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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nimated film "I Am What I Am" has won praise from the industry for its distinctive artistic style and emotional 

resonance. However, there are good and bad reviews about the movie "I Am What I Am" on the Interne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look at the online film review of "I Am What I Am" from a new perspective of digital narrative, that is, to 

analyze the reasons for the mixed reviews on the Intern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ive text, narrative time and space 

and narrative media, so as to provide audiences with objective analysis and rational treatment of online film re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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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动画电影《雄狮少年》以其鲜明的艺术风格和情感共鸣赢得了业界好评。但是，在网络中关于《雄狮少年》的

电影评论却褒贬不一。本文试图从数字叙事的新视角看《雄狮少年》网络影评，即从叙事文本、叙事时空和叙

事媒介分析网络中良莠不齐的电影评论的成因，为观众客观分析和理性对待网络影评提供思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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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动画电影《雄狮少年》是 2022 年贺岁档中的一

匹黑马，以其鲜明的艺术风格和情感共鸣赢得了业界

好评。在动画发展的多元期待中，《雄狮少年》将传统

文化的传播与现实人文的关注结合起来，为观众传达

出一种民族精神与信念的力量，是近年来中国动画电

影的出色代表[1]。但是，网友对《雄狮少年》的电影

网络评论(后文简称“网络影评”)却褒贬不一：一方

面表扬其具有烟火气的现实感、渗透着地方文化的地

域特色、真挚单纯的奋斗精神等等；另一方面贬低其

故事细节的从老电影的桥段挪用、人物性格的转折生

硬以及人物外貌的设计。虽说网络影评不仅让更多的

观众能参与到电影评论的队伍中来，对电影创作和与

发展产生了推动作用，但是由于网络影评环境复杂性

和评论主体的多元性，网络影评现阶段仍有一些问题，

如网络评论质量的良莠不齐、互动交流存在话语暴力、

影评效力遭到质疑等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对于每一部

电影都是存在的，是一种普遍现象。 

直至今日，我国学者从电影评论的形式与内容、

评价体系、发展史、评论分类等角度对电影评论展开

研究。面对前文所述问题，用以往的研究成果不能解

析其形成原因，迫切的需要新的研究角度来解读。“数

字叙事”的动态定义更强调的是网络媒介、网络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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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叙事者共同形成的叙事方式和互动关系，这与网络

影评的特征和评论主体之间的交互性有较强的相似

性。因此，本文从数字叙事的新视角分析网络影评，

即从叙事文本、叙事时空和叙事媒介这三个角度分析

在网络媒介环境下良莠不齐的评论的成因，为观众客

观分析和理性对待网络影评提供思考和借鉴。 

2. 基本概念界定 

2.1. 网络影评 

网络影评是评论者在网络媒介中对电影导演、美

术特效以及电影剧情、画面、镜头、色彩等艺术技巧

的评论和分析[2]。其不是简单的“网络+电影评论”

