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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mposition of decorative elements and the use in animation works by 
summarizing the decorative elements in Tomm Moore’s animation works and combining the au-
thor’s personal works. Tomm Moore’s sensational works “The Secret of the Kyle”, “The Song of the 
Sea” have a strong personal style, and the flexible use of decorative elements is the key to its suc-
cess. After analyzing the animated character design, scene design, props and art design, it mainly 
summarizes geometric decorative elements, line-shaped decorative elements, color decorative 
elements and national decorative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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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汤姆·摩尔动画作品中装饰元素的归纳和总结，结合笔者的个人作品，总结出装饰性元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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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及在动画作品中的运用。汤姆·摩尔轰动全球的代表作品《凯尔经的秘密》《海洋之歌》具有浓烈

的个人风格，对装饰性元素的灵活运用则是其成功的关键。经过对动画角色造型设计、场景设计、道具

与美术设计等方面的分析，主要归纳出几何形装饰性元素、线条形装饰性元素、色彩装饰性元素、民族

装饰性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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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爱尔兰动画导演汤姆·摩尔动画作品《凯尔经的秘密》《海洋之歌》先后获得奥斯卡最佳长篇动画

提名，他以纯手绘的创作方式及独树一帜的个人风格，谱写了优质二维动画作品的新篇章。其动画作品

凭借精美的画面，民族风格的叙事方式，纯净的配乐，达到了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的统一，并高于商业

价值。装饰性元素在汤姆·摩尔作品中的运用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塑造了梦幻多彩的场景、灵动的

角色设计、沁人心脾的听觉体验。 

2. 几何形装饰元素 

几何形是最基本的绘画元素，却也是最富有生命表现力的元素，是根据表现性原则或者生命形式原

则对印象本身的塑造和定义，简单的几何线条往往能传达出神秘的精神力量。[1]汤姆·摩尔将这种最纯

粹的图形运用到作品中，以返璞归真的表达方式，让观众透过简单的图形表现，更能直观的领会其情感

表达和故事内涵。 
《凯尔经的秘密》最突出的风格在于其角色和场景的几何形设计，画面无任何透视上的变化，却塑

造了深刻的人物形象。如布兰登的人物角色头部接近于正圆形，耳朵则是半椭圆形；修道院的院长其头

顶为圆弧形，身子则由等边三角形和长方形构成；强盗的角色设计以矩形为主，头部和身子为矩形的规

律变化；其他角色设计也主要运用圆形、三角形、四边形等基本几何图形(图 1)。几何形的灵活运用，塑

造了不同个性的人物角色，造型夸张简洁，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活跃于屏幕上。以圆形为主的布兰登

和阿斯琳，可爱单纯，两个小主人公善良勇敢，圆形的运用，使其性格更加明显；三角形和长方形在院

长身上的运用，体现了他刻板严肃的性格，固守传统，不易变通；维京人的矩形设计，象征了其邪恶、

凶残的性格，矩形的身子和三角形的五官，体现了其冷酷无情的性格。 
 

 
Figure 1. Character geometry design 
图 1. 角色几何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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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几何形在其作品中场景设计中的运用也尤为突出，大面积几何形的运用，突出画面的完整性，

给人以极大的视觉冲击力，印象深刻。《凯尔经的秘密》中较大的场景都以几何形呈现，例如布兰登和

艾丹一起绘制经书的一个场景，半圆形的圆弧构成了房间。不断重复的圆弧墙壁则点缀了无数小圆，圆

形的使用既塑造了梦幻的场景，又增加了其肌理效果。影片中还有一处经典的俯视镜头，既布兰登在森

林中迷路的一幕，四周树木围成一个正圆，将布兰登困在中间(图 2)。此处圆形的使用增加了森林的神秘

色彩，同时激起了布兰登对森林的好奇心，层层铺垫之下，更好的引出故事，也反映出“神为中心，泽

及四方”的哲学思想内涵。 
 

 
Figure 2. Scene geometry design 
图 2. 场景几何设计 
 

几何形作为装饰元素在作品中的灵活运用，既来了节奏的变化，又增加了画面的韵律感。《凯尔经

的秘密》场景采用纯平面化，无任何透视的原则，在场景塑造上遵循“非正即侧”的原理，将几何形作

为装饰性元素的特点运用到了极致。 

3. 线条性装饰元素 

在我国传统国画艺术中，认为线条是最具有生命力的美感表达形式。汤姆·摩尔在其作品中将线条

作为装饰性元素，线条的流动性和生命力在作品中的运用也是其最大的风格特色。 
《海尔经的秘密》《海洋之歌》两部作品同样采取无透视原则，以线条为载体，表现独特的视觉空

