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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apan’s animation industry has developed in the past half century. Toei Ani-
mation,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956 and symbolizes the beginning of the 
Japanese animation industry, put forward the goal of becoming the Disney of 
the East at the beginning of its development, showing its ambition to chal-
lenge the Western Disney with the image of the East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ast-West dichotomy. This paper takes this East-West perspective as a 
clue and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that Japanese animation has gradually 
formed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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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文化自信、文化强国的倡导下，当前中国的动画产业正在如火如荼

地发展，针对动画产业的研究也开始被重视。中国方面针对日本动画产业

的先行研究有很多，但主要集中于对于日本动画产业的发展经验学习(景
宏，2006 [1]；赵政原，2008 [2])。日本方面则有不少集中于日本动画产业

历史的著作(増田，2007 [3]；津坚，2011 [4])，主要是动画产业从业者撰

写的成功经验回顾，视角也限制于日本一国。本文基于这些先行研究，横

向对比了日本和中美两国动画之间的异同，结合历史分析，总结出了一套

新的日本动画产业的发展史划分方法，希望能为日本动画产业研究提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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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考视角。 

2. 1940年代~1950年代：受中国影响的启蒙 

如今日本的动漫产业规模远大于中国，但其实现代中国动漫的兴起要早

于日本。“日本动漫之父”手冢治虫在 20 世纪 80 年代访问中国时，曾表示

自己对中国动画电影《铁扇公主》(日本版名称：《西游记·铁扇公主之卷》)
印象深刻，当时还是初中生的手冢被精美的制作和有趣的故事所吸引，颠覆

了以往对中国的轻视态度[5]。《铁扇公主》(1941，图 1)是中国动画的开拓者，

万氏兄弟创作的亚洲第一部长篇动画，于 1942 年被日本当作“战利品”带回

本土并上映。手冢在这部中国动画中第一次感受到长篇动漫在叙事上的魅力，

被神秘的东方冒险故事所吸引，由此对后来日本动漫的发展也产生了影响。

手冢一生致力于中日动漫事业的友好交往，他受《西游记》影响颇深，还创

作了自述式漫画《我的孙悟空》。 
无独有偶，代表着日本动漫产业化开端的东映动画公司，在创立后推出

的日本第一部彩色长篇动画《白蛇传》(1958，图 2)也改编自中国传统故事。 
 

 
图 1. 中国版《铁扇公主》的画面。(来源：哔哩哔哩动

画，https://www.bilibili.com/bangumi/play/ep313127)。 
 

 
图 2. 日本版《白蛇传》的画面。(来源：东映动画，

http://lineup.toei-anim.co.jp/ja/movie/movie_hakuja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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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映动画公司在 1956 年创立之初就提出“至少要成为东方的迪士尼”([6], p. 
67)的口号，即成为东方的代表与迪士尼所代表的西方抗争，也不失为一种“自

我东方化”的体现。《白蛇传》模仿了当时中国动画的风格，上映后很快输

出到美国，并获得了第一届威尼斯儿童电影节特别奖。 
东映动画在此之后，又对手冢治虫的漫画《我的孙悟空》进行改编，两

年后就上映了日本版长篇动画《西游记》(1960，图 3)，几乎同时期，中国上

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也推出了《大闹天宫》(1961，图 4)。可以看到，即使这一

时期中日两国还未正式建交，但是无论是题材选择还是作画风格上都非常相

似。两部动画都选择了《西游记》这一部作品，并且画风上也都带有强烈的

手绘线条感，不同之处在于，日本版的线条更加简单，配色更加鲜艳，而中

国版的线条更加繁复，花纹更为复杂，配色上也多了许多渐变手法。同时，

日本版和中国版的孙悟空都在眼眶处做了红色突出，但不同之处在于，中国

版采用的是更加复杂的京剧脸谱样式。东映动画推出的两部中国风格动画，

在上映后都很快输出到国外，并饱受好评。日本动漫产业之所以对传统中国

故事如此感兴趣，《西游记》制作者白川大作的一段采访回答或许可以说明。

当被问到为何在推出《白蛇传》后又马上回到中国故事《西游记》，白川表 
 

 
图 3. 日本版《西游记》的画面。(来源：东映动画，

https://lineup.toei-anim.co.jp/ja/movie/saiyuki/)。 
 

 
图 4. 中国版《大闹天宫》的画面。(来源：哔哩哔哩动

画，https://www.bilibili.com/bangumi/play/ep319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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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在西洋的东西上根本没法打败迪士尼，于是我们想到了中国和《西游

记》[7]。” 

