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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辞》这首乐府民歌在我国的诗歌史上占据着

较高的地位，和《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乐府双壁”。在《木
兰辞》中，描绘了一位英勇的女英雄女扮男装代替自己

年迈体弱的父亲上战场的形象。 国内相关学者在解读

《木兰辞》的时候，认为这篇叙事诗主要表达了木兰的忠

和孝这两样优秀的品质。 目前，随着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被国外的电影制作采

纳，受到了观众的广泛喜爱。因此，本篇论文将基于迪士

尼公司对《木兰辞》改编，研究我国文学作品的改编这一

课题，望未来我国的传统文化影响力可以进一步扩大。
1.木兰故事的发展演变

国内相关学者认为《木兰辞》中主要体现了木兰的

忠和孝这两样优秀的品质， 在我国古代，“忠孝两全”可
谓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 整个故事中，花木兰女扮男

装就是缘于“孝”这个字。当时，“可汗大点兵”，所有家庭

都必须出男丁到前线打仗，而在花家，唯一的男丁就只

有父亲，然而父亲早已年迈，上阵必定是凶多吉少。 因

此，为了让父亲可以安享晚年，花木兰不顾欺君之罪，瞒
着家里人前去报名。 “度关山”“战沙场”，这短短的六个

字其实包含了花木兰这一路的艰辛与坚强，她如同男儿

一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在古代，待字闺中的一个女子，
体力自然是不如其他男子，然而花木兰却可以在战场上

表现得与他人无异，甚至打了漂亮的一仗，一心捍卫国

土的花木兰将“忠”展现得淋漓尽致。 [1]在最后凯旋而归

的时候， 花木兰面对皇帝的丰厚奖赏选择淡然放弃，她
只想恢复自己的女儿身，回到父母身边尽孝。 在《木兰

辞》中，花木兰几乎是恪守着封建礼教，作者并未刻画出

女性的闪光点。
在明代，花木兰的故事再一次出现了。 徐渭编制的

《四声猿》中重新编写了木兰的故事———《雌木兰替父从

军》。在这篇杂剧中，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描绘木兰的换

装以及其重回女儿身的片段， 将女性情怀放在了首位。
在《雌木兰替父从军》中，花木兰获得了全新的幸福人生

以及美好的爱情，结合当时的对抗外侮的背景，作者其

实想借木兰的故事告诉人们，美好的生活一定会到来。
20世纪 30年代末，由华成影业公司出品的《木兰

从军》问世，甚至在上海连着播放整整 85天，热度一直

居高不下。当时，“五四运动”的思想到达鼎盛，导演以及

编剧受到当时“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的感悟，在《雌木

兰替父从军》的基础上大胆添加了花木兰在军营中便萌

发爱情的情节，让整部影片都有着极强的感召力。
20世纪 70年代，花木兰第一次走出来国门。 华裔

美国作家汤女士创作了《女勇士》，这是《木兰辞》的第一

次跨文化改编。 在《女勇士》中，汤女士将替父从军的故

事和海外的种族歧视相融合，将自己想像成了花木兰，并
立下志愿为华人同胞争取到平等的地位。在《女勇士》这
本书中，花木兰就像是一位女剑客，在西方世界进行闯

荡，有着浓烈的复仇情感，追求自由且渴望闯荡出属于

自己的成就。 在这本书中，汤女士肯定了西方的女权主

义以及个性解放，她希望可以通过花木兰这个人物表达

出个人主义的重要性，期望所有女性都可以有独立的思

想、获得自由与平等，成为美国华人女性的理想寄托。 [2]

在 1998年的时候， 美国的迪士尼公司终于成功将

木兰从军这个充满着中国特色的传奇故事改编成了

《MuLan》这一部广受好评的动画电影。 这一版的花木兰

是一个自强自尊，充满着个人色彩。 在传统的东方故事

中巧妙融入一点点解放的思想，不仅迎合了当前观众的

审美，也使得花木兰的整体形象更加饱满，富有了新时

代的意义。
2.从《木兰辞》到迪士尼动画看文学作品的改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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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花木兰的故事在千年间的口口相传中不断被润色，再加上迪士尼电影的改编，额外增添了“龙”“神话”
“爱情”等等情节，让整个花木兰的故事变得非常受欢迎。 其实美国演绎的花木兰的故事与我国古代的木兰代父从

军有着较多的差别，但是里面仍然添加了大量的中国色彩，整部动画电影的基调都是采用柔美的画面，色调非常朴

素。然而，或许是由于迪士尼公司对于中国元素的理解不够透彻，导致整部动画电影中有部分情节与中国文化背道

而驰，引发了国内的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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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与不足