间。苏珊朗格曾以“虚幻空间”来表示绘画的本质，她认为空间本身就是无形状、无定型的，空间是人类

官能的感知，但无逻辑才是空间的本原[1]。线条性的空间构造，带来了独特的美感。在《海洋之歌》存

储精灵的居所四处都是闪光的细线，男主人公小木沿着无数细线一路前进，才发现这些细线是精灵存储

记忆的长发。画面几乎由线条铺满，闪光的垂直线发以及带有线条纹理装饰的石头，有魔法的泉水组成

了一副充满魔力的神秘之境(图 3)。影片的场景构图多采用斐波那契螺旋线构图，以黄金比例构图，聚焦

角色为视觉中心。线条多元化的运用在《凯尔经的秘密》中同样突出，例如艾丹看布兰登写经文的一个

场景，四周由一圈一圈的弧形装饰纹路延伸(图 4)。墙壁中采用繁复的对数螺线线条，经过细分密铺，构

成一幅精美绝伦的画面。 
 

 
Figure 3. Scene line design 
图 3. 场景线条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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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Scene line design 
图 4. 场景线条设计 
 

线条既构成了造型的形态，同时又通过反复、旋转、扭曲、变形等形成不同的肌理，增加造型的质

感，表现角色的结构。直线的运用给人以冷静理智的感受，曲线的运用则给人以温柔梦幻的感受。对线

条规律灵活的运用，可以产生节奏感和韵律美，是装饰性元素的组成单位之一。 

4. 色彩装饰元素 

色彩作为一种画面的表现手段，它不仅还原了现实世界真实的颜色，还表达人物和创作者的主观感

受，渲染特定的环境和气氛，创造作品的象征意味[2]。一部动画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同样是通过色彩来表

现，不同的色彩给人以不同的情感体验，同一色彩的不同明度和饱和度也会带来不一样的视觉效果。汤

姆·摩尔作品的独特之处很大程度上在于对色彩的运用，将简单的色彩有规律的搭配以线条和构图，呈

现出别具一格的装饰感。 
在《凯尔经的秘密》《海洋之歌》两部作品中，色彩使用并不复杂。两部作品主要运用黑白色无彩

色，以及红黄蓝三原色，还有作为红色补色的绿色运用也较多。这六种颜色都来源于爱尔兰的凯尔斯书，

充满浓郁的装饰感。例如在《凯尔经的秘密》中最开始呈现的修道院的画面，以嫩绿色为主，一片清新

恬淡的景象，象征修道院祥和、稳定的生活状态。随着故事的展开，艾丹和布兰登开始绘画凯尔经纹，

影片开始有更多的深黄色调，给人以希望和激动之感。以及后来强盗的到来，修道院开始变成一片火海，

画面全部采用红色和黑色，描绘出一幅惊悚、恐怖的场景。故事发展到最后，布兰登开始一路描绘经文，

历经四季变化，影片又将蓝色、绿色、黄色等不同的颜色并置，既体现了时空的变化，又营造出一幅未

来可期的氛围。《海洋之歌》中蓝色运用较多，大部分蓝色运用到大海中，给人以神秘、宁静的感受。

同时影片一开始就描绘了妈妈的消失，蓝色调也给人以悲伤、忧郁的感受。随着故事的展开，影片由暖

变冷，由冷又再变暖，在颜色的变化中，达到了影片的两个小高潮。 
色彩装饰元素的运用，既烘托了人物情感、渲染了环境氛围、奠定了情感基调，又赋予了影片以生

命力和表现力。汤姆·摩尔对色彩装饰元素的运用，赋予了影片独特的风格和韵味。 

5. 民族装饰元素 

一部动画作品最有灵魂的除了其呈现出的视觉效果，更深刻的是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韵味。民族元

