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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家

■本期关注：中国动画电影向“新”而行

随着喜羊羊、黑猫警长、葫芦娃
等经典动画形象在“动画主题红毯
秀”上与观众热情互动，作为中国
（北京） 动画周首创推出的中国动画行
业第一次“动画主题红毯秀”，吸引了
众多关注。

时至今日，中国动画已然伴随着
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走过百年征程。
动画在中国由漂洋过海的“舶来之
物”逐渐成长为集技术之新与艺术之
美于一身、富于中华民族“精、气、
神”的艺术形态，凝结了一代又一代
动画人的艺术理想与美学追求。

从中国制作第一部动画广告片
《舒振东华文打字机》（20 世纪 20 年
代）、中国第一部真人和动画结合的动
画片 《大闹画室》（1926），到中国第
一 部 彩 色 木 偶 片 《 小 小 英 雄 》
（1953）、中国第一部彩色动画片 《乌
鸦为什么是黑的》（1955），再到动画
长片《我们的冬奥》（2022）……

细细感知不难发现，中国动画走
过的百年正是动画媒介与技术的更新
迭代，亦是动画艺术朝向民族化、现
代化、多元化方向的发展历程。中国
动画在百年发展中涌现了一大批杰出
的艺术家，他们创作的精品力作不仅
陪伴了无数中国孩子长大成人，构筑
起一代又一代国人的共同记忆，更是
以独特的艺术品格，在国内外产生过
广泛且深远的影响，不仅成功引导受
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
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
底气，更是为世界电影艺术的多样性
及繁荣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凝聚共识，传播主流价值，讲好
中国故事，完成文化强国建设的目
标，正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中国动画
发展的进程。

如今，新时代的中国动画工作者
潜心创作高质量、高标准的动画艺术
作品，传播当代中国价值和中华文化
精神，体现出强大的文化创造力。伴
随着数字时代移动互联网的迅速普
及，三维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
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动作捕捉
等关键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中
国动画制播渠道愈发多元，在视听表
现上日趋成熟，进一步推动了艺术与
科技的创新融合，以及工业生产和审
美文化的有机联系。

一方面，内容层面实现了动画题
材类型的博古通今、百花齐放——创
作者自觉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
养，挖掘传统故事，运用传统符号，
继承传统风格，塑造民族文化身份，
铸造“中国风”。另一方面，紧扣时代
脉搏，聚焦社会热点，“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在现实题材动画创作方面进
行了重要尝试。“传统演绎”与“当代
叙述”交相辉映，呼应着“讲好中国
故事”的时代需求，树立起中国动画
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正促进我国
从动画大国向动画强国迈进。

发掘中国动画在丰富的历史文化
底蕴与不断更新迭代的技术支持下所
蕴含的无限潜能，打造中国动画“高
峰”之作，需要创作者扎根中华文化
土壤，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以现代视
听科技结合中国本土文化，融合民族
艺术形态，实现中国动画在题材立
意、视听体验、艺术风格等维度的标
新立异、独树一帜，积极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在动画创作中实现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

当然，用动画佳作讲好中国故
事，打造动画“新经典”，还需要具备
世界眼光，把中国动画当作世界动画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全球化的视
野寻求与时代、与世界的互动，不断
拓宽渠道，秉持平等、互鉴、对话、
包容的文明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
历史和人文底蕴，承担传播中国文
化、树立中国形象、表达中国意志、
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使命，促使世
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
华民族，推动中国动画走向世界。

传承优秀文化
弘扬工匠精神
□李雪昆

“传统演绎”与“当代叙述”交相辉映

打造动画“新经典” 讲述中国好故事
□本报记者 李婧璇 实习生 张晓哲

无论是《铁扇公主》《大闹天宫》《哪吒闹海》等早期作品，还是《长安三万里》《雄狮少年》《中国奇谭》等近年佳作……自上世

纪20年代诞生的中国动画，始终在积极主动尝试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灵感，不断深挖中国历史和经典民间故事，摸索出以中国文化为灵

感源泉、以中国元素为设计风格、以中国精神为实质内涵的发展之路。

近日，在首届中国 （北京） 动画周举办的学术交流论坛上，与会嘉宾以“创新发展：传承传统文化与推进文化创新”为主题，共

论文化繁荣发展、文化强国建设，在见证中华文化魅力的同时，也让更多人看到了——中国动画大有可为。

时代日新，底蕴长存。从片片
甲骨到浩瀚典籍，从灿若繁星的唐
诗宋词到遍布神州的民俗非遗，博
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在时代发展中历
久弥新。“中国拥有 5000 多年的文
明史，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为动画
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北京
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余雷看来，中
国动画人要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更
要继承动画先辈们的匠人精神，始
终用心用情用功深入研究传统文化
的创新表达，促使中国古老的哲学
思想、美学观念、道德规范与时代
价值产生共鸣。“在守正中前行，
在前行中创新，文明传承才会绵延
不绝，枝繁叶茂。我们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探
索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方式，以优
秀作品书写北京大视听动画篇章，
为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贡献中国的动
画力量。”

