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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海诚的 《你的名字》 与其早期作品之差异
赵倪聪

摘　 要： 新海诚是日本动画的新领军人物， 他的新作 《你的名字》 既表现了其区别于前辈们的创作特

色， 也展现出与他自身早期作品的差异。 正是在这种特色与差异中， 我们看到了新海诚的继承与创新、 纠

结与矛盾。 这种特点具体呈现为： 以鲜明的 “时间空间” 形式表达的浓郁 “孤独感”， 以 “多线” 糅合的

剧情叙述模式对主题的升华， 以对大众诉求的 “满足感” 的妥协为代价导致 “现实感” 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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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动画电影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黄金期以来， 诞生了以宫崎骏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的动画导演。 而

自从进入 ２１ 世纪之后， 伴随着宫崎骏的沉寂， 日本动画电影界也进入了一个群龙无首的时代。 谁能够

在宫崎骏之后继续扛起日本动画电影的领军旗帜？ 各种说法莫衷一是。 无论是大友克洋、 押井守， 还

是庵野秀明、 新房昭之， 都曾是热门人选。 但也就在这个时代， 新海诚自 《星之声》 之后， 逐渐崭露

头角， 之后的 《秒速五厘米》 《言叶之庭》 等作品相继获得好评， 奠定了他日本动漫新生代导演代表人

物的影坛地位。 他以独特的叙事风格， 讲述着一个又一个纤细而饱满的日式故事， 赢得了 “小宫崎骏”
的名号。

新海诚自出道以来便广受各界关注， 在其近二十年的创作生涯中， 贯彻了对于自我、 孤独等生命内

涵的思考， 展现了日本民族特有的纤柔之美， 最终将自身的创作风格打磨成型。 然而在对比其对动漫

艺术的追索的历程之时， 也可以发现他自身对于早期创作的趣旨的背离与扬弃。

一、 星火传承： 从宫崎骏到新海诚

谈到日本动画电影， 热爱动漫的观众第一反应都是宫崎骏、 押井守、 金敏等日本老一辈的动画创作

者， 其中宫崎骏无疑是日本动画电影的翘楚， 他的电影动画题材以拟造童话世界见长， 通过建构虚拟

世界传达创作者环保与反战的价值观， 受到各年龄层观众的一致好评。 而如今， 宫崎骏的谢幕对于当

代受众以及当下动画界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但从动漫电影发展的宏观角度上看， 真正需要关心的

也许不是宫崎骏是否能够继续创作生涯， 而是日本动漫电影的火种是否能够得到延续。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了新海诚的崛起。 作为新生代动画导演的代表， 新海诚作品中 “治愈系” 的画面以及对于现

当代社会所存在问题的解剖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２００２ 年独立动画 《星之声》 横空出世时， 新海诚饱

受争议， 有的热捧 “其高度的 ‘独立’ 性， 使他的风格淋漓尽致的贯彻， 深邃唯美的画面和细腻的情

感表达震撼了所有观众。” ［１］运用新媒体技术的新海诚成为了打破传统动画电影的标杆， 当然其中也不

乏一些支持传统动画的批判家的否定， 称其为 “旧时代的反叛者”。［２］ 新海诚的电影开始被大陆受众所

接纳应该追溯到 ２００７ 年， 《秒速五厘米》 资源在网上的流传， 治愈的画面感以及伤感的叙事内容顿时

俘获了一大批中国观众。 《你的名字》 上映 ２８ 天就在日本开创了继宫崎骏之后第二个突破 １００ 亿日元

票房的动画导演的伟绩，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其票房更是达到了 １４５ 亿，［３］ 这使新海诚的名声

大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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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背景出身的新海诚在早期系列作品中， 镜头与人物设定都无法与其他同期动画导演相抗衡，
更何况大多数受众都看过宫崎骏的作品， 再比较两者可谓天壤之别。 比如宫崎骏的开山之作 《未来少

