色形象塑造方面，多采用维多利亚

时代的服饰元素，男性服饰元素有燕尾服、马甲、礼帽、

手杖和怀表。女性的服饰特点则是大量运用蕾丝、细

纱、缎带、蝴蝶结、抽褶、羊腿袖等宫廷元素，营造出华

丽繁复而又不失柔美的效果，见图 3。在色彩上，《蒸

汽男孩》、《大炮之街》等影片有一种煤气灯似的浪漫，

图1 《蒸汽男孩》中的蒸汽城 图2 《大炮之街》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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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红色（铁皮的颜色）、深蓝色（机械的颜色）、浓黄色

（黄铜、昏暗的煤气灯）、浓白色（蒸汽的颜色）等色彩的

精心调配成功营造出复古、怀旧的氛围。对于已经审

美疲劳的现代人来说，拙朴的蒸汽朋克风格有着无穷

的吸引力，创造了纯粹、别具一格的审美体验。

2.3 机械美学

以蒸汽为主动力，强烈赞美机械质感的机械美学，

是大友克洋蒸汽朋克动画作品的另一美学特征。这类

作品常常突破人类想象极限，赋予蒸汽超凡的力量，甚

至到荒谬的地步，例如影片《蒸汽男孩》中，只靠三个小

小的蒸汽球便可以给整座蒸汽城提供动力；另外，作品

中的机械设定大多造型拙朴、质感复古、结构外露、功

能至上，见图 4。大友克洋对于机械设定追求一种不

完美感与未完成感，他说：“我要看见的是一堆零件组

装在一起，但是还没有加上外壳时其粗糙质感尽显无

遗的感觉 [3]。”这正是蒸汽朋克风格独特美感的来源

之一。

3 大友克洋影片内涵的表达与蒸汽朋克世界观

大友克洋曾说，他想表达的是一种人性与科技的

斗争，他觉得拥有了某种力量（科技力量或者超能力）

的人类总是不能正确使用它，甚至反被这种力量所奴

役，他想在影片中探讨人类应该如何与庞大力量和睦

相处[3]。由此可见，大友克洋始终在探讨人类自身的

矛盾、人类与科技之间的矛盾。

这种复杂的矛盾心理植根于日本独特的文化土

壤：经济的高度发展，西方文明与传统东方思想的碰撞

与交织。正是这股文化并流中蕴藏的失落感与不安全

感导致了日本“菊与刀”式的复杂矛盾情结。在大友克

洋的影片中，这种矛盾情结体现在两点：一是对科技文

明的狂热与崇拜；二是对科技这种无法控制的力量感

到恐慌，对现代文明将走向何方感到忧虑（异化的人类

文明）。一方面，大友克洋对 19世纪的蒸汽文明感兴

趣，热爱机械文明。影片《蒸汽男孩》中，大友克洋将主

人公雷的祖孙三代都设定为极具发明天赋的科学家，

更是借爱德华博士（雷的父亲）之口说出“人类会对这

股压倒性的力量感到陶醉”。另一方面，大友克洋持有

“技术威胁论”的观点，即技术本身从一开始就代表了

它的创造者，人类随时会被自己所创造的科技成果反

噬。他的作品大都自嘲科学的荒诞表现因科技失控而

显示出的不受控于人类的力量，讽刺工业文明对人类

自由精神的蚕食，讽刺因此而变得机械麻木的人类。

在动画电影《阿基拉》中，游行队伍的口号“你们号召科

学，却扭曲真理；号称前进，却重复浪费；号称文明，却

荒废人心。现在是赎罪的时刻了”便体现了这一点，在

他的作品中，往往有极端的科学狂热分子为了科技进

步而忽略人性关怀，而这类狂热分子又往往被怀有一

定政治目的、经济目的的政府人员或者资本家所利

用。如影片《蒸汽男孩》中的资本家，将无所不能的科

学用于军事目的，只为扩大自己的资本力量，满足一己

私欲。

在忧患与希望并存的矛盾中，大友克洋冷静思考

人类自身的命运，相信人类文明的希望仍旧存在，并试

图在平行世界中寻找现代文明与人类存在之间矛盾的

出路。具体体现在两点，其一是人性尚存的人类。大

友克洋的动画作品着重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呼唤精

神的崇高，探索生命与爱的真义。影片《蒸汽男孩》中，

处处充斥着对人性、人类存在本身的拷问。雷的爷爷

在影片中就提到“不具理念与哲学的发明，只会带来灾