迪士尼改编的剧情颇具起伏， 而且画面柔和美丽，
在《花木兰》中大胆增加了两个的喜剧人物———木须龙、
小蟋蟀。 在整个电影的播放过程中，可以说这两个角色

都赢得了不少的掌声，观众都非常喜爱这两位“陌生角

色”。它们不仅给电影添加了不少欢笑，而且在电影剧情

中也起着重要作用。迪斯尼的动画既优雅又受欢迎———
它适合所有年龄段的人。 看完这部电影，你可能仍然不

相信木须龙和小蟋蟀是真实存在在那段历史中的，但如

果你想到这部电影，你肯定会想到陈佩斯老师配音的木

须龙。 迪士尼经常邀请名人配音或动画片段，这也是其

电影的一大魅力———将影星的独特声音融入电影中，完
成人物的塑造，诠释生动的情节，使电影以独特的光芒

闪耀，产生无与伦比的效果。
迪士尼在改编的过程中比较关注小人物以及弱势

群体的困境，木兰和木须龙最初是迪斯尼改编中的无名

小卒。木兰的失败是不容乐观的，这与旧社会女性对“三
德”的坚持是不一致的。在电影的一开始，花木兰相亲就

失败了，和其他旧社会中的女人显得格格不入，而木须

龙则是不受祖先的喜爱，到处都是嘲笑和排斥。 木兰和

木须龙都是小人物，但他们也都有远大的梦想，通过不

懈的努力，他们改变了世界，赢得了大家的认可。他们成

了英雄，理解甚至拯救了普通人，最终得到了他们想要

的生活。 绝大多数观众其实也都是生活中的一个小人

物，在看电影的过程中，由于人物的兴衰与他们的处境

息息相关，他们在电影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随着角色

的剧情发展，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最后当角色通过

最终的考验，观众也会感受到快乐和感动，并因此获得

灵感和力量。
《花木兰》不仅是美国动画的改写，也是大陆、香港

和台湾众多作家和艺术家观点的融合。 其中，对思想自

由和个人价值的独创追求，可以说是当代中国人可以接

受甚至是向往的，电影中对自由和平等概念的夸大让中

国观众感到欣慰。也许是因为迪斯尼的创作者们不理解

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之后留下的概念性印记，这
部电影可以给中国人一种新的感觉，中国古代的皇帝是

威严和至高无上的象征，不能随意开玩笑。而在电影中，
木兰和皇帝的拥抱让中国观众感到震惊。 [3]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迪士尼电影已经获得了巨大

的商业价值， 但也存在着不尊重其他国家文化和文明、
明显的商业化目标等诸多问题。可以说迪斯尼的动画改

编主要是为了票房———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异国情调，
任意夸大东方的风情，歪曲中国文化，混淆东方文化和

西方文化。该片将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东西时空与明清

宫廷设计相结合，唐代宫廷的壮丽景色；汉魏隋唐服饰

的融合；宋代的烟火和火药。木兰的形象是更是奇怪，直
接穿着日本和服；电影中的女性化妆也与唐代女性形象

和日本艺妓形象交织在一起；在中国传统意义上，神龙

变成了木须龙。这些错位和重叠并不是迪斯尼公司真正

关心的问题， 他们的改编并不是为了突出中国文化本

身，而是利用中国元素的魅力和东方神秘的风俗作为一

个提高票房的小工具，最终只要能创造出这场东方魅力

的美味佳肴就好了，从而吸引全球观众的注意促进美国

的价值观和文化， 并不在意是否阻碍了东方文化的传

播。
如果说迪士尼动画改编的《花木兰》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理解和展示仅仅是肤浅的，对中国文化有着明显的

误解，那么美国梦工厂制作的《功夫熊猫》则是真正意义

上的完美传播中国文化。 梦工厂通过借鉴迪士尼《花木

兰》的动画电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运用达到了更深

层次。 在《功夫熊猫》中，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

神、意境和魅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虽然不可避免地要

有一些西方的理解和模糊的场景，但并没有让中国观众

产生文化冲击。
3.结语

当前，海外很多影视作品对于中国文化的开发已经

到了令人惊艳的程度。 然而，国产的影视作品好像并没

有做到一个良好的文化输出，为什么我国的文化元素需

要借助外国人的力量呢？ 在动画电影《花木兰》中，整体

还存在着一定的美国式中国文化解读，但是在《功夫熊

猫》中，中国元素被体现得淋漓尽致，甚至让中国的观众

感受到了文化认同以及归属感。《功夫熊猫》的成功无疑

是给国内制作人上了一堂具有极大意义的课。美国的电

影从业人员在新时代进程中不断地创新， 与时俱进，一
步步走向了国际的大舞台。 因此，我国的影视作品也需

要兼容并蓄寻找中西文化的融合点，继往开来地寻求文

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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