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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文化搭乘二

次元快车

1964年，我国第一部彩色动画长片
《大闹天宫》上映，成为我国动漫作品的
里程碑之作。

50 多年后的今天，国产原创的
《大鱼海棠》《大圣归来》 等动画电
影在我国的票房屡屡破亿，二次元市
场的受众群体之广、消费潜力之大可
见一斑。统计数据显示， 2015 年以
来，我国二次元用户每年以平均 1.3
倍的速度增长，从 2015 年的 1.6 亿到
2019 年的 3.45 亿，预计 2020 年将达
到 4.13 亿。

二次元文化的魅力何在？拿最普
通的表情包来说，每一部手机都是一个
二次元传播源。据腾讯官方数据统计，
目前网络实时通讯软件中的“呲牙”表
情使用次数高达 303亿次。小到一个微
信表情，大到一部动画电影，基于移动
互联网，二次元文化已演变为大众流行
文化。

在庞大的受众群体面前，二次元文
化内容日趋多元化，以军事类动漫为代
表的各类二次元作品涌现，以互联网为
重要载体，吸引不同口味、不同偏好的
用户点击、观看、消费，推动我国二次元
文化快速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二次元文化具有强
烈的年轻化社会属性。数据显示，90后
和 00后是当下我国二次元用户的主力
人群，占比高达94.3%。

作为年轻一代，90 后和 00 后大多
拥有相对良好的教育经历，国家认同感
较强，对党史国史军史感兴趣，同时不
太接受传统的宣传和说教方式。因此，
以军事类动漫为代表的二次元军事文
化，以超现实的想象力和审美趣味，巧
妙回避了网生代对传统说教的反感，赢
得他们的喜爱和关注。

国防教育打开发

展新窗口

早在抗战时期，我军就推出抗日系
列漫画，笔为枪炮、画作弹药，揭露日寇
暴行，鼓舞抗敌斗志。新中国成立后，
一批促进部队正规化建设、弘扬正能量
的漫画作品也相继推出。到了互联网
时代，受制于传统媒体相关栏目压缩等
多种原因，一些军事类动漫作品的创作
人员转向其他类型的创作。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新媒
体逐渐成为二次元军事文化作品传播
的重要渠道，二次元军事文化作品呈向
上发展态势。同时，二次元军事文化的
创作主题也从单一的军史战例拓展到
军旅故事、军人情感等多方面。

事实上，不少国家都已开始重视通
过二次元方式进行国防教育。如美军
每个兵种都有自身动漫形象，每逢重要
法规制度出台时会用形象直观的动漫
形式进行解读等。当前，我国通过二次
元作品开展国防教育尚处于初步发展
阶段。

2013年，我国首部军旅题材动漫连
续剧《聪明的顺溜》发布。该剧因取材
自真实特种部队，反映陆军侦察兵的励
志故事，在全网迅速走红，播放量超 50
亿，粉丝累计突破 2000万，不仅吸引了
许多青少年观看，不少家长也持赞赏态
度。今年 1月，该剧又改编为动画电影
《士兵顺溜：兵王争锋》，并以“献给每一
个中国孩子”为主题开展全国青少年国
防军事巡讲活动，再次受到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热血时尚、军事体验、励志成长……

时代赋予军事文化二次元作品国防教
育和军队形象塑造的重要内涵。”《聪明
的顺溜》主创团队感到，军事文化二次
元创作不同于其他二次元作品创作，其
政治性、思想性、教育性强，蕴含的意义
也更为深刻。

实践证明，在全媒体时代，以二次元
形式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征兵宣传等大
有可为。在漫画领域，揭露日本发动侵
略战争罪行的《国家燃烧》、讲述我国百
年前民族英雄故事的《国魂》等军事历史
动漫作品，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在社交平
台，众多军事类表情包如雨后春笋般出
现，其中，名为“我是八路军”的系列微信
表情包下载使用量已超380万次。

2015 年 8月 1日，中国军网制作了
一期网评为“画风任性”的 5分钟动漫短
片介绍人民军队，迅速在全网走红；同
年，中国空军首部微动漫《苍穹之梦》发
布，被称作动画版“空军宣传片”；2017
年，环球网发起的庆祝建军 90周年——
“我心目中的解放军”动漫大赛，收到百
余幅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作品，作者从
8岁小学生到在校大学生，再到一大批
爱国军迷，作品表达了浓浓的爱军拥军
之情……