的嫁接，而是在数字媒体环境下电影发展出现的一种

文化现象。网络影评的出现丰富了电影评论的环境，

同时，网络的特性也决定了网络影评的特征，譬如传

播的开放化、便利化和大容量，评论主体的广泛性、

草根化和去中心化，以及形式内容的灵活化、多元化

[3]等等。评论者能在网络媒介中发表自己的独特的

观影感受的同时，也能与其他评论者的的观点发生碰

撞，不仅可以重新审视电影本身，还能影响或提升个

人的艺术审美力，体现了网络影评的互动性。另外，

存在于网络媒介的评论以其超文本的非线性文本超

越了传统文本的顺序性，人们可以通过连接将异时异

地的评论在真实空间中搜寻。相比于传统影评，网络

影评是具有互动性、跨时空性和非线性的。 

2.2. 数字叙事 

从产生到现在，“数字叙事”并没有一个严格的定

义，并且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阶段，数字叙事的理

论也处于随时被更新的状态。但是，从最初和最新的

数字叙事在形式和特点的连续性并非无迹可寻。“数

字叙事”最早布伦达·劳雷尔在其博士论文中所提到，

指代的是基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叙事。而后在互联网

技术快速发展和移动设备的普及中，数字叙事的边缘

不断延伸，前后出现了基于浏览器的超文本小说、以

微内容和社交元素为特色的社交平台或数字游戏、基

于移动设备的多元化表达组合的感官体验等数字叙

事形式[4]。而如今，叙事方法和表达手段也更加多

元化，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表达方式多重组合，

给社会大众以全方位的感官体验。发展至今，数字叙

事的动态定义更为强调的是网络媒介、评论主体和叙

事者共同形成的叙事方式和互动关系。与传统叙事相

比，数字叙事呈现出三个特性：多序列非线性、多叙

事者、交互性。这三者体现在数字叙事“打破了叙事

的线性流动, 消除了设计者的控制”，叙事者也从单

一的作者向所有参与者转变，故事最终形态与意义是

集体作者之间的交互结果。 

由此不难看出，数字叙事与网络影评之间得内在

逻辑有很强的共性，即两者都考虑到网络媒介的连接

性和跨时空性，网络受众的参与性和交互性，叙事文

本的非线性和碎片化，三者共同形成了独特得叙事方

式和互动关系。因此，从数字叙事角度看网络影评既

是为电影评论在互联网时代的叙事表达提供了新视

角，也是对当下评论者在网络媒介中心理感知的变化、

行为产生的动机进行研究。 

3. 从叙事文本、叙事时空和叙事媒介分析网

络影评 

从网络影评的本质来看，无外乎是评论者们在某

一时空，就某一对象展开观点交流，并以共域的文本

呈现。从叙事的角度来看，网络影评是以电影为叙事

中心，以网络为叙事媒介，以文字、图片、音频、视

频等表达方式多重组合的叙事文本，在网络媒介中讲

述与电影相关的故事，这种叙事方式受到文本类型、

个体差异和网络媒介特性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

试图从网络影评叙事的影响因素与数字叙事强调的

叙事方式和互动关系结合，即从叙事文本、叙事时空

和叙事媒介三个层面（如图 1 所示）分析良莠不齐的

网络影评现象和观众的感知变化与行为动机。 

 

图 1  叙事文本、叙事时空和叙事媒介三层面分析 

3.1. 非线性和非理性的叙事文本引导受众抉
择 

在电影评论中，非线性和多序列的叙事文本以拼

接式、碎片化的形式引导受众的抉择。这种叙事文本

多来源于社会关系下的“意见领导”、去文化性的众

声喧哗。并且这些叙事文本或具有明显的个人风格、

或具有一定的营销目的，以非理性的形式给未观赏过

影片的观众个人色彩的引导。 

首先是社会关系下的非线性的“意见领袖”。拉扎

斯菲尔德等人认为：社会关系经常能加强或削弱媒介

的影响[5]。在电影评论中，媒介的效果经常被社会

关系所削弱。《雄狮少年》上映不久，第一批观众吐槽

“前期蓄势差，转折生硬，文戏不够喊口号来硬凑”，

这样的一条朋友圈是身边有社会关系的朋友发出来

的，这样的关系会让你放低防备，缺乏理智思考的去

接受这一观点。简单来说，就是当一部动画作品问世

时，节目收视率、好评度以及影评专家发表的各种评

论，在无形中担任了“意见领袖”的角色，并对观众

的观赏行为或评价标准产生引导性的影响[6]，同时

也削弱了电影本身的叙事接受。这种社会关系引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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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动画电影产生的印象，会比通过媒介的传播效果更