3. 1960s~1980s：欧美化的形成 

1937 年 12 月，美国华特·迪士尼影片公司(以下简称迪士尼)制作的动画

电影《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在美国首次上映后就席卷了全球，影响了世

界动画的发展。该电影于 1938 年在中国上海上映后，引起了万籁鸣和万古蟾

的注意，由此下决心制作出属于中国的公主动画《铁扇公主》；而日本则因

为二战等历史原因，直到 1950 年才得以正式上映，据说手冢治虫在电影院反

复看了 50 遍。可见迪士尼的公主故事给当时全世界的动画产业都带来了巨大

的影响。 

也正因此，1956 年日本第一家动画公司东映动画成立后，才决定要全面

向迪士尼学习。正如上一章节所提到的，东映提出了“至少要成为东方的迪

士尼”这样的战略。日本动画协会理事山口(2004)在评价东映动画公司时，认

为其对日本动画产业最大的贡献，就是导入了美国的制作系统，改变了日本

原本的个体制作模式([6], p. 67)。东映动画在成立的第二年，就赴美国迪士尼

等公司学习产业化流程，由此使得日本动画产业规模急剧增大，正式踏入文

化的工业化生产之中。 

就是在这种围绕华特·迪士尼公司进行的全方位学习中，日本动画产业

也吸收了很多当时迪士尼动画的特色，比如迪士尼的公主动画。华特·迪士

尼动画工作室从《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开始，就开始着手推出“迪士尼

经典动画长片”系列，至今已经陆续推出了 60 部作品[8]，其中最为代表性的

就是迪士尼的公主动画。在日本动画产业起步的 20 世纪 50 年代，迪士尼正

好推出了继《白雪公主》后的第二部公主动画《灰姑娘》，当时的一张电影

海报中标语写着“自《白雪公主》以来最棒的配乐爱情故事”(图 5)，可以看

作是对《白雪公主》类型叙事的延续。结果是，《灰姑娘》的确成为了迪士

尼动画的又一经典，迪士尼也由此开启了公主故事系列。1959 年，迪士尼又

推出了第三部公主动画，《睡美人》(图 6)。有意思的是，除了 20 世纪 50 年

代的两位迪士尼公主都是金发以外，之后迪士尼便很少再继续生产金发公主，

公主开始走向多元化的发色，正如《无敌破坏王 2》(图 7)中的那张迪士尼公

主合影一样，如今金发早已不再是迪士尼公主的唯一选择。 

但是这种早期形成的金发公主印象，却似乎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日本动画

产业的记忆中。《灰姑娘》于 1952 年在日本上映，由此给当时的日本带来了

少女风的流行。据说故事中用破旧材料变身华丽衣装的变身形象，与美国在

二战时期实行的“服装管制令(1940~1945)”有联系[9]，即战争期间关于服装

设计等的规定使材料的使用保持在必要的最低限度。而《灰姑娘》中由灰头

土脸变身为华丽公主的故事，也给当时战后重建的日本民众给予了很大的希

望。不同于如今通常针对《灰姑娘》中女性对男性强烈依赖的批判，当时的

日本将《灰姑娘》视为女性成功的范本，日本女性在故事和衣装上都开始模

仿起灰姑娘的样子来，由此，面向日本少女的商业市场也被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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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世纪 50年代迪士尼公主动画《灰姑娘》的海报。(来源：MoviePosterDB，
http://www.movieposterdb.com/cinderella-i42332/a2e30aa4)。 

 

 
图 6. 20世纪 50年代迪士尼公主动画《睡美人》的海报。(来源：MoviePosterDB，
https://www.movieposterdb.com/sleeping-beauty-i53285/087de5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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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现代迪士尼公主的“合照”。(来源：Princess Wall Poster，
https://www.walmart.com/ip/Wreck-It-Ralph-2-Princess/670614
780)。 

 

20 世纪 70 年代起，东映动画接连推出了由经典故事改编的动画长片，

1975 年推出《美人鱼》，1978 年推出《大拇指公主》，1981 年推出《天鹅湖》

(图 8)。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日本动画中，公主的发色无一例外都是金色。 
同时期，东映推出的少女动画也风靡一时，如 1976 年起推出的《小甜甜》

系列，1979 年开始播出的《花仙子》，1987 年播出的《LadyLady!!》等(图 9)，
在这些以欧洲为背景的动画中，女主角乃至全家的特征都以金发为主要特色。