年柯南》， 在人物设定上有日本浮世绘的传统艺术感； 而新海诚 《星之声》 中的人物脸部比例给人感觉

十分不协调， 从这点上就可以反应出新海诚没有经过专业的绘画训练。 可是在场景上， 新海诚却用了

与众不同的形式吸引了众多观众， 新媒体技术的成熟也给予新海诚更多的创作信心及更大的施展空间，
通过视觉的冲击来抓住受众的心永远是动画中屡试不爽的招式， 新海诚渲染照片的形式以及对于光影

的运用使其作品在题材的选择上更加偏向治愈抒情类。 也许这与他的出生地点有关， 长野县本身海拔

就偏高， 光线的明暗对比相对于海拔低的地方更加突出，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新海诚的作品中对于现实

的美化程度完全依托于光影， 凭借驾驭光影， 来冲击受众的视觉感官。 而事实证明， 抛开画面， 新海

诚对于情感的把控以及对于现当代社会的问题剖析都极为精准， 毕竟是人文学科出身， 他对于故事的

叙述会更加考虑到情节的逻辑性， 更善于对社会现象做合适的包装。

二、 新海诚的动画元素： “孤独感” 、 “时间” 与 “空间”
浓郁的孤独感一直都是新海诚动画作品的 “标签”， 而在影片孤独感的背后， 透露出创作者对于当

下社会的深刻思考。 从早期作品 《她与她的猫》 中猫的视角所阐述的女主角的心理， 再到前段时间热

播的 《秒数五厘米》 中男主角与女主角的异地恋， 《追逐繁星的孩子》 中， 关键时刻救了明日菜一命，
并且憧憬 “地上世界” 的瞬而最终踏上前往异世界的旅途， 以及 《言叶之庭》 中因望逃离这个充满恶

意的世界， 对雨天与对方相遇的期待， 这种孤独感一直存在， 同时这种孤独感也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变

化愈演愈烈， 因此这三者成为了新海诚作品中的核心元素。
与 《天空之城》 《东京教父》 或是迪斯尼的 《疯狂动物城》 等动画电影相比， 新海诚在他的作品

中更加热衷于用旁白或第三人称视角来辅助叙事， 无论是 《她与她的猫》 还是本文分析的 《你的名

字》， 旁白一直是新海诚动画电影中叙事模式的一个标志。 在 《她与她的猫》 中， 完全是用以猫的视角

来推动整个故事情节， 《星之声》 《秒速五厘米》 《言叶之庭》 中对于内心情感的表现都运用了大量的

第三人称视角， “新海诚影片中的人物都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 但都相对压抑、 孤独， 因此片中充斥着

大量的人物独白。 其中有些独白并不叙事， 只是情感的宣泄， 将要表达的感情直接从人物口中说

出来。” ［４］

导演若是将故事主角的内心情感以自我的视角， 也就是大众所说的第一人称视角来表述的话， 对

于整个编造的世界观来说， 他的判断可能只有他个人认可， 也就是平常所说的主观思想， 而第三人称

视角是这个世界中的其他人来对故事主角进行的定位， 可以说第三人称视角是导演想要告诉受众， 他

所创造出这个世界中的一个规则， 或是一个定论， 在这个世界， 别人眼中的主角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第三人称视角是一种大众思维， 是十分客观的判断。 在新海诚的作品中， 孤独感的营造很大部分是由

