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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古镇文化元素与动画场景设计

秦 佳 达 红

一、江南古镇及其文化元素

江南古镇，是个集合概念，在地理学上，泛指“长江

以南古镇”，尤其以江南水乡古镇为典型。江南原意长

江之南，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主要是指湖北以南的（长）

江南部分，包括湖南、江西一带；至唐代有江南道之说，

主要是指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江苏丹阳以东南和安

徽长江以南地区，其中的苏州、常州、湖州、杭州、淞江、

嘉兴被称为江南六府；到了清朝江西、浙江、江苏、安徽

被称为江南四省；至近代江南专指苏南和浙北一带。

我们现在所说的江南水乡范围与唐朝时江南六府大致

相同，包括江南的苏锡常，浙江的杭嘉湖及上海地区。 
江南古镇最具代表性的有六座，它们是江苏的中

国第一水乡——周庄、东方小威尼斯——同里、江南桥

都——甪直和浙江的枕水人家——乌镇、中西合璧的

巨富古镇——南浔、最具原生态型的古镇——西塘，这

六座古镇之所以成为古镇的代名词，是因为在 1982 年，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先生带领师生，对江南这

六个水乡古镇进行保护且成效显著；也因为 2001 年 4
月江南六大水乡古镇列入《世界遗产预备清单》。这六

所古镇以“小桥、流水、人家”独特的江南意蕴别具一

格，其清丽婉约的水乡古镇风貌、古朴的吴侬软语民俗

风情、深邃的历史文化底蕴，形成了情景交融、虚实结

合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性品格。关于诗性品格海

德格尔通过诗意存在、诗意通达、诗意道说、诗意会同

和诗意栖息阐述了诗意之思的内在逻辑，他认为，诗意

之思即是通过真理之思、艺术之思、语言之思、神性之

思，最终达到自由之境的求真历程 (2)。

极具视觉和文化特色的江南古镇，无疑是动画创

作中的优质视觉和主题资源，同样也成为动画本土化

表达的一种角度和路径。江南古镇独特的诗性文化品

格是由地域环境、历史演进和人文传承等多种原因共

同作用形成的，因此构成和代表江南古镇的标志性文

化要素同样也是丰富而多元的，这些文化要素总体上

可以分为“物质”和“非物质”两大类。

    （一）物质文化元素

江南古镇的物质文化要素主要指环境、建筑、构建

等“有形”文化要素。江南古镇的物质文化元素多与其

“亲水和泽”的地域特质紧密相关。“亲水”是江南小镇

之于水的主动融合与基本生态，而“和泽”则是水对于

江南小镇的眷顾、浸润和反馈。正是这种主动和被动的

和谐共存，使江南小镇形成了最为核心的关于“水”的

文化要素。江南古镇地处太湖流域，运河蜿蜒而过，呈

现出地势低洼 , 水网稠密，河湖密布的地理。白居易有

诗云：“阖闾城碧铺秋草，乌鹊桥红带夕阳。处处楼前飘

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这样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河

道是这一区域的主要交通纽带 , 从而构成了江南古镇因

水成镇、因水成市的亲水性文化。古镇的形态往往是依

水网自然成形，如单道河流形成带状城镇；“十”“上”字

形河流形成星形城镇；“井”字形河流形成方形城镇；以

及网状或树枝状河流形成团性城镇。这些古镇的河道

往往并不宽阔，往往是一条河两条街，河道拐弯街道也

跟着拐弯。这些古镇往往水道即马路，人家往往都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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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筑屋、傍河而居 , 常常是门前落轿，屋后泊船，彼此之

