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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g Fish & Chinese Flowering Crabapple” is a film that returns to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l-
though it has half of the praises and half of criticisms after released, the values in traditional Chi-
nese culture reflected by it are worth studying. This thesis is guided by Kluckhohn’s cultural di-
mension theory, including five problems—the character of innate human nature, the relation of 
man to nature, the temporal focus, human activity, and man’s relationship to other man. The the-
sis deeply analyzes the value orienta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mbodied in “Big Fish & 
Chinese Flowering Crabapple”, which includes innate purity, harmony-with-nature, past and fu-
ture, being-in-becoming, and linearity. The purpose of this analysis is to promote domestic anima-
tion to sprea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s much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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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影《大鱼海棠》是一部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影片，虽说上映之后对它的评论毁誉参半，但其所反映的

中国文化中的价值观还是值得研究的。本文以克拉克洪人性取向、人与自然的关系取向、时间取向、行

动取向、人际关系取向五个文化维度理论为指导，深入分析《大鱼海棠》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

本善、天人合一、过去与未来、成为和世系性五个价值观取向，以期对国产动画传播中国传统价值观方

面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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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克拉克洪价值观取向理论简述 

美国人类学家佛萝伦丝·克拉克洪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参加过美国战争情报处组织的研究组，该研究

组在分析了日本民族的心理和价值后，对美国政府提出不要打击和废除日本天皇、修改要求日本无条件

投降宣言的建议[1]。二战后，在哈佛大学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1]，佛萝伦丝·克拉克洪与弗雷德·斯

多特贝克等人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一个有着五种不同文化和种族的社区进行了一项研究，其研究成果发表

于《价值取向的变奏》(Variations in Value Orientations, 1961)一书[2]。 
佛萝伦丝·克拉克洪与弗雷德·斯多特贝克认为价值观取向是指“复杂但确定的模式化原则，与解

决普通的人类问题相联系，对人类行为和思想起着导向作用”。[3]克莱德·克拉克洪也认为从心理学角

度来说，价值观是由个人或文化上的标准所引起的动机的那一面向[4]。《价值取向的变奏》一书中沿用

了克莱德·克拉克洪有关价值取向的相关知识[1]，针对所有文化必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提出了五个

问题：人性取向、人与自然的关系取向、时间取向、行动取向、人际关系取向[5]。这五个方面可用来分

析每一种文化。这五个维度分别有以下涵义： 
1) 人性取向：人性取向涉及人类本质的内在特性。一般认为有四种情况，即性本善、性本恶、善恶

并存与不善不恶[3]； 
2) 人与自然的关系取向：克拉克洪与斯多特贝克认为人与自然间存在着三种潜在的关系，即征服自

然、自然和谐以及服从自然[6]； 
3) 时间取向：时间取向可分为过去、现在与未来。胡超说：“过去取向主要存在于高度重视传统的

文化里。”[7]现在时间取向很少关注过去和未来的事情，未来取向则十分关心变化； 
4) 活动取向：人类活动有做、是和成为三种处理方式[8]； 
5) 人际关系取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个体性、世系性、附属性三种方法来定义[9]。 

2. 从五个文化维度理论解码《大鱼海棠》 

《大鱼海棠》历经 12 年打磨才与观众见面。影片构造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第三世界”，生活在“第

三世界”的少女椿因成年礼来到人间，认识了人类男孩鲲。鲲为救椿而死，回到“第三世界”的椿用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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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命向灵婆换回化作鱼的鲲，细心呵护。椿为使鲲复活而引发了海水倒灌的灭族之祸，她不得不牺牲自

己换得“第三世界”的安宁。与椿青梅竹马的湫，为了救回深爱的椿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2.1. 人性取向：性本善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人性取向是性本善。“人之初，性

本善”是中国社会普遍认为的人性取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坚持“人性本善”的观点。

佛家也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心如明镜，正是人性本善的体现。

电影《大鱼海棠》中的故事情节体现了人性本善的思想。鲲为救椿而死；椿为报鲲的救命之恩，用自己

的半条命从灵婆那里换来了鲲的灵魂——小鱼，并细心呵护它长大；椿的爷爷为了救被双头蛇咬伤的湫

而耗尽生命；湫用自己的生命换得椿与鲲回归人类世界；影片最后的彩蛋中，灵婆复活湫让其接任她掌

管人类灵魂。无论是椿和椿爷爷牺牲自我、救民于苦难，还是湫的无私奉献和鲲对椿的拯救都充满了正

能量。 
此外，中国性本善的人性取向还体现在人物设置当中。影片设置了灵婆与鼠婆两种人物形象，善良

的人死后升天归灵婆管，作恶的人死后化作老鼠由鼠婆管理。灵婆虽是商人，但在交易前劝告了湫所要

面对的问题，她复活湫的举动也体现了其善良的一面。鼠婆因前世罪孽而被封印，为了回到人间，以鲲

的行踪要挟后土，设计拿到去往人间的信物等一系列情节与灵婆的善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两个人物