《将进酒》《燕歌行》《登鹳雀
楼》 ……当一首首耳熟能详的古
诗“走”出书本，当藏在记忆里
的 唐 风 诗 韵 以 动 漫 形 式 呈 现 出
来 ， 火 “ 出 圈 ” 的 《长 安 三 万
里》 很自然地引发观众的情感共
鸣 。 对 此 ， 追 光 动 画 联 合 创 始
人、总裁于洲阐释道：“我们仰望
千百年来中国文化中广为尊崇的
闪光人物和经典作品，在尊重历
史的基础上，用具有高度艺术表
现力的动画电影形式，向当下观
众讲述他们的故事，传承和展现
中国文化在当代的自信和力量。”
他 表 示 ， 通 过 创 作 《长 安 三 万
里》，团队有了非常大的收获。

“年轻人是电影消费的主力，
中国电影市场观众整体结构年轻
化，应从强刺激、强共鸣、强共情
三个维度开发电影内容。”广州易
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雄狮少年》 动画大电影出品人、
制片人程海明提出，动画电影要在
设计上满足观众娱乐性的需求，在
事件上展现与观众休戚相关的情
景，在情感上打动观众的内心。舞
狮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雄狮少年》 正是延续优秀国产动
漫的国风基因，把国粹中的醒狮文
化融入到少年追梦的故事里，让观
众跟随主人公一路创造奇迹，感受
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合理运用三
个维度让电影获得好评。

《百变马丁》 则以经典 IP“马
丁”与中华传统文化结合的方式开
展教育类活动，寓教于乐，让学生
更好地了解和欣赏传统文化，培养
他们的文化认同感和跨文化理解能
力，同时，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和
发展。据动画电影 《百变马丁：怪
兽大作战》 制片人章义苓介绍，从
2020 年开始，就筹备制作了 118 集

《百变马丁我爱古诗词》，“我们用飞
花令、灯谜的形式，让小朋友在马
丁带领下了解诗词的同时也有一个
输入输出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与
中少总社合作推出 《百变马丁陪孩
子写古诗词》图书，“依托于此，我
们编排了相关课程进入校园，让孩
子们在学故事、写故事的过程中了
解中国传统文化，也获得了很多学
校的好评。目前，全国有两万所学
校在运用我们的课程”。

从传统文化中
汲取“养料”

动画艺术创作要始终坚持与时代同
步，与人民同发展，创作生产反映时
代主题的动画作品，让少年儿童耳濡
目染时代旋律。于是，像 《幸福路
上》《逐梦未来》《冰雪冬奥村》 等一
批关注脱贫攻坚、时代发展等主题的
动画作品不断涌现，以儿童视角弘扬
时代精神。

“我们要不断挖掘身边人、身边
事、身边情，加强现实主义动画创
作，画出更多叫得响、留得下的精品
力作。”余雷呼吁道，动画从业者要紧
跟社会发展，用精品佳作记录时代。

从“英雄归来”的“大圣”，到

“时代逆行者”的“大护法”，再到
“逆天改命”的“哪吒”，以及没有铠
甲披身的“小丑英雄南河”，光线传媒
彩条屋影业推出的动画电影叙述主
角，逐渐从大家熟悉的神话宇宙里的
英雄，到越来越接近现实生活的普通
人，“英雄可能出自我们自己，甚至是
身边的每一个人”。彩条屋首席执行官
王竞表示：“大家可以看到从‘大圣’
到‘南河’，我们在做一种探索，希望
我们的英雄、我们的故事，跟每一位
观众都息息相关。这让我想到一句
话，‘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英雄，哪怕是
做了某一件小事的普通人’。”

在王竞看来，动画电影一定要制作
出大家喜欢且有共鸣的角色。“要建立
生动、鲜活的角色，让大家看了我们
的电影作品之后能够喜欢上甚至爱上
这个电影角色。”她以 《茶啊二中》 为
例说道，很多观众看完这部电影后反
馈，对于差生王强以及刀子嘴豆腐心
的史妙娜老师印象深刻。“看似讲的是
一件非常小的事情，这件事情可能是
大家在学校都会碰到，都会觉得毫不
起眼，但是我们用跌宕起伏的故事让
这件小事变成了让大家笑出声的喜剧
内容，让这颗小小的米粒爆炸成了爆
米花。”