间以桥相连。而桥自古以来就是江南物质文化的重要

元素，从白居易描写苏州地区“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

三百九十桥”的诗句即可见一斑。江南古镇的桥依势而

建造型多样，具有极高的建筑结构造诣，而许多古桥在

桥墩、桥门雕刻的楹联诗句，更是为江南古镇之桥增添

了文化和艺术价值。而桥又巧妙地将粉墙黛瓦、柳岸石

街、园林雨巷等诸多物质文化元素串联起来，展现出一

派生动美好的江南古镇风貌。从动画创作的角度来看，

这些物质文化元素还可进一步联被研究和挖掘。比如，

江南古镇的建筑并非只有粉墙黛瓦的外部特征，从门楼

到门鼓、门雕再到影壁、照壁，从花墙、花窗到牌匾、梁柱

再到神龛、风水楼，实则讲究颇多且都兼具审美与文化

价值。而江南园林造法和古村落布局中的取法自然、一

步一景、曲水之趣等特征背后，更包含着值得深入探究

和视觉再现的江南古镇物质文化本源内核，所有这些物

质文化元素又都与“水”紧密关联、一脉相承。

（二）非物质文化元素

除了有形的物质文化元素外，传统工艺、信仰习

俗、美术文娱，甚至饮食起居等非物质要素同样从另一

个维度构建了江南古镇的文化特质。就传统工艺而言，

蜚声海内外的苏绣显然是与小桥流水、粉黛人家和曲

径园林同样重要的江南古镇传统文化符号。早在 2000
多年前的三国时期，史书就有关于江南地区刺绣工艺

的记载，而建于五代北宋时期的苏州瑞光塔和虎丘塔

也都曾出土过苏绣经袱。苏绣沉静细致、清雅温婉的

风格特点，也确与江南古镇的文化特质相互印证。苏

绣只是江南古镇文化中众多优秀传统工艺的代表之

一，还有无锡的惠山泥人、常州的留青竹刻、金坛的刻

纸、桃花坞年画等等手工艺传承，都是极具江南特色的

非物质文化元素，而这些元素都共同构成了江南古镇

的文化意味。除了传统工艺，江南古镇长久以来的信

仰与习俗，同样形成了许多颇有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

化元素。比如，苏州的轧神仙庙会、乌镇的盂兰盆节等

风俗活动就很好地体现了江南古镇文化中关于人和生

活的内容。从文娱方面来看，天宁寺梵呗唱诵、溧阳竹

马灯、小热昏、苏州评弹、江南丝竹等，也都同样将江南

古镇中的水乡人的生活状态和文化取向传承了下来。

再如西塘八珍糕、乌镇姑嫂饼，南浔橘红糕、周庄月饼、

溧阳青团等传统美食，同样丰富了关于江南古镇文化

的感受和维度，让江南古镇变得“生动鲜活”起来。由

此可见，对于动画创作来说，这些非物质文化元素似乎

并不是最直接的视觉关联或场景表达，但却成为更值

得挖掘的创作素材，从而使包括动画场景设计在内的

动画空间场域创设找到了灵魂。

二、江南古镇文化元素与动画场景设计的“诗化再现”

“诗化”是当代人文学科发展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

象和趋势。哲学等人文学科通过与文学、诗学的联姻，

借助诗化语言，追求诗意境界，走出科学主义的窠臼，达

到与生活世界乃至生命的融通 (1)。动画由故事、角色和

场景三大要素构成，而场景是动画故事和角色得以存在

最典型的环境，现代动画场景指的是影视动画角色活动

与表演的场合与环境。动画主场景在动画片的画面中

所占的比重最大，是最容易打上某种文化烙印的载体，

所以它是动画文化精神展示的重要手段。一部优秀动

画片的场景往往是民族文化、自然地理风貌与时代特征

融合的产物，同时也是体现艺术风格的重要手段。中国

地域广袤，文化形态众多，各具特色，如果不能把握各地

文化的精髓，常常会导致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结果。在

动画场景的设计中第一要注意的就是场景具有从动性

的特点，创作者要统筹并驾驭故事情节所发展的历史背

景、文化风貌、地理环境和时代特征等，从而为动画故事

的生动展陈规划好相应的场合。要知道有时候如果场

景色彩、造型、景物、风格的设计极富特色，它常常也会

成为演绎故事情节的主体，成为主要“角色”。无论是在

文学作品中还是影视作品里，江南古镇自由、婉约的气

质，总给人一种个性鲜明的审美体验。刘士林认为，中

国的文化本就是诗性的，而江南尤甚。在江南文化中有

一种最大限度地超越了儒家实用理性，代表着生命最高

理想的审美自由精神。因此，涉及江南古镇的动画场景

设计应与故事、角色一起充分还原江南古镇这种自由、

婉约的诗化气质，充分表达其审美自由精神。在动画场

景设计中对于江南古镇文化要素的有效运用绝不仅是

对视觉要素的简单复制与借鉴，而是一种“诗化再现”