为深刻强烈和根深蒂固。若想改变观众由此产生的印

象，那么跨过社会关系，参与到动画电影的体验之中，

或许是有效的解决途径。其次是去文化性的非理性的

众声喧哗。互联网的去中心化让观众消除了身份、阶

级，在网络媒介中展开感性的电影评论，形成了一个

多元化的意见交流空间。一方面，本该在差异性上体

现出来的价值，受到了群体带来的影响，并消解了这

种差异性的存在；另一方面，大量的评论是站在感性

层面，从主观认识上表达意见，而不是在一定的理性

对照下对一定数量或一定时期的电影现象做出评析，

和并产生理论结合实际的审美活动。同时，还有专业

生产内容式的平台为了迎合观众的口味，趋向电影市

场的消费趋势，创作出的电影评论具有针对性和目的

性，脱离了电影自身的故事性。 

这种非线性和非理性的的叙事文本，让观众“迷

失”在互联网时代的海量评论中，无法有效的识别其

中有用价值，并以此来判断商品的真实质量[7]。观

影之前，观众常会在网络媒介翻阅《雄狮少年》观影

体验的文字叙述，例如豆瓣、微博超话、猫眼等，以

此来判断影片的水准。观众对电影的认知，是通过数

字媒介中碎片碎片化信息拼凑而来的，有一定的依赖

性。其并非是动画电影的直接叙事，而是通过电影评

论的间接叙事，因此具有失真性。缺乏了主观能动的

理解，观影冲动的转换率会受到叙事本文内容的影响。 

3.2. 去语境的叙事时空难还原故事世界 

波兹曼指出，文字是抽象的符号，理解其意义需

要阐释和思考，需要有连续的上下文才有意义，为读

者提供自主、能动、思考和想象的空间[8]。同理，受

众对图片的解读亦是如此。在各大网络社交媒介中，

《雄狮少年》多以文字和图像的形式出现在受众面前

——朋友圈的电影分享、微博的电影点评、豆瓣的电

影评分——这单一的文字和图片动画电影中的某一

精彩瞬间，是那一时间和空间的切片，只能代表那时

那刻人物的状态。因此，整个人物角色的性格特征脱

离了空间和语境，被孤立出来，丧失了前后叙事语境

的联系，从时间的链条中断裂，图像的意义变得苍白

无力。缺乏某一时间进程和时间系列的图像不能被认

为具有叙事性，不具有描述一件事情的功能。那么，

去语境化的图像的非连续性会让受众在解读时产生

歧义，弱化了将其放入语境中展开深度思考，这就是

少数网友单凭文字和图像来评判动画电影的品质，是

失去理性和狭义的。对于《雄狮少年》中主人公“阿

娟”的外貌设计是尖锐的争论点，部分网友认为他的

外貌是一种侮辱性的刻画手段。但是，影片中的“阿

娟”并非如此，他只是“舞狮”题材的映照。在粤语

中“舞狮”也称为“醒狮”，在固定的狮头上需要用眼

睛的闭合来呈现狮子的精神气，所以“雄狮睁眼”在

电影中有着更深层的意义。“阿娟”从一个留着长发

和小眼睛的颓废小伙（图 2），到一个留着寸头的精神

小伙（图 3），都在刻画“雄狮睁眼”的过程。对于部

分网友来说，没有观影体验，而仅从一张图片而产生

的观点与意见是缺乏客观分析和理性对待的。 

 

图 2 《雄狮少年》剧照-1 

 

图 3 《雄狮少年》剧照-2 

去语境化的文字和图像被受众看到后，与此同时

也与受众发生着审美过程，这个过程是受众凭个人经

验加工和表达的，具有个人差异化。每一个观众对陌

生的照片都有一个主观能动性的重建和恢复一个语

境。在观看时，观众不断的根据自身的文化传统、生

活经验、艺术素养和审美特点，对艺术作品语境进行

补充和加工，但是这重建的“语境”与原始语境（动

画电影中的叙事语境）并不相同，变偏离创作者的审

美过程。因此，便出现了“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

雷特”的艺术效果，每个观众对此照片都能讲出不同

的故事，观众怎么理解、鉴赏和接受艺术作品很大程

度收到观众的个人差异化所影响，很难还原电影导演

想要表达的叙事效果。在网络平台“豆瓣影评”中，

有评论者理性分析出：由于豆瓣用户多以 80、90 后

为主，对电影“阿娟因父亲生病而踏上打工道路”这

一剧情的表示理解，因为他们是经历过吃不饱穿不暖

的时代。但是，在另一平台——知乎上少部分回答中

出现了“编故事、抖机灵、打男拳”等极端词汇，带

有个人色彩的情绪输出获得了大量的点赞，这样的评

论过于极端且具有极强的个人情感色彩。 

3.3. 叙事媒介的类型影响受众思维 

正如波兹曼提出的“媒介即隐喻”理论：媒介环

境的改变影响着不同时期人类的思维模式。叙事媒介

经历了语言、文字、图片、影像和互联网的演变，每

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感情的提供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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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途径，并用其特性创造出了独特的话语符号[9]。

