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文化探界AI
当我问AI，“你会如何向大家介绍这一期特刊”时，它这样说：
AI用二进制重译 《山海经》，将水墨笔触植入赛博空间，为“Z世代”构

建文明对话的全新坐标系。本期特刊在 《哪吒2》 的全球热潮中捕捉文化出海
的数字密码，用AI解析60多年中国动画史，提炼技术赋能的东方美学法则。

我们在“未来潮流实验室”里探索文化碰撞的“化学反应”，也让AI自述
其技术演进史和心路历程——这不是简单的工具应用，而是一场以青年为主体
的新鲜实验。我们清晰看见：技术理性与人文温度的共振，终将解开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文化方程式。在这里，每个青年都是文明星图的测绘师。

AI说得很好，但我们更想说的是：AI在重构思维、颠覆生活的同时，也
让每个年轻人的能力成倍提升。今天，《中国青年报》 的年轻编辑、记者们拥
抱AI，准备给未来的新闻报道“打个样”，让我们共同展开这场国际青年文化
未来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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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蝌蚪找妈妈》
中国首部水墨动画，融合剪

纸、皮影等传统技法，以诗意美学
和悠远意境著称，是“中国动画学
派”的标志性作品。

1960年

《大闹天宫》
中国动画史上的扛鼎之作。汲

取京剧脸谱、传统壁画等艺术精
华，将孙悟空的形象搬上大荧
幕，代表当时中国动画制作的最
高水准。

1961年

《哪吒闹海》
中国首部大型彩色宽银幕动画

长片，取材于古典文学作品 《封神
演义》，改编自神话，融合大量京
剧元素，对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的
融合进行了开创性探索。

1979年

《宝莲灯》
中国高投资动画电影代表

作，改编自中国民间神话“劈山
救母”，采用全明星配音与电脑
特效技术，推动中国动画 3D 技
术发展。

1999年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影片对经典 IP 进行了全新的

解构与诠释，孙悟空以全新形象再
次登上荧幕。它标志着中国动画电
影的受众群体开始由低龄化向全龄
化转向。

2015年

《哪吒之魔童闹海》
影片将传统神话与现代叙事结

合，展现了“我命由我不由天”
的抗争精神。全球票房突破 150
亿元，打破了好莱坞对全球动画
市场的垄断。

2025年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梓元 记者 傅 瑞

近日，中国国产动画电影 《哪吒之魔童闹海》（以
下简称《哪吒 2》）的风潮席卷全球。热潮之下，《哪吒

2》 在海外观众中的“风评”究竟如何？近日，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运用 AI 技术，结合大数据手段，系统

性地收集了海外主流电影评分平台的观众对于 《哪

吒 2》 的影片评价。通过对评论内容的深入挖掘，记

者提炼核心词汇并制作词云，直观展现观众关注焦点与

情感倾向。

专业影评网站 IMDB 数据显示，《哪吒 2》 海外口

碑表现突出。在海外电影评分网站烂番茄上，《哪吒 2》
收获了 100%新鲜度，爆米花指数高达 99%。分析显

示，海外观众普遍称赞 《哪吒 2》 的电影品质达到国际

一流水平。在利用 AI技术手段收集的 167条长评中，有

121 名观众 （占比 72.5%） 给出满分评价。在长评中，

海外观众纷纷对 《哪吒 2》 的电影品质给予了极高的评

价，如“必看之作”“巅峰水准”“世界级水平”“品质卓

绝”。其中一名给该影片打了 10颗星的海外观众在评论中

说：“ 《哪吒 2》 无疑是一部电影瑰宝，其 5年制作过程中

的每一秒都进行了精心雕琢。”而另一名海外观众更是认

为 《哪吒 2》 以其宏大的叙事与深邃的艺术，充分诠释了

何谓“史诗之作”。

行业影响方面，《好莱坞报道》 3 月 16 日专文分析

指出，《哪吒 2》 这部现象级作品为现阶段的相对低迷

的中国电影市场注入了信心。咨询公司亚提森格维

（Artisan Gateway） 总裁鲍礼诚分析认为，《哪吒 2》 的成

功不仅印证了中国电影工业的创作实力，更证明了本土观

众仍保持强劲的观影需求，这对全球投资者评估中国电影

市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据悉，截至 3 月 20 日，《哪吒 2》 海外总票房超过两

亿元人民币，并在全球近 30个国家上映。在美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上映的基础上，《哪吒 2》 制

片方高度重视南美市场，正在积极推动影片在阿根廷、巴

西等南美洲国家影院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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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吒2》海外“风评”如何？AI大数据这样分析

（部分内容由AI辅助完成）

BREAK THE BOUNDARIES

破 界

《AI眼中的中国动画电影之路》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樊 星 王梓元 记者 傅 瑞 （部分内容由AI辅助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