以二次元方式进行军事文化作品
创作，表现手法变“萌”了，更直观、易
读、新鲜，逐渐成为普及军事历史知识、
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不
可或缺的方式之一。

创作关键是找准

主旋律内核

在看到二次元文化热的同时，也要
警惕其运用不当可能带来的负面影
响。全媒体时代，二次元文化传播的内
容、途径及表现手法多元多样，作品中
可能夹杂或隐含的一些暴力、低俗等元
素，容易导致其陷入良莠不齐的局面。

观察现有的军事类二次元作品不难
发现，一些国外引进甚至包括部分国内
作品中，不乏充斥泛娱乐化或带有不良
政治倾向的“伪军事”“真陷阱”。有的将
铁血硬汉和软萌少女联系在一起，把阳
刚气质阴柔化；有的过于夸张或搞笑，背
离军史事实和严肃属性；还有的带有政
治意图，试图合理化“非正义战争”。
“尚处于发展阶段的国产二次元文

化，太多流于肤浅的无厘头搞笑，或一
味追求视觉刺激，堆砌俊男美女、宏大
场景。”中国动漫集团发展研究部主任
宋磊指出，二次元文化唯有回归现实、
脚踏实地，才能更加震撼人心、引发共
鸣，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

今年 5月，全网首部特战题材军事
漫画《特战先锋》上线，这部以实战化训

练为大背景，反映新时代特战尖兵励志
故事的国产漫画，吸引不少动漫爱好者
为其“打 call”。

据了解，为求展现新时代官兵真实
风貌，主创团队不仅深入军营实地体验
生活，还专门邀请退役军人和军事大V
担任军事指导，并在每集故事结束后，
进行国防知识科普。
“年轻时尚的动漫作品深受青少年

观众的喜爱和认可，但作为军事漫画要
有底线思维，创作不能无边无际。”《特
战先锋》创作方认为，彰显强军新风貌，
普及有趣、有料的“硬核”国防知识，为
储备优秀应征青年贡献力量，是军事文
化二次元作品创作的重要方向。

不难发现，近几年我国二次元军事
文化作品数量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但内
容和形式上，依然与国防教育需求存在
一定差距。“一味强化升级打怪的阅读爽
感、价值意义浅表化，是长期以来一直存
在的局限。”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副教
授詹庆生在谈到要提升网络文学精神境
界时表示。同样，对二次元军事文化而
言，成熟的体系尚未形成，与高水准的作
品相比，仍存在不少短板弱项。

二次元军事文化的发展是一道时
代课题，要健康长远发展，主旋律的内
核不可或缺，必须牢牢守住意识形态底
线，跟随改革强军步伐，针对青年群体，
找准文化定位，塑造中国军人好形象,
传播中国军队好声音。

开拓国防教育新路径
—对我国二次元军事文化的观察

■何楚洋

乘势而上

“硬核”力量崭露头角

当下，二次元军事文化作为一种

创新的表现形式，因其紧扣时代的

生命力、鲜活生动的表现力、贴近青

年的亲和力，为中国军队形象塑造

注入新的活力，让受众在潜移默化

中传承红色基因、接受国防教育。

然而，仍处于发展初期的二次

元军事文化，也面临着主题不够鲜

明、创作思路受限、传播渠道不畅等

问题，应积极探索发展路径，既拿好

“话筒”，也打好“品牌”；既抓好“题

材”，也用好“平台”；既加强“融合”，

也形成“机制”；既要对“口味”，更要

有“军味”。

占领思想文化主阵地，掌握时代

话语权，应警惕外来作品中一些不良

思想和价值观影响青少年，立足于打

造广受军民喜爱的人物形象，将大力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

创作主旋律，将正确的军事观、战争

观、价值观传递给受众，使高品质的强

军文化产品在日趋激烈的文化市场竞

争中脱颖而出。

二次元军事文化作品的创作应

与新时代强军实践同频共振，通过

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打造出有思

想、有故事、有温度、有质量的文化

作品。同时，创作者需具备媒体融

合意识，深入研究新媒体平台传播

规律和受众特点，运用互联网传播

优势，全方位多渠道开展军事文化

传播。

深入推进军地沟通协作，构建科

学规范的创作机制，也十分必要。应

建立相关研究平台，将军事二次元文

化纳入研究视线，开展相关研究和培

训学习促进交流，实现军地协作创新

发展。在作品内容质量把关上，形成

制度规范，既有时代特色，更有军队底

色。同时，引入大数据技术和众创理

念，让更多专业优质资源融入二次元

军事文化创作。

创新发展二次元军事文化，是一

项系统工程，需军地共同努力，以全新

的理念、丰富的资源、健全的机制，讲

好强军故事，加强国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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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笔下的大头兵是个五短身材，有