于第三人称视角在起推进作用。
“新海诚作品的物哀之美还体现于对宿命论的表现， 《星之声》 和 《云之彼端》 中因时间和空间的

阻碍而无法彼此相伴、 无法完成梦想的哀伤， 这种对无法逆转现实的无力感都给观众留下了唯美而哀

伤的感觉。” ［５］ 《言叶之庭》 之前， 对于 “宿命论” 一向给予肯定的新海诚， 一直将分离作为故事的结

局， 也许现实本身就是这么残酷， 又或是新海诚对于感情有自身的理解。 在传统的动画电影中， 关于

感情的故事往往存在大量争执， 或是因各种机缘巧合的事件引发了主角们情感的剧烈变化。 如迪斯尼

的 《勇敢传说》 中， 因梅丽达的叛逆而造成的一系列事件； 《长发公主》 的小乐佩公主失踪， 偶遇尤金

等都是建立在策划好的设定中推进了剧情的。 以曲折的情节寻找爆破点， 并以此勾起观众的兴趣是迪

斯尼动画灌输的 “三分钟一个小高潮， 五分钟一个大高潮” 的情节叙事方法。 而在新海诚的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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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类型化设计并不多见。 自尝试性的制作 《星之声》 这类科幻系列之后， 他对于自身风格有了相对

的理解， 他选择将作品中的感情最真实一面展现给观众， 比如 《秒速五厘米》 中， 除去很多现实中所

不存在的离奇事件， 拉近影片与现实的距离， 以造成他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角的悲情， 失落甚至

绝望情绪是非常真实的效果。 《言叶之庭》 之后， 新海诚对于结局的把控也更加成熟， 虽说故事情节还

是以传统的多线性叙事方式讲述感情故事， 但这次的结尾可以说是将之前作品所积累下来的所有悲情

与失落做了彻底的平抚， 再搭配上 《言叶之庭》 中翠绿的主题色与光影之间的交融， 使得新海诚的作

品在画面的表现力上更加上升了一个档次。 在具象美的呈现中， 讲述也许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
假如说 《秒速五厘米》 是新海诚在新层次上的探索， 《追逐繁星的孩子》 是向宫崎骏的致敬， 那么