可以说，这一时期批量出现的金发主角设定，奠定了日本动画中金发的西方

象征意味，但是这种金发设定也仅限于欧洲背景的故事中。在 20 世纪 80 年

代以前，日本动画产业选择的西方叙事主要基于对迪士尼动画形象的模仿以

及对西方童话故事的改编，主角通常为王室或贵族，生活在城堡或庄园里。 
这个时期，日本动画产业已经从美国的迪士尼和环球影业引进了一套完

整的动画产业流程，作画风格和故事理念也开始向美国靠近。在手冢治虫当

时已推出的《铁臂阿童木》中，已经明显融入了美式动画的风格和审美，比

如大眼睛的机器人和白色络腮胡子的科学家形象，看起来就像是美国生产的

动画一样。因此，此时推出的《悟空的大冒险》中，画风一改前几部《西游

记》改编作品的中式戏剧风格，开始变异为西方视角中的东方形象，甚至产

生了不伦不类的东西方混搭。比如天庭中的中国神仙，不仅长着西方刻板印

象中的中国八字胡须，甚至还顶着天使标志性的光环(图 10)。 
1978 年，东映动画又推出了西游记的改编作品，《太空西游记》(图 11)。

该作品推出了两季 TV 动画和一部剧场版，制作人石川英辅还制作了《水浒

传》和《三国演义》的科幻改编版本。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这几部作品虽

然号称是对中国传统的改编，但是与原作可以说是毫无关联。对于东方的描

述成为了仅限于标题的异国趣味。 
1986 年，东映动画再次从《西游记》取材，制作出《龙珠》(图 12)。这一

系列作品堪称 20 世纪 80 年代乃至日本动画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拥

有《龙珠》《龙珠 Z》《龙珠 GT》《龙珠超》四部 TV 动画，以及至今 26 部剧

场版动画电影。作品初期中保留了《西游记》原作中的部分角色设计，比如

孙悟空，长着猴子尾巴，拥有如意棒，踏着筋斗云，还有牛魔王和铁扇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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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金发的公主们——从左到右：《美人鱼》《大拇指公主》《天鹅湖》。(来源：

东映动画，https://lineup.toei-anim.co.jp/ja/)。 
 

 
图 9. 金发的女主角们——从左到右：《小甜甜》《花仙子》《LadyLady!!》。(来源：

东映动画，https://lineup.toei-anim.co.jp/ja/)。 
 

 
图 10. 开始转向为西方化的审美——左边为《铁腕阿童木》，右边为《悟空的大冒险》。

(来源：虫制作所，https://tezukaosamu.net/jp/anime/)。 
 

 
图 11. 《太空西游记》的画面。(来源：东映动画，

https://lineup.toei-anim.co.jp/ja/tv/starginger/)。 
 

可以看到《铁扇公主》的痕迹。但是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到后期已经与《西

游记》毫无关联了。《龙珠》系列作为日本动画史上影响力最大的一部作品，

风靡日本乃至全世界，但是也因此使得许多不了解《西游记》的外国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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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龙珠》的画面。 (来源：东映动画，

https://lineup.toei-anim.co.jp/ja/tv/dragon/)。 
 

其中的文化背景产生了误解，比如认为孙悟空就是《龙珠》原创的角色[10]。
《龙珠》系列的动画作品一直到最近还在更新，2021 年曾官方宣布将在 2022
年上映新剧场版电影。至此，日本动画中的《西游记》狂热，可以说是几乎

全部集中到了《龙珠》这一系列中。在此之后，虽然还有如《最游记》这样

的作品，但是无论是角色设定还是故事情节，都与原著相去甚远，只能说是

取了个类似的名称，“蹭”了《西游记》的热度而已。 

4. 1990s~2010s：东方和西方的混合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日本动画产业却迎来了发展的黄金

