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3

双创空间S

文化认同激发创作灵感
    
“白族传统民居会把瓦猫放在屋

脊正中，相信它能镇宅辟邪。对白族文
化了解得越多，我越对这种融入生活的
文化感到着迷。”杨冬儿感慨，应该让
更多人“看见”白族文化。于是，她决
定用写作的方式，将所见所闻的民俗、
自然景观、当地的文化和非遗技艺等写
成短篇童话发表于网络。

在她所写的童话故事里，有以苍山
珍稀保护动物小熊猫为原型的元元、非
遗瓦猫精灵吉吉、大理古城的守护精灵
匠先生、国宝金翅鸟雕像的苍山精灵千
寻、“上关花”精灵朝珠和以杨丽萍孔
雀舞为灵感创作的下关风精灵“白雀”
等角色。

“我们‘90 后’几乎都是看着动
画片长大的，当有了一些读者之后，我
就想是否可以用动漫来承载白族文化，
用更直观的方式展现白族人的故事与白
族文化。”杨冬儿的想法很快得到实现。

2018 年，杨冬儿与和她一样有着
动漫梦想的同学，组成“洪荒动漫”团队，
开启了民族风动漫创作之路。那时，他
们就开始筹备以民族风为主的“洪荒”
系列神话题材动画电影。第一部作品《洪
荒：苍璃》，他们决定以“风花雪月，
山灵水秀”的家乡大理为创作背景。随
即，这部动画电影的先导漫画——《苍
山小册子》面世，以新型酷炫的方式打
开了大众认知大理文化的新大门。

    

“洪荒动漫”团队启航
    
2018 年 6 月，《苍山小册子》漫

画在各大网络平台上线，并在微信公众
号、微博、腾讯漫画等平台连载，以优
秀的动漫 IP 质量以及取材于大理非遗
文化、民族文化的画面风格大获好评，

获得全网超 1000 万的阅读量。还入选
2020 年中宣部“原动力”中国原创动
漫出版扶持计划，被称为“大理精灵之
书”。杨冬儿也因此荣获中国动漫“玉
猴奖”2020 年度十佳授权新星。

秉承着对大理的热爱，杨冬儿意在
将《苍山小册子》打造成大理白族文化
和旅游的文创新“地标”。截至目前，《苍
山小册子》动漫 IP已累计开发包括实体
书、明信片、玩偶等在内12个类目的衍
生产品。至今，“洪荒动漫”团队已参
加 3 次创意云南文化产业博览会，并收
获了许多关注与支持。现阶段他们正在
为推出动画电影《苍山小册子：千年一街》
的目标而努力。

此外，《苍山小册子》还得到不少
专家学者的认可。“大理之境，山海有
灵……大理白族姑娘杨冬儿主创的《苍
山小册子》正是这样一本大理精灵之书。
灵秀的苍山孕育奇妙的幻想，也将大理
年轻人的故乡情怀渲染其中。”中央民
族大学影视人类学中心主任朱靖江教授
如此评价。《大理外传》作者、英国插
画师万哲生说，《苍山小册子》的出
现令人激动，奇妙的故事构架，极具
幽默、活跃、魅力的画风，构成了这
个精彩组合。

面对未来，杨冬儿充满信心，她告
诉记者，团队里的每个人都想尽自己的
一份力，用动漫的形式更好地宣传大理。

“我们希望讲述有温度的大理动漫故事，
不仅仅是展现大理的自然风光，还将固
有的文化符号灵动化。希望通过我们创
作的动漫，能让更多人喜欢上大理的文
化。”杨冬儿说，她想讲的中国故事是
植根于这些文化情怀、文化内容场景，
植根于人们热爱的大理、热爱的白族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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