的元素重构过程，是“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元素

融合后的“诗化再现”。其原因有三。首先，江南古镇

的文化气质本身就是充满诗性意味的，不能体现这种诗

性意味也就不能够真正意义上反映江南古镇的文化本

质和特色。其次，江南古镇文化元素在动画场景中的诗

化再现，能够帮助动画片最快地营造出丰满贴切的故事

语境，促使故事完成最有感染力和说服力的叙事过程。

最后，江南古镇文化元素的“诗化再现”也成为一种对

文化元素选择的约束，只有最能代表和体现江南古镇文

化特色的元素，才能最有效地完成“诗化再现”的目标。

因此，“诗化再现”成为本文探讨江南古镇文化元素在

动画场景设计应用中的集中视角。

动画场景的诗化再现是指对于现实或想象的场景

203

视野／江南古镇文化元素与动画场景设计／



设计具有诗的审美目标，采用富有诗意的方式呈现，或

表现为整体构思上寓于诗情，或表现为局部的构造设

计充满诗意，是设计者经过精心提炼而创造的某个特

定氛围、特定场景，充满着浓郁的抒情气息，凝聚了丰

蕴的哲理意味，重视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有无结合的

诗意空间创设。诗意的表达方式有委婉的，有直抒胸

臆的，而婉约、精致、柔美是江南古镇最具特质的诗意，

其中“水”无疑是诗眼所在。

“诗化”是将江南古镇这些或实或虚的文化要素进

行有效场景设计转化的积极手段，同样也是中国动画

本土化表达的有效视角。具体来看，江南古镇文化元

素的可视化形象载体归纳而言有“夜、雨、桥、房”四个

方面，其中的“烛、月、烟、伞、河、舟、白、黑”又是与之相

对应的再细分，这些要素利用各自或“虚”或“实”的属

性完成了场景再现，有效完成了渗透江南古镇文化诗

化的语境搭建。（如下图）

接下来我们就重点探讨下具有诗化特质的江南古

镇文化元素之于动画视觉化呈现最重要的手段——动

画场景设计的问题。动画场景设计者一方面要努力发

掘与诗化场景再现相对应的视觉要素，另一方面又要

努力摆脱各种貌似中国元素的视觉要素的干扰，动画

场景设计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语境搭建”的过程。2016
年在网络上迅速走红的《中国唱诗班》的两部动画片