紧跟时代发展主题

动画发展与科技进步息息相关，
中国动画工作者一直致力于将剪纸、
年画、皮影、木偶、水墨、戏曲、民
乐等多种艺术类型与现代科技深度融
合，于是，我们欣喜地看到了 8K 水墨
动画 《秋实》《立秋》 在国际舞台上再
获观众，砖雕动画 《囍厢记》 在持续
创作研发。

十月文化副总裁、《西游记之大圣
归来》 监制、《深海》 执行导演金大勇
结合 《深海》 的创作过程表示，二维
化的角色表演，让角色更加丰富；真
实的摄影手法，拉近了电影与观众的
距离，希望大家融入情绪中；全新的
粒子水墨技术，融合上百种色彩的水
墨国画作为美术概念，打造出了充满
想象力的电影画面。“动画从业者要在
制作中追求极致，不断创新技术，在
作品中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
动画创作者对传承传统文化与推进文
化创新的思考。”

王竞认为，创新涉及两方面，一
方面是内容上的创新，一方面是技术

上的创新。光线传媒彩条屋从 《哪吒
之魔童降世》 到 《深海》，再到 《茶啊
二中》，一直在做动画表演方面的技术
创新，例如 《茶啊二中》 两位主角通
过身体互换，实现了四套表演。

程海明提到，《雄狮少年》 作为现
实主义题材，没有毁天灭地的情感表
达和强烈的动作戏，要如何给观众感
官刺激呢？就是靠逼真的写实场景与
追求完美的技术设计，尤其是技术设
计，“大家在看电影时，对主人公及狮
头的毛发印象很深刻。当时为了达到
震撼的场景设计效果，一度把为我们
提供渲染服务的工厂机器给烧了”。

结合近些年对教育的探索，章义
苓介绍，他们创立了“百变马丁动画
梦 工 厂 我 是 大 导 演 ” 课 程 和 实 践 活
动，以儿童为受众，结合传统文化与

“剧本杀”、沉浸式互动剧、密室逃脱
等方式，让孩子在玩的过程中能够学
习到很多大师的艺术文化，了解到传
统文化中的精湛故事，通过这些活动
加深他们对文化的了解和接受。

以融合创新引领发展

事实上，动画也是国际交流的最佳
载体之一。如《无敌陆战队》《锡兰王子
东行记》 等作品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热
播，彰显出我们坚定的文化自信和开放
包容的处事智慧。正如余雷所说：“我们
要用好动画艺术这座桥梁，深耕民族动
画创作道路，用好作品向世界展现可
敬、可爱、可信的新时代中国形象。”

今年 5 月 26 日，日文版 《雄狮少
年》在日本近百家影院上映，以新海诚
为代表的很多导演、编剧都写了热情洋
溢的推特影评，推荐大家去看这部影
片。对此，程海明颇有感触地说道：“我
们这样一部没有IP、没有流量、没有大
咖的‘三无’产品，过去两年拿了很多
国内国外的奖项和荣誉，这一点让我们
很自豪。”

据于洲介绍，日文版 《白蛇：缘
起》2021年上映，当年在日本观众评选
最受欢迎的动画电影中位列第二，第三
位是《鬼灭之刃》，“这让我们看到中国
的电影在海外是有非常大的受众群体
的”。而之后卖给奈飞的《白蛇2：青蛇
劫起》，播放量超过1000万个小时，“保
守估计至少有三四千万的海外观众已经
看过这部作品”。

“我们依然会着力于全民性 IP、系

列化的作品，我们依然会尝试做动画行
业里有标杆性质的作品。”王竞表示，
像大家熟知的 《哪吒 2》《姜子牙 2》

《大鱼海棠 2》，彩条屋上映过的系列化
作品依然会去坚持，也绝不会放弃开拓
像 《茶啊二中》《深海》 这种具有原创
性，或者像《大护法》这种具有探索性
和实验性的作品。“在我们看来，探索
动画电影的多样性，不仅要把它放在规
划里，更要从每年上映的每一部作品里
开始，从我们自己身边的故事开始。我
们希望带着合作的导演和公司去开创动
画电影的更多可能性，去带领中国文化
能够走出去。”

“拍电影是为了传达世界的美，传
达世界里未被察觉的美，我想用这样的
眼光去看世界。”宫崎骏的这番话道出
了电影从业者的初心与使命。从我国第
一部动画片诞生到现在，还有许多优秀
的动画作品，兼顾着传承使命和教育意
义。在国家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大
背景下，中国动画产业始终坚持在作品
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
与创新性发展，让现代价值理念与传统
文化相结合，推进文化传承和文化创
新，不断打造独具中国特色的优秀动画
作品。

用好动画艺术这座桥梁

聚光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