素则是特定地点和时期的人民生活方式和思想凝结的最好体现，将民族元素加入动画作品中，其作品本

身就多了民族之魂，其情感也会达到升华。 
《凯尔经的秘密》中场景和叙事都借鉴了爱尔兰的凯尔斯书，讲述了基督教传入爱尔兰之后，教会

的崛起。影片也在对传统神话故事的引用上，对其素材进行了选择、提炼和加工。在场景设计中，随处

可见线条形的民族图腾和宗教符号，例如单旋涡、双旋涡、十字架等带有宗教意义的图形元素运用。其

次，影片整体的扁平化和无透视原则同样是由于古爱尔兰没有透视的概念，因此所有的场景都采用线条

和色彩的变化来体现其空间感。《海洋之歌》中的神话元素也受其民族宗教文化所启发，作者对神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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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进行了修改，以几何形状和装饰性线条加以概括，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民族音乐的运用也是两部影片的特色之一。竖琴和爱尔兰风笛“乌林管”作为凯尔特民族乐器，在

《海洋之歌》作为配乐出现，给人以纯净、空灵的听觉享受。西尔莎无伴奏的优美歌声，同样是爱尔兰

传统音乐的代表。《凯尔经的秘密》中也运用了凯尔特人民族乐器、歌曲等配乐，体现了凯尔特人勇敢、

坚强的美好品质，又略带悲伤的忧郁情怀。 
汤姆·摩尔对于民族元素的成功运用，启示我们应当注重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吸收传统

文化中优秀的成分，再借鉴现代文化的精髓，使之形成新的艺术形式，做到继承与创新。 

6. 个人动画作品中的装饰元素 

电影评论家萨里斯说过：“电影之美来自于表现风格，风格与创作者的个性相关。”风格造就作品

的独一无二性与艺术感，观众在欣赏作品时倾向于注意并记忆那些改变我们皮肤温度的耀眼瞬间，[3]一
部作品是否能给观众以深刻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电影的风格决定的。个人作品《旅程》短片讲述了一

个小女孩接受外婆的神秘盒子而开始了一段旅程，在旅途过程中不断给予他人帮助，最后成长老去后又

将盒子传递给新传承者的故事。故事表达了“爱的传递”的主题思想。短片中多运用线条和饱和度低的

色彩来布景，采用平面构图，无较大透视变化的装饰风格。 

6.1. 角色设计 

《旅程》的角色设计中多以几何形为主，小女孩和小章鱼头部都接近于圆形，体现了两个小主人翁的

善良单纯；乌龟老人头部则设计成椭圆形，在额头有一个倒三角的呈现，表现出老人的沉稳和睿智；章鱼

妈妈的脚部则采用螺线形式，既能体现章鱼本身的质感，同时体现了妈妈的坚韧和对小章鱼的保护欲。 
在角色的色彩运用上，运用饱和度较低的颜色，与繁复的背景更加融合。小女孩整体服饰采用浅粉

色，符合其纯真温柔的性格；小章鱼的配色则选择了浅黄色，体现了其可爱、活泼的性格；乌龟老人全

身采用深绿色，既符合龟的本来色彩，也塑造了一个智者形象。 
角色的服饰、发髻、身体纹路等，都有线条性的小装饰，整体偏向于卡通装饰风格。 

6.2. 场景设计 

个人作品《旅程》的场景设计中则较多的使用装饰性线条，特别是对场景架构的肌理和结构塑造中，

几乎全部采用线条。例如短片中主人公走过四季变换的时候，显示时间流动性的一个场景，外围运用了

曲线作为装饰性线条(图 5)。场景外轮廓曲线的运用体现了主人翁的成长及旅程时间的变迁，场景内的树

木、云朵、房屋都采用曲线塑造，描绘出了一个充满童趣的美丽世界，暗含了这个小世界中浓浓的爱意；

再如旅程中樱花大道的呈现，无数颗樱花盛开在道路两侧，樱花花瓣采用密铺的方式，树干则运用手绘

的细直线去塑造其肌理。勾勒了一条美轮美奂的道路，既呈现了沿途的美景，也暗示主人公内心做好事

后自然对她的“表扬”(图 6)。 
 

 
Figure 5. Journey scene design 
图 5. 旅程场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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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Journey scene design 
图 6. 旅程场景设计 
 

装饰性元素在动画作品中的成功运用对动画作品的表现形式具有突出贡献，对动画作品多样性的拓

展和创新，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中华民族文化中不乏优秀的装饰性元素，我们在动画创作

中应积极借鉴传统文化，一方面将传统艺术形式运用到动画作品中，例如：国画、戏剧、壁画等等装饰

性元素，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创造新的艺术形象；另一方面将我们的民族精神运用到动画作品中，例

如：忠孝仁义、勤学好问、勤俭节约等优秀传统美德运用到动画创作中去，让动画艺术更好的服务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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