《相思》和《元日》就将江南元素运用到极致。《相思》

以王维的诗作《红豆》为背景贯穿始终，用一颗红豆作

为引子，在黄梅雨笼罩的江南青瓦黛墙中，一把撑开的

油纸伞下，一颗掌心的红豆为引，讲述了三百年前嘉定

名仕王初桐和六娘青梅竹马、红豆定情却无缘相守的

故事。《元日》取自王安石同名诗作，以一个孩子的眼

睛去看明代嘉定春节的传统与习俗，将市廪中的物阜

繁华、爆竹喧嚣，冰糖葫芦、吹糖人、花灯、舞龙、放烟花

等一一呈现；通过家长对孩子的耳提面命的教育和“嘉

定四先生”之一唐时升家中的拜年情景，与一介寒士家

中一碗“贺年羹”里的朴拙温情融汇在一起，炖出古时

春节里的世情况味。这两部都是纯手绘的动画，意境

唯美，情节细腻，动画中的每一个场景，无论是青砖房

乌篷船还是对联剪纸刺绣、小桥流水人家……都是美

如画的江南图景。而爱情中的淡淡的欢喜与哀伤，如

江南的雨，丝丝入扣、深入心扉；《元日》中孩子偷吃时

家长的教诲、士子给老师拜年时的情景将江南的诗书

礼节传递出来，使得动画无论是场景还是情感都透着

浓浓江南风，古朴细腻，似被江南的烟雨蒙蒙浸润着。

在这部以江南文化为主要背景的动画片中，我们

可以看得出作者对江南文化特质的深入理解，无论是

江南婉约、精致、柔美的文化特质还是江南古镇的“小

桥、流水、人家”的场景符号都带着浓厚的江南特色，从

而使观众深深沉醉，大呼这是极纯粹的“江南风”动画。

实则整个创作团队中除了出生在福建的导演彭擎政，

其他参与绘制的人都来自北方，无法理解那种多雨多

水黏稠的质感，为此团队请来了两位历史学家，并集体

在嘉定住了一周，好好感受了一把湿漉漉的梅雨季与

江南古镇的独特之美。在制作动画场景时，大到历史、

时代背景，小到街边的某件物品甚至六娘出门时露出

的小脚，都尽了最大努力去贴合江南的特质。可见抓

住文化特征表现文化精神，在包括动画场景设计在内

的动画创作中有多么重要。

作为极富本土文化特色的人居空间和生态场域，

江南古镇无疑是非常优质的动漫场景创作原型和来源。

江南古镇对于动画场景设计乃至中国动画创作的影响，

不仅止于提供物质文化元素的视觉形式，而是其非物质

文化元素在动画世界中的消解、聚合与再现。没有文化

内核滋养的场景，绝无法营造出江南古镇特有的文化语

境。中国动画要真正做到具有民族特色，需要动画工作

者沉下心来，在充分理解中国人物、中国历史、中国场景

的基础上，通过场景、细节以中国式的叙事方式呈现出

来，毕竟“维护诗性文化的利益与安全 , 既是我们对中

华民族应该承担的伦理职责 , 也是对人类文化必须做

出的庄严承诺”。(3) 动画场景是动画故事和角色得以存

在的典型环境，其在动画片的画面中所占的比重最大，

能够非常容易地打上某种文化精神的烙印，从而成为动

画文化精神展示的重要手段。江南文化是中国文化中

极具符号性的一种，准确把握江南古镇的文化元素，并

在动画场景设计中去表现升华江南古镇的诗性品质，不

失为表现好中国动画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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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教师话语研究述评（1997-2017）

杨加印 彭 爽

语言作为沟通与交流的重要方式，是人类传道授

业解惑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教师话语（teacher talk）
是指教师在课堂上为组织和从事教学所使用的语言。

国外课堂教师话语研究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左右，

1952 年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哈里斯（Z.S.Harris）首

次使用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这一研究术语。

1966 年，Bellack et a.l 提出课堂话语四个步骤分别是

建构、引发、应答和回应。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跨学科

研究的深入和演变，教师话语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新学

科。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数据实证

研究，研究者对教师话语研究时既注重形式（formal）
特征，即教师话语语速、词汇、语法等，又注重其功能

（functional）特征，即教师话语量、提问反馈方式等等。

国内对教师话语的研究起步较晚，相对于蓬勃发

展的英语课堂各类研究来说，对外汉语教师话语分析

还不够充分。作为教学媒介和教学内容二者合一的教

师话语在二语习得课堂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它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着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和教学质量，是

应该重视的研究对象。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越来越

多的学者开始参与到这一研究方向当中，并且深层次、

多方位地扩展了该研究领域。本文结合近二十年来

（1997-2017 年）国内对外汉语教师话语的研究和发展，

力求比较全面地总结一下该领域当前的研究状况。

一、基于数据库的分析

（一）文献检索说明

本文检索使用的数据库为“CNKI 中国期刊全文数

据库”，截至 2017 年 12 月，在该数据库以篇名为“英语”

并含“教师话语”进行精确检索，可以看到共有 616 篇

文章，以篇名为“对外汉语”并含“教师话语”进行检索，

共有 17 篇。为了扩大搜索范围，以主题代替篇名，搜索

词改为“对外汉语”“教师”和“话语”，对外汉语类增至

313 篇，而同时英语类高达 3687 篇，暂时不讨论内容，单

凭数字的悬殊对比也可见对外汉语在该领域的研究还

相对薄弱，但同时也证明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二）文献检索结果统计分析

1．研究发展趋势

我们把扩大范围搜索到的文章按照年份和对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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