祸”、“人心要摆在第一位”。雷的爷爷坚信人心要摆在

第一位，爱才是人真正应该守护的财富，为了这个理念

他宁愿放弃耗尽自己一生心血的发明甚至生命。其二

是毁灭之后的重生与希望。毁灭之后的重生正是希望

的曙光，只有通过完全的破坏才能创造出新的和谐世

界。宫崎骏曾用站在东京废墟之上的异能少年来形容

大友克洋，他的作品中处处可见这种毁灭之后的曙光，

图3 《蒸汽男孩》中男女角色维多利亚时代的服饰元素 图4 《蒸汽男孩》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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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蒸汽男孩》中整座蒸汽城毁灭后科学仍继续发展，

《阿基拉》中整个东京城覆灭后仍要重生。

这与蒸汽朋克文化不断发展的世界观不谋而合。

通过华丽的表象来反思科学的本质，探索人类生存价

值与科技发展的关系（科技总是破坏性高于创造性），

以及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这正是蒸汽朋克文化一直

在探讨的命题。另外，对科技的乐观精神也是蒸汽朋

克文化的核心魅力之一。在《蒸汽男孩》影片的最后，雷

对着大小姐斯嘉丽说，科学的时代才刚刚萌芽，他的爷

爷与爸爸一定会再回来的。即便科学的发展带来诸多

的问题，但是科学本身依旧是积极的、向上的，如何使

用它，与它维持友善关系，才是人类始终要关注的问题。

4 结语

蒸汽朋克文化的独特美感与抓住现代人痛点的世

界观，使其即使在多元化的当代也不乏狂热爱好者。

大友克洋作为日本名扬海外的动画导演之一，其受使

命感与责任感的驱使，将蒸汽朋克文化的视觉表现方

式与人文内涵完美地融合进作品中，使之更具让人深

度思考的魅力。他的作品经常带有一种反叛情绪和勇

敢探索科学，不向恶势力低头的精神，爱与人性关怀始

终是他最想表达的主题。这和蒸汽朋克文化的关键命

题——科技革新与人性关怀的矛盾无疑是相符合的，

科学技术纵然在不断发展，但是科技应当受雇于人类

崇高的精神与爱，否则人类文明将会陷入荒谬、绝望的

境地。

大友克洋无疑是一位有情怀、有人文底蕴的动画

大师。他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蒸汽朋克情结对中国动

画发展的启示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巧妙地将外来文化

种植于本国的文化土壤，赋予传统文化瑰宝以现代

性。蒸汽朋克风格原本是产自西方的一种文化风格，

却被大友克洋巧妙借用，继承其文化内涵的同时赋予

其时代精神。在西式文化冲击东方文化的今天，崇洋

媚外和固步自封不可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时俱

进，发挥中华文化的包容力才大有可为。二是注重形

式和内涵的结合。大友克洋从来不是只看中了蒸汽朋

克文化的华丽外表，它与时俱进的精神内涵才是深深

吸引大友克洋的关键所在，也是其动画作品中多次采

用这种风格的真正原因。当下，中国动画创作者不仅

应该思考如何抓住观众的文化背景和心理诉求，同时

更应该深深了解并热爱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热

爱才有激情，唯有使命感与责任感并存的动画人才能

使中国动画走得更远，才能使作品具备深度思考的永

恒魅力。观众需要的是由内而外都独具中国特色、传

达中国精神、与他们同根同源的优秀动画影片，而不是

生硬模仿，或流于表面、囿于形式、内容浅薄，只为博人

一乐的文化快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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