着圆圆的大鼻子，戴着一顶遮住眼睛的

钢盔，喜欢吃巧克力饼。《大头兵》漫画

里，大头兵和战友、敌军在多姿多彩的

军营里、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发生了一系

列幽默故事。

《大头兵》创作的初衷来源于我儿

子。2011年的一个周末，10岁的儿子

看完一部战争片后，异常兴奋地拉着我

的胳膊说：“爸爸，我想看这种打仗的漫

画！”当时，市面上军事类漫画并不多

见，我给儿子画了几页四格漫画，没想

到儿子带去给小伙伴们看，反响还挺

好，回家催着我多画些。“大头兵”这个

形象就这样诞生了。

前几年，我受邀给中小学学生作漫

画讲座时发现，给孩子们在黑板上画生

活漫画和军事漫画，孩子们对大头兵要

感兴趣得多，不少孩子表达了他们长大

后要做解放军报效祖国的梦想。

一次讲座中，一个小学生直接认

出了我画的是某型号步枪。经过一番

畅聊我发现，他对武器装备的了解是

我这个“老军迷”在他这个年纪远远不

及的。这也让我意识到，军事漫画创

作要慎之又慎，尤其在常识和逻辑上

不能出错，不能给孩子们错误的示范

和引导。

幸运的是，《大头兵》在2018年被

改编成儿童剧后，在全国几十个城市巡

演，获得不少观众的认可和孩子们的喜

爱，如今已陆续出品了3季。其中多次

重复的台词——“不怕苦、不要哭、面对

困难不认输”，就是希望启发青少年理

解真正的勇敢和坚强。

今年 4月，《大头兵》系列漫画出

版，为了让孩子们看漫画的同时能多

了解些国防相关的内容，我和编辑部

商议后，在书中加了不少插页，专门介

绍国内外武器装备等内容，普及军事

知识。

近年来，国内陆续推出不少军事

漫画作品，但有的作品中武器、服装、

历史、战略战术等方面内容被军迷发

现不少错漏。事实上，军事漫画涉及

领域内容较为广泛，对作者军事素养

要求较高，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在遐想

中创作，必须要有长时间大量的军事

知识积累。

未来，我将在不断学习军事专业知

识的同时，注意娱乐性和专业性的平

衡，引导孩子们从好奇国防、关注国防

到了解国防，让军事漫画发挥好国防教

育功能。

勾画出孩子的梦想
■王 峰口述 本报记者 潘 娣采访整理

王峰，山西省漫画学会副

会长，从事军事漫画创作多

年，今年4月出版的专为儿童

打造的军事漫画《大头兵》受

到好评。

上图：王

峰笔下的《大

头兵》漫画。

左图：《大

头兵》儿童剧

剧照。

国防聚焦

近年来，随着国产动漫的蓬勃发展，军事题材类的动漫作品也日趋丰富，涌现出《闪闪的红星》《那年那兔那些事儿》《聪明的顺溜》等优秀作品。图为部分国产军

事动漫作品。 制图：扈 硕

弹幕，已成为一种传播载体。观

看视频的年轻人喜欢通过发弹幕的方

式表达观点、抒发情感。去年，某视频

网站公布的2019年度十大弹幕热词

中，表达年轻人情绪和情感共鸣的词

占了一半。

图为在观看国产军事动漫《那年

那兔那些事儿》时，年轻人用弹幕表达

对祖国的热爱、对军人的敬意。

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弹幕里，“后浪”
的家国情怀

“二次元”最初指动画、游戏作
品等存在于二维空间的产物，后逐
渐发展为包括动画、漫画、电子游
戏及其相关核心产品与衍生产品
在内的“二次元文化”。
“二次元”作为一种新兴文化

现象，近年来在我国迅速兴起。
随着《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等现象
级军事动漫产品的走红，人们看
到，“二次元”可以成为弘扬主旋
律、传播正能量的表现形式，也为
开展国防教育开辟了一条新路
径。同时，当下的“二次元”军事
文化作品还存在质量不够齐整、
运营监管相对缺乏等问题，需要
找准主旋律内核，向更加良性的
方向发展。

写在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