期。世纪之交的 20 世纪 90 年代~21 世纪 00 年代涌现出更多原创动画叙事，

西方形象开始以浓烈的姿态融入日本，金发形象开始走进日本动画的本土叙

事中，最为代表性的就是 1992 年东映动画开始推出的《美少女战士》系列(图
13)。美少女战士的外貌是金发蓝眼、雪白皮肤的典型高加索人种形象，背景

前世是住在城堡的魔法公主，但是日常生活中却是穿着日本学生制服，甚至

还有点傻傻的普通日本学生。从此，日本动画中的金发的形象就不再是遥远

的异国故事主角，而是走进日本，成为日本角色的一部分。《美少女战士》

系列距今已有 30 周年，仍然有着强大的衍生品市场，可见对于当时的日本动

画产业来说也影响力巨大。在同一时期，连经典男性向动画《龙珠》系列中

都开始出现金发，20 世纪 90 年代的《龙珠 Z》中，悟空从原本的黑色头发，

进化出了完全金发的“第三大终极形态”(图 14)。可以说，正是受到 20 世纪

90 年代《美少女战士》的影响，金发才开始深切地融入日本本土的故事中，

在日本动画所虚构的社会中，才开始出现许多融合了东西方背景的角色。 
这种金发的变迁虽然打破了原本东西方叙事之间的屏障，但是金发所象

征的高贵形象却作为一种刻板印象被保留了下来。21 世纪 00 年代的代表性

少女动画《樱兰高校男公关部》(图 15)中，有五名日本人男性配角，但唯有

男主角是拥有法国背景，被称作“陛下”的金发王子形象。角色设定中的金

发特征，暗示着一种优于本土的主角地位。日本动漫产业从学习迪士尼到自

主创作的过程中，对于金发的使用从西方故事的模仿走向了本土主角的表现，

由此，金发作为一种优越性的象征被固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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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作为主角的金发亚洲人——《美少女战士》的女主角“月野兔”。

(来源：http://sailormoon-official.com/world/moon.php)。 
 

 
图 14. 作为主角的金发亚洲人——《龙珠》的男主演“孙悟空”。(来
源：http://lineup.toei-anim.co.jp/ja/movie/movie_doragonball_ryuken/)。 

 

 
图 15. 金 发 特 征 显 著 的 男 主 角 。 ( 来 源 ： 哔 哩 哔 哩 动 画 
https://www.bilibili.com/bangumi/play/ep26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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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 10 年代，日本动画对东西方的叙事策略似乎走向另一个极

端。一方面，日本动画中出现的西方角色仍然以金发为主，尤其是在表现东

西方文化冲突的混合式叙事中，金发所象征的西方文化相比起日本的东方文

化显得更加优越。2013 年播出的漫画改编的少女动画《黄金拼图》中，讲述

了来自日本和英国的两个少女之间的友情。如同和动画题目中对金色的突出

一样，黑发的日本主角在看到金发的英国少女后，对她的金发展现出极大的

爱慕。而英国的日常场景，在女主角眼里也都是一种闪闪发光的高级象征。

事实上，动画开头就出现了更加写实的英国场景，伦敦街头几乎看不到亮金

色头发(图 16)。这意味着，即使动画创作者和观众都知道，现实中并不是所

有的英国或者欧洲人都是浅金色头发，但是在日本动画中，仍然将这种金色

头发作为一种代表西方的、更加漂亮的象征。这反映了日本动画产业及其观

众的一种喜好倾向，一种对金发隐喻的崇拜。这种对金发的迷恋以及对其代

表的西方的崇拜，尤其体现在日本动画中东西方特征对比的场景里。 
另一方面，原本只象征西方的金发，也开始频繁出现在日本人形象中。

金发不仅出现在西方角色身上，还常见于日本人主角当中，尤其是为了凸显

角色的海外生活背景，或者突出于常人(东方人)的美貌。比如 2012 年播出的

轻小说改编动画《樱花庄的宠物女孩》中，从英国回来的天才女主角，虽然

按照设定是英语 0 分的日本人，但是与配角相比，浅金色的头发和更白的肤

色去凸显了女主角的地位。再如 2014 年播出的漫画改编动画《四月是你的谎

言》中，原本是深色头发的普通日本学生的女主角，在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后，

大胆地把自己的头发染成金色，因此一举从路人中凸显出来，成功地吸引到

男主角的目光，从路人角色转变为女主(图 17)。 
 

 
图 16. 《黄金拼图》的画面——左边是日本女主角与英国少女第一次见面的场景，日

本人的台词是“好漂亮的…金色”；中间是住宿家庭的妈妈在向女主介绍房间的场景，
所有的场景都是金光闪闪的；右边是动画片头出现的更现实主义的英国街景。(来源：

哔哩哔哩动画，https://www.bilibili.com/bangumi/play/ss443)。 
 

 
图 17. 金发的日本人女主——左边是《樱花庄的宠物女孩》中的金发日本人女主

(来源：哔哩哔哩动画，https://www.bilibili.com/bangumi/play/ss687)，右边是《四

月是你的谎言》中染了金发后的日本人女主(来源：哔哩哔哩动画， 
https://www.bilibili.com/bangumi/play/ss1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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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由游戏编剧所写轻小说改编的动画《路人女主的养成方法》(2015)
之中，为了反差效果，编剧特意将拥有金发“主角配置”的角色安排成配角，