在电影院中《雄狮少年》是一种视听综合的叙事艺术，

它利用电脑特效、灯光、镜头和剪辑等技术拼接成视

觉画面来重现叙事效果，它利用声音来讲述故事背景、

配合画面叙事或引导画面叙事。网络影评是电影脱离

影院屏幕，存在于网络环境中的叙事形式。综观网络

影评中的叙事媒介类型，主要是通过文字、图片、影

像以及网络等媒介展开叙事。从叙事时间与空间来看，

网络影评是脱离了电影银屏所营造的纵深感和运动

感，是视觉失焦后在以文字、图片、影像为载体的叙

事碎片中拼接起来的故事世界。由于每一种叙事媒介

都有自身独特的话语符号，那么关于电影两种叙事形

式所用的叙事媒介类型的不同影响着观众对网络影

评的思考。 

网络影评最多的是文字，虽说其能精确的表达评

论者复杂的感情和思维，但是对于视觉和听觉等感官

叙述并没有电影中那样直观和明确，只能是一种大致

的印象。相比于综合视听综合艺术的电影来说，文字

对感官的表意的准确性差强人意，需要用大篇幅来描

写视听觉的叙事传达[10]。譬如在豆瓣短评中，有评

论者这样评论《雄狮少年》：“……电影中配乐和配音

一下子能将观众代入岭南文化氛围，若是像阿猫阿狗

的角色形象配音，加入偏本地特色一点，如广普，地

方文化会更浓重……”，对于这样的文字描述，没有

相关语言经验的人是很难靠想象领悟到何为“广普”，

何为广州特定的“地域文化”。其次，网络影评中图片

多以评论者认定的精彩瞬间和标志性画面为主，是以

一种非线性、零散性和拼贴性的方式存在的，观众不

能像对待文字那样有线性的逻辑推理，而是将连续性

的电影进行片段式割裂，且毫无逻辑的堆砌。最后，

处于网络媒介中影评的产生很容易受到他者评论者

的影响，影评者可以在超越平面空间与时间的轨道中

任意进入，与任意节点相遇，并插入自己的节点而产

生新的叙事内容。那么，随机性和偶然性成为了网络

媒介的新特性，交互性成为网络影评的新特征。 

4. 结论 

动画电影《雄狮少年》对于中国动画电影发展历

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传统文化和现实人文的结合

下传达出一种民族精神与信念。在受到业界好评的同

时，以网络媒介为载体出现的网络影评却是出现良莠

不齐的现象。虽说网络影评为当下影评环境注入了新

的活力，使更多的观众能参与到电影评论的队伍中来，

但是大部分的网络影评倾向于感性直观的描述，再加

之网络环境的复杂性和评论主体之间的交互性使得

网络影评在叙事文本、叙事时空和叙事媒介方面出现

了新的特征。 

本文从数字叙事的新视角看网络影评，既是为电

影评论在互联网时代的叙事表达提供了新视角，也是

对当下评论者在网络媒介中心理感知的变化、行为产

生的动机进行研究：首先，观众对非线性和非理性的

间接叙事文本有依赖性，观众缺乏与电影的主动互动，

仅凭拼接式、碎片化的叙事文本构建对电影的印象，

从而引导着网络受众的观影抉择；其次，去语境化的

文字或图像的非连续性弱化了观众的思考深度，单凭

文字和图像来评判动画电影的品质，是失去理性和狭

义的；最后，以文字、图片、影像等形式存在的网络

影评因叙事媒介类型的可供性影响了我们对网络影

评的思考。对于网络影评出现的种种现象，我们需要

客观分析和理性对待，促使网络影评能够走上积极健

康的发展道路，才能构建健康文明的网络影评环境。

相信在良好的网络影评环境中，我们的影评才能更好

的发挥它应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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