《言叶之庭》 就是定型， 再到最近火爆的 《你的名字》 则完成了升华。

三、 影片的成功因素： “升华” 而不止是 “革新”
有很多评论表示新海诚相对于之前平平淡淡的讲述情节， 终于会写出复杂的故事了， 那么笔者为

什么要用 “升华” 这个词而不是用 “革新” 去评价这一次的作品呢？ 新海诚的作品与其他创作者的作

品存在的主要区别就是故事的叙事手法， 传统的动画导演采用的大多是线性叙事手法， 比如宫崎骏的

系列作品 《风之谷》 《红猪》 等， 主要叙事情节都是跟着主角走的， 而新海诚十分擅长使用多线性叙事

手法， 不管是 《星之声》， 还是 《秒速五厘米》， 都是以双人的视角去讲述整个故事。 应该说， 新海诚

从一开始就一直在使用多线性叙事手法。 但到了 《你的名字》 中， 除了多线性叙事的手法以外， 剧情

的表现手段成为了这部动画电影的一大看点， 虽说这部片子的情节、 片段都发生得很自然， 但当观众

认为男主角即将寻找到女主角， 期待他们相遇的喜悦时， 时空成为了最大的阻碍， 而在此之前完全没

有想过的是， 男主角与女主角竟是存在于不同的时空点中。 《你的名字》 开篇时主角的空间距离就已存

在， 一个在乡村， 一个在东京， 但时间却是相同的， 因此到了之后， 时间成为了最遥远的距离。 就像

笔者所说， 新海诚十分擅长运用时空来营造一种孤独感， 在他的作品中观众能够看到许多与距离相关

的事物， 比如星空， 以及新海诚最喜欢运用的远镜头， 都可以营造一种距离感。 况且， 人类对于时空

的隔阂是无力的， 这种无力感透着绝望， 引起孤独感的爆发。 这种故事的推进手法， 是之前新海诚的

作品中从未体现出来的， 早期作品 《星之声》 《她与她的猫》 中没有出现太多转折或关键点就讲完了一

个故事， 但这次在 《你的名字》 中的转折不会显得很突兀， 却会显得很震撼， 观众深深感受到了当男

主角见到陨石坑时的绝望。 有很多人认为 《你的名字》 是新海诚作品的革新， 而笔者认为， 这次的作

品是继 《言叶之庭》 的一次升华。 持 “革新” 观点的人也许会认为新海诚在 《你的名字》 中的叙事变

化出现得太过突兀， 时空点的顿然出现是之前新海诚的作品中从未用过的手法与想象， 因此认为是革

新。 实则， 新海诚的作品在叙事手法上是相同的， 《秒速五厘米》 《言叶之庭》 中都采用了多线性叙事

的手法， 只是表达手段的不同罢了， 前两部作品整个故事的走向以及大背景都是在现实社会中， 而

《你的名字》 中时空点的出现带了一点奇幻的意味， 看惯新海诚作品的受众的确会感到惊奇， 但这只是

延续了之前的模式， 同时在这样的模式下进行改良罢了。 因此， 笔者认为新海诚只是在原有基础上表

达了一个更凸显距离感的片子， 而并非革新。
前几部作品 《追逐繁星的孩子》 《秒速五厘米》 《言叶之庭》 都采用了相对的修辞手法去美化标

题， 通过转喻与隐喻的手法概括作品的核心内容。 相比之下， 《你的名字》 去掉了繁杂的叙事思考， 直

截了当地将故事的主题作为故事的标题。 从初识到忘却， 再到潜意识中记忆的重塑再会， “名字” 贯穿

了整部影片。 我们看到新海诚在这次的作品中添加了更多的思考在情节梳理上， 毕竟切开时空不难，
但要链接时空则需要有很强大的逻辑支撑。 《你的名字》 中对于黄昏的定义， 以及神社的缘由等设定都

为时空的对接建立了依据。 从这些地方我们也看到了新海诚编剧功底的扎实， 整部影片相当饱满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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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不必要的情节， 所有设置都是为了故事的进展而做的铺垫。
该影片的成功还有不可忽视的两大助力， 一位是田中将贺， 还有一位则是安藤雅司。 谈到田中将

贺， 不得不提的是他的作品 《我们仍未知道那天所看见的花的名字》， 在中国又称 《未闻花名》， 该影

片 ２０１１ 年上映时， 因为治愈的画面以及伤感的叙事， 给予观众许多的感动， 勾起了年轻观众们童年时

的回忆。 同时， 田中将贺设计的本间芽衣子也成为了日本家喻户晓的动画人物。 《龙与虎》 中田中将贺

塑造的逢坂大河的形象也一直受到广大受众的喜爱， 应该说在人物设定上面， 田中将贺是十分成功的。
不管是从形象上还是性格的塑造上都十分到位， 清新的风格， 刚好与新海诚的治愈系画面以及系列主

题吻合。 第二位是 《千与千寻》 与 《幽灵公主》 的创作者之一安藤雅司。 这两部作品可以说是在吉卜

力的辉煌时期所做， 安藤雅司在这两部作品中担任作画监督一职， 撇开宫崎骏的信任不提， 安藤雅司

具备世界级的镜头感， 而这也刚好弥补了人文学科出身的新海诚的弱点。 对于新海诚来说， 这两位的

加盟不仅提高了作品的质量， 同时也减轻了他自身的压力， 在不确定的地方， 与他们一同探讨， 确定

最适合的方案， 在作品的高完成度下， 也提高了自身的能力与眼界。 同时新海诚首次运用的制作委员

会形式， 使资金方面得到了相应保证， 观众从而能够尽情享受 《你的名字》 带来的视听冲击效果。

四、 “新海诚” 元素的缺失： 在 “现实感” 与 “满足感” 之间

不同于之前的悲剧结尾， 连续创作出两部精神释然， 描绘重逢的作品， 新海诚对于自身作品的理解

已到了另一个层面。 他从独立创作开始， 至今已 １７ 年， 在这 １７ 年的探索中， 新海诚慢慢了解到观众们

想要得到的东西———满足感， 但在他不断摸索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问题——— “新海诚” 元素的缺失。
《你的名字》 虽然迎来众多好评， 但新海诚的个人特色却少了很多， 真实感慢慢地被磨灭， 作品的

