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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情感层次上也有着重要的审美价值。《魔道祖师》

中，魏无羡虽修炼诡道，但却行正义之事。在众仙门百

家被困奸人的陷阱无法脱身时，魏无羡以自身肉血吸引

怨灵，使得仙门百家脱身。在动画中魏无羡和蓝忘机一

改 往 日 黑 袍 和 白 袍 ， 化 为 一 身 红 衣 ， 在 众 人 中 格 外 耀

眼。红色是正义的象征，也正面展现出二人侠肝义胆的

品质、匡扶正义的情怀，充分表达出该动画的主题思想

和角色情感。

2、创作者与观众的情感抒发

色彩艺术通过创作者意图在影视动画中展现，与观

者主观意识上产生联系，进而引起观者对影视动画中情

感的共鸣。通过传达动画角色情绪来引起观者内心的认

同感，从而提升色彩艺术在影视动画中突出情感美的价

值意义。 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自出生便带有

红色火焰的属性，他生而为魔，但却秉承“我命由我不

由天”的态度，学习斩妖除魔。敖丙生于海底龙族，一

身凛然正气，虽与哪吒看似水火不容，但面对天雷的降

临，二人以命相拼。在海底，红蓝两色产生强烈冲击，

使得红色在海底尤为耀眼，充分表现出哪吒在面对命运

绝不屈服的情感态度。《哪吒之魔童降世》中“我命由

我不由天”的情感主题的传递，也深刻影响着观众的生

活态度，以作品中热血的红色印象滋养着观众心中的红

色动力。

（四）发挥色彩优势，打造动画的意境美

意境是人们对于客观物象的感觉和意识，是在情景

交融中实现心灵升华，在精神世界产生无尽遐想并继而

引人深思的艺术境界，因此，意境美也正是众多艺术创

作者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色彩，是促成影视动画产生意

境美的重要元素之一，掌握色彩不同于其他视听语言的

独特视觉优势，灵活运用色彩规律是打造影视动画意境

美的关键。

迪 士 尼 动 画 电 影 《 冰 雪 奇 缘 》 中 艾 莎 随 着 音 乐 呐

喊，用冰雪建造的楼梯和城堡拔地而起。身穿蓝色裙子

奔 跑 的 艾 莎 公 主 和 雪 白 的 华 丽 宫 殿 交 相 辉 映 ， 相 得 益

彰。这充分暗示出主人公想努力挣脱束缚的内心世界，

将艾莎追求自由的心境与这华美的宫殿融为一体。在动

画制作过程中，创作者们将蓝色和冰雪的白色发挥到极

致，通过光线的折射和反射效果，将动画各种色彩有机

结合，制造出一个完美的冰雪世界，这一过程也正是创

作者打造动画意境美的实现。

对 于 意 境 的 追 求 是 动 画 艺 术 的 美 学 特 征 之 一 ， 这

种意境美不仅让观众“悦目”，更能够实现真正的“赏

心”。通过色彩与画面、音乐等元素的有机结合，使观

众在体味动画故事情节的同时，也能将情感升华到自然

变迁、人生感悟等艺术境界，这便是色彩在打造影视动

画意境美时的影响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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