形象从侧面反映了影片所坚持的人性本善的价值取向。 

2.2. 人与自然的关系取向：天人合一 

在电影《大鱼海棠》中，始终贯穿着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千年来的

一贯追求，也是儒道墨三家共同认可的一种基本精神[10]。老子的宇宙论认为应当以自然为本、以天性为

尊，一切人事都应顺应自然规律[11]。季羡林先生认为“天人合一”中的“天”指大自然，“人”即人类，

“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要交朋友[12]。中国的“天人合一”与西方文化强调用理性和意志征服自然、改

造自然的价值观截然相反。西方哲学家认为人类处于支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位置上，人类是“主体”，

而自然是“客体”[13]。主人公椿的身上体现出了西方这种征服自然的价值取向。椿为复活鲲逆天而行，

招致灭族之灾。为了报恩，她置全族众人于危险之境。故事的最后，椿为她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付出了

生命的代价。这样的情节设置正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的思想。 
其次，影片采用夸张的手法，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融[14]。电影中，人类死后灵魂化作海里的

鱼，椿奶奶去世后化作凤凰，椿爷爷死后化为海棠树，椿与爷爷化为的海棠树“融合”，湫化作人间

的风雨，回归自然。这一系列的“融合”现象并非单纯说人的形体融化于自然，而是“人与自然在道

中合为一体”[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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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融合”之外，影片还通过一些细节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取向。椿爷爷面对死亡时说：

“万物都有它的规律，谁都要过这一关。”后土在成人礼上说：“天规在上，永不可违。”当椿想要复

活鲲时，灵婆说道：“天行有道，你这是要公然的与天作对，逆天而行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如升楼“天

行有常”的匾文也规劝人们要顺天守时，人事法则与自然规律要相吻合[15]。 

2.3. 时间取向：过去与未来 

2.3.1. 过去时间取向 
《大鱼海棠》整部影片就是因报救命之恩而起。女主角椿在人间遇险，人类男孩鲲为救椿而失去生

命，椿为了报恩一意孤行，找灵婆换回了鲲，鲲的存在打破了“第三世界”的宁静与和平，从而将故事

推向高潮。报恩情节贯穿着整部影片，部分观众认为《大鱼海棠》讲述的是椿、湫与鲲的三角恋故事，

笔者认为其主要讲述因椿报恩而起的故事，导演的目的不是为了呈现他们的三角虐恋。椿为报过去之恩，

而引发了现世的灾难。知恩图报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我国传统文化中，

神话传说如《白蛇传》，戏剧如《目连救母》等皆是围绕报恩展开的故事。千百年来，回报父母生养之

恩，报救命之恩、知遇之恩等“报恩”思想已经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心中，先有恩，才会有报恩，从这

一点上看，《大鱼海棠》体现了过去取向的价值观。 

2.3.2. 未来时间取向 
佛家有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生即是死，死即是生”(《心经》)。可见，佛教相信生死轮回，

相信因果报应。佛教徒修行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现世的幸福，更是为了达到成佛的最高境界，由此来看，

佛教属于未来取向的价值观[13]。《大鱼海棠》中有关生命轮回的故事情节与其反映的因果报应思想正体

现了其未来取向的价值观。 
在影片的最后，老年椿说：“生命是一场旅程，我们等了多少个轮回，才有机会去享受这一次旅程。”

轮回的生命观正是整部影片所表达的未来取向的价值观。生命是循环的，在影片的开始，旁白说：“四

十五亿年前，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片汪洋大海和一群古老的大鱼，这些大鱼就是人类的灵魂，人的灵魂在

人间漂泊了很久，最后来到海底世界天空的尽头。”影片中人来到“第三世界”灵魂化作小鱼，寄居在

由灵婆管理的通天阁“如升楼”里。椿要复活鲲，必须要让鲲从小鱼变成大鱼，通过海天之门返回人类

世界。鱼化作人，人死后灵魂化作鱼，就像水生万物，万物又回归为水一样[16]，这就是佛教“生命轮回”

的演绎[11]。整部影片贯穿着生命轮回的观念。鲲死后化作小鱼，在椿的呵护下长大回到人间复活。椿与

海棠树融为一体后，湫用生命换得她的重生。湫死后被灵婆复活，掌管人类灵魂。鲲、椿与湫三个人物

的命运都体现了佛家“轮回”的生命观。 
除此之外，佛家强调因果报应，即现世的行为决定着来世幸福与否。种善因自然得善果，种恶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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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结苦果。影片中善恶果报的思想是借灵婆之口道出的：“你遇见一个人，犯了一个错，你想弥补想还