而女主角则是深色头发且性格内向不起眼的“路人”。在遇到日本人主角和

外国背景配角之间的优越形象冲突时，金发甚至会让位给日本人主角，而外

国角色则被安排一种不存在于真实世界的发色。比如同在 2015 年播出的漫画

改编动画《干物妹！小埋》中，十项全能且美貌的日本人少女主角是一头金

发，而出生于德国的配角却被安排成蓝色的头发(图 18)。 
原本属于西方刻板形象的金发白肤，开始逐渐被日本形象所占领，有时

甚至被日本传统形象所制约。但是在多数场合，这些西方特征即使表现在日

本角色身上，仍然显示出一种优越的与众不同。在《四月是你的谎言》中，

甚至能直观地看到一个从传统日本形象到刻板西方形象的改变，而这种改变

的结果在动画中是非常正面的。这意味着原本来源于迪士尼动画中的金发西

方形象开始受到来自日本本土身份的挑战，虽然在这种挑战中，金发的优越

性暗示仍然是显著的。这种西方化的优势特征，仍然没有摆脱历史上继承下

来的金发刻板印象，即对金发所代表的西方的崇拜感。 
从上述可以看到，随着日本动画产业的发展，其对东西方的描述也在逐

渐变化。从传统金发碧眼的西方叙事，到逐渐走进日本的西方角色，再到具

有传统西方特征的日本人角色，日本动画产业的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现代

日本对西方的吸纳史。 
在这个过程中，金发作为一种优越性的象征被固定了下来。金发的设定

也从西方的贵族故事角色走向了本土故事主角。金发以及其代表的西方背景，

也作为一种更优越的认知被保留了下来。 
当然，现代日本动画产业所创造的这些金发女主角，并不是真正的西方

故事主角。因为日本动画产业毕竟根植于东方的日本，如果真的完全照搬西

方的女主角形象，那么日本动画产业想必也会沦为一种西方故事的代工厂，

而无法真正作为一种可以立足于世界动画产业中的国家支柱型文化产业。在

日本动画产业所创造的架空世界中，日本人的主角形象可以说是既有西方特

征的美貌，又具有东方特征的性格。这些金发白肤的日本人主角，既在外观

上接近日本人所设想的西方形态，又能毫无违和，或者是更加优秀地融入日

本的集体主义中。这种西洋化的日本人设定，可以说是代表了一种日本社会

的集体审美和向往，也可以看作是现代日本文化中的“和洋折衷”产物。 
 

 
图 18. 和外国人对比的日本人主角——左边是《路人女主的养成方法》中有意设

的金发配角(前)和黑发女主角(后) (来源：哔哩哔哩动画， 
https://www.bilibili.com/bangumi/play/ep28160)，右边是《干物妹！小埋》中金发的日

本主人公和蓝发的外国配角(来源：哔哩哔哩动画， 
https://www.bilibili.com/bangumi/play/ep63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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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本文通过横向对比日本动画与中美两国的动画发展历史，参照日本动画

产业发展中采用的东西方二元视角，总结出在日本动画产业的发展史中，按

照不同的特征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 1940s~1950s：受中国影响的启蒙。受

到当时优秀的中国动画《铁扇公主》的影响，日本动画产业发展的早期不仅

选取中国古代经典作为题材，而且连画风也与中国动画相似。2) 1960s~1980s：
欧美化的形成。在日本动画的产业化进程中，由于大量引进迪士尼等美国动

画的作画系统，因此在审美上开始走向欧美化；同时由于迪士尼公主动画的

盛行，金发的公主形象也成为日本动画中对欧美形象的刻板化描述。3) 
1990s~2010s：东方和西方的混合。随着日本动画的自由发展，金发开始脱离

传统的西方故事，逐渐成为日本叙事中的一部分，日本动画中的主角开始出

现金发日本人的设定。尽管金发进入了日本社会，但是金发所代表的优越性

象征依然被保留了下来。日本动画产业在成为“东方迪士尼”的道路上，先

是从中国经典故事入手，然后模仿迪士尼动画的审美，最后形成了如今“金

发日本人”的特征形象。从东西方的二元视角来看，日本动画产业在产业化

起步到发展至今，可以说是完成了一次当代日本文化的“和洋折衷”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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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成为东方迪士尼”的路径：日本动画的产业发展与特征变迁 

摘要：日本的动画产业是在近半个世纪发展起来的。成立于 1956 年，象征着

日本动画产业开端的东映动画公司，其在开展之初就提出了“成为东方迪士

尼”的目标，展现了在东西方二元对立的视角下，以东方形象挑战西方迪士

尼的野心。本文以这种东西方视角为线索，探讨了日本动画在产业化发展过

程中逐步形成的特征。 

关键词：日本动画，产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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