叙事情节开始朝着一般商业电影发展。 早期系列作品中纯粹的感情， 平淡的生活被打破， 虽然真实感

依旧存在， 但缺少了精神的寄托感。 新海诚曾说过： “被广泛的大众所喜爱或者被接受， 对于我个人而

言并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作为一个创作者， 更重要的是做自己觉得更大的事情。” ［６］

也许是制作委员会带来的商业压力致使新海诚无法完全展示自己的想法， 大多数制作方所在乎的

不是作品的艺术价值而是商业价值， 即使对大艺术家， 制作方也只是借助其名望、 声誉来赚取实际的

资金回报。 在之前作品中， 新海诚以纪实性的表达手法， 真实的投影出现实生活， 从而使观众产生代

入感。 到了 《你的名字》 中， 大量长镜头细致刻画的新宿， 以及对于生活本身的描述都十分符合新海

诚的创作风格， 在这种真实世界的映衬下， 原有的情感共鸣更加浓厚， 特别是在剧情中男主角寻找女

主角时发现的却是陨石坑时， 观众所产生的孤独与绝望感相较前几部作品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 《你

的名字》 也被新海诚称为 “集大成之作”。 虽然从整体上来评价， 《你的名字》 是新海诚目前为止的巅

峰之作， 他展现了优秀的叙事能力， 以及本身就备受关注的场景描绘， 还 “将一个结构完整、 节奏明

快、 悬念有足够吸引人的完成度极高的故事呈现了出来”，［７］ 但同时， 新海诚的叙事风格以及表达手法

也开始变得像传统的商业动画电影， 他的纪实风格在最后篇章被敲碎， 若是接着按原有方向走下去，
新海诚势必会得到大批观众的肯定， 未来动画界肯定会有新海诚的一席之地， 但可惜的是他之前有一

位传奇的宫崎骏， 因此观众会一直认为新海诚是宫崎骏的接班人， 而不是新海诚独自成一派。 因此，
笔者认为， 在作品的整体水平提升过程中不能抛弃自身系列作品固有的元素， 画风是一个很好的辨识

点， 观众们能清晰区分新海诚与宫崎骏的作品， 但画风只是形式， 真正考验创作者的还是作品中的内

容。 假设一位创作者的叙事手法以及表达形式与他的前辈相同， 那么我们看到的往往就是那位前辈对

他的影响， 并不是创作者的个人思想与风格， 而是前辈作品中主题的一个延续。 对于新生代导演新海

诚， 观众期待的不是他变成第二个宫崎骏， 而是他能够带给我们另一个层次的视听享受， 打造有明显

新海诚风格印记的作品。 （下转第 １４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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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语： “遗憾” 与 “期待”
相较于 《追逐繁星的孩子》 或 《言叶之庭》， 《秒速五厘米》 得到了更广的流传以及更高的评价，

而 《你的名字》 则更胜一筹。 继 《秒速五厘米》 之后， 《你的名字》 也再次成为被中国受众所普遍认

知的新海诚作品， 不管是从票房角度， 甚至历史角度， 《你的名字》 可以说成就了新海诚。 但我们不得

不遗憾地承认， 这些口碑也使新海诚变得越来越不像 “新海诚”， 或许是新海诚只是不想落入许多电影

创作者那种不断重复、 复制自己的窠臼， 又或是处于制作方所施加的商业压力和其他主创成员的理念

影响， 而导致其作品中风格化元素的缺失。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笔者认为只有当下一部作品出来时，
才能确定新海诚电影的类型和风格走向， 而作为观众之一， 笔者还是十分期待新海诚的下一部作品能

够给我们带来崭新的更震撼的视听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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