清，到最后才发现你根本无力回天，犯下的罪过永远无法弥补，我们永远无法还清犯下的”。灵婆因为

过去犯了罪，而受到惩罚，困在如升楼 800 多年。她在世所造的罪孽必须由她来世来还，这一情节也体

现了《大鱼海棠》中未来取向的价值观。 

2.4. 活动取向：成为——“静”与“动”的冲突  

《大鱼海棠》体现了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道家提倡顺应天道，清醒冷静，不该干的不能干。影片

中椿要复活鲲，违背天道，属于不该干的事情，于是作为自然规律卫道者的后土、珮、赤松子、祝融等

人极力阻止椿的行为。天道的守护者们认为“天行有道”，逆天而行不可取，于是他们想方设法阻止椿

复活鲲的行为。故事中椿的家族居住在围楼当中，围楼象征着密切的宗族关系，家族中有长老后土、珮

等，还有掌管火的祝融，掌管水的赤松子，掌管海棠花的椿妈妈。家族成员各司其职、分工合作，共同

保证家族的生存与繁衍。这样密切的宗族关系增强了家族的凝聚力，但同时也让家族成员失去了自由，

失去自主选择的权利。然而影片构造了一个“第三世界”，这个世界依托于海洋文明，海洋文化强调争

取个性的解放，追求自我实现[13]。 
影片中的椿与湫都是追求自我的人，其年龄设定也处于确立自我行为、形成自主选择观念的阶段[17]。

椿这一人物形象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就像椿爷爷说的那样：“只要你的心是善良的，对错都是别人的

事。”她清楚自己复活鲲的行为违背了天道，但她还是努力冲破家族的束缚，遵从自己内心的选择，冲

破重重阻碍将鲲送回人间。同样，湫为了救深爱的椿而牺牲自己也是他追求自我的表现。他没有像其他

族人一样阻止椿，而是不顾一切地支持椿的选择。湫的行为忠于他自己内心的选择。鲲由小鱼变成大鱼

回到人间的过程也是个体为了争取自由与外部世界斗争的过程[18]。 
影片的高潮是海底世界出现了海水倒灌的灾难，为了拯救全族，族人要求椿将鲲交给他们，椿不答

应而引发的矛盾，这是“主静”的卫道者们与“主动”且追求自我意识的椿之间的冲突。当椿的行为造

成了灭族之灾的时候，她选择用生命换回海底世界的安宁，湫也为了救椿而死，但在影片的结局中椿与

湫都重新复活。设置这样圆满的结局是为了创造“追求本真一定能带来美好结果[19]”的幻象，所以说在

“静”与“动”的冲突中，“主动”的自我实现的活动取向赢得了胜利，这就是《大鱼海棠》所倡导的

个体的自我实现，即其所体现的“成为”的活动取向。 

2.5. 人际关系取向：世系性 

世系性价值取向强调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大鱼海棠》中的世系性取向首先通过圆形土楼来体

现。土楼是宗法社会的象征。围楼中的人们以宗族、血缘为纽带聚族而居，遵循守望相助的乡土伦理和

宗法制度[18]。家族成员利益休戚相关，一人的错误会影响全族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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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影片中讲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的故事情节也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的世系性价值取向。女

主人公复活鲲是为了减轻自己内心的愧疚，是为了她的个人利益，而她的行为导致了全族的灭顶之灾。

面对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椿最后选择牺牲自己，化树补天，拯救全族。这一情节反映了中国伦

理价值观强调个人对所在群体所负有的责任[20]，椿以死补天的行为体现了导演梁旋对群体利益的妥协。 

3. 结语 

《大鱼海棠》参考了多部中国古典文学著作，其创作灵感来源于庄子《逍遥游》中“北冥有鱼，其

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的片段，女主角椿的名字源自《逍遥游》“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

岁为春，八千岁为秋”一句，其故事架构来源于《太平广记》，后土吟诵的“明明上天，照临下土。神

之听之，介尔景福”来自《诗经·小雅》，嫘祖、句芒、祝融等人物形象的原型出自《山海经》，赤松

子则出自《列仙传》[14]。此外，影片中的围楼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密切的宗族关系。《大鱼海棠》作为一

部回归传统文化的影片，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本善、“天人合一”、“过去与未来”、“成为”

与“世系性”的价值取向。《大鱼海棠》回归传统文化的成功，给国产动画电影树立了榜样。此外，日

本导演宫崎骏的动画作品《千与千寻》和爱尔兰导演汤姆·摩尔的《海洋之歌》对本民族文化元素的呈

现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希望自《大鱼海棠》之后，国产动画作品中能尽可能的注入中国传

统文化元素来进行本民族的心理文化建设，以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从而促进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优

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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