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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现实：“国漫崛起”的创作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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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历史：“中国学派”的民族化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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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出台一
系列扶持动画电影创作的相关政
策，中国动画电影创新力量不断涌
入，生产模式持续优化，行业生态
逐步向好。新时代的中国动画电
影，呈现出强劲的产业发展力和鲜
明的艺术原创力，中国动画电影焕
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动画电影“中国学派”的新突破

近年来，中国动画电影以神话
传说、民间故事、古代传奇等为创
作源泉，走出了一条植根于中华文
化和民族艺术的创作道路，延续了
动画电影“中国学派”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内蕴中华美学精神的
审美风格，涌现了《西游记之大圣
归 来》（2015）《大 鱼 海 棠》
（2016）《哪 吒 之 魔 童 降 世》
（2019）《雄狮少年》（2021）等一
批制作精良、视效唯美的动画电影
精品。中国动画电影追求独特的东
方美学风格、极致的中国审美神
韵，满足了观众多样化的娱乐需
求，同时也收获了不错的票房成
绩。数据显示，从2015年至2021
年，国内院线动画电影年均票房达
45亿元，其中国产动画电影的市
场份额占比近七成。

动画电影“中国学派”不断创
新和突破，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式浪漫、中国情感和中国审美融
入动画电影创作中，内蕴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和中国气派。比如，《西游记
之大圣归来》对经典形象进行现代改
编，唤起了年轻人对中国动画的关注
和喜爱，鼓舞了中国动画电影人的创
作信心；《新神榜：哪吒重生》重构了
一个人神共生的形象，成功打造了具
有“东方美学”意味的赛博朋克世界
观，影片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但
又跳脱出了传统神话的审美趣味，进
行具有时代特征的创新表达；《白
蛇：缘起》《白蛇2：青蛇劫起》虽
取材于中国民间神话故事 《白蛇
传》，但又开辟了新的情感走向和想
象空间，尤其是 《白蛇 2：青蛇劫
起》，在移植中国传统神话叙事线索
的基础上，带来经过现代化重构的全
新故事，片中的汽车、摩托车、枪炮
等带给观众现代感和未来感。

系列化、产业化的发展新模式

伴随着一系列优秀中国动画电
影的诞生，中国动画电影创作出现
多元化特征，动画电影的赛道受到
多方重视和关注，中国动画电影面
临新的产业发展格局，呈现出产业
化、IP 化、数字化发展的创作新
模式。

国内动画影视企业专注于具有
鲜明独创性和辨识度的 IP进行系列

化打造，并以 IP 产业链的不断延
伸，实现动画电影的产出和盈利，
促进动画产业自身保持长期稳定的
发展。比如，光线影业旗下厂牌彩
条屋，深度布局动画电影新赛道，
全力打造“中国神话宇宙”，《大鱼
海棠》 构建了一个完全属于中国人
的奇幻世界，《姜子牙》 在“封神”
系列上的持续发力，《深海》的惊艳
及在技术上的开创性突破，让我们
对彩条屋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追
光动画以 《小门神》（2016） 开启
在国漫领域的深耕，此后用一年一
部的创作速度实现在业内的突围，
制作的“新传说”系列 《白蛇：缘
起》《白蛇 2：青蛇劫起》，“新神
榜”系列《新神榜：哪吒重生》《新
神榜：杨戬》，将中国动画电影世界
观的构建和视觉特效的品质，升级
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动画电影承载了无数中国电影
人的情怀和梦想，然而，投资额度
大、制作周期长，技术要求高，让
动画电影的制作发行面临一定难
度。当下，经过中国动画电影人的
不断坚守和变革创新，加之国家政
策的鼓励和扶持，一批动画影视企
业正在崛起，中国动画电影以更加
工业化的体系，产业化的运作，系
列化、IP 化、规模化的发展新模
式，实现了中国动画生态的重构与
复兴。

动画视效制作技术达到新高度

随着3D建模、CG技术的发展及影
视制作的数字化升级，动画电影中的人
物建模、场景画面、动作设计等愈发自
然逼真，影视视效制作的进步为更好服
务于动画故事提供了有力支撑。

当下，动画电影制作可以通过三
维制作软件实现 CG图像设计和处
理，并通过仿真学以三维立体动画效
果，直观、逼真地将动画影像展示在
观众面前。动画电影还可以在真人实
拍与三维动画之间寻找到一种平衡，
利用CG技术做仿真环境，让动画场
景和人物塑造更加真实生动。同时，
利用CG动画技术，还可以实现机位
和角色表演的无限调整，大大降低了
后期的创作成本和修改难度。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5G技术
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影视产业迎
来智媒时代，产业格局发生颠覆性变
革，虚拟现实、交互影像、动作捕捉
等数字化技术在电影产业链中的应用
越来越普遍，赋予了中国动画电影全
新的影像表达，实现了视觉效果的升
级。相信凭借数字技术和交互体验的
进一步发展，动画电影与游戏的融合
将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超越了空间
的限制，动画电影与游戏在虚拟现实
的碰撞下将激荡出强烈的火花，影游
融合发展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近日，导演田晓鹏历时7年打造的动画电影《深海》发布首支预告，
并确认将于2022年内上映，影片全新研发的“粒子水墨动画”惊艳全
网，绚烂的画面、震撼的效果，引发无数观众期待。《新神榜：杨戬》“空
降”暑期档，上映仅3天累计票房破亿元，为日益复苏的电影市场带来
创造更大票房空间的可能性，满足了广大观众在暑期档对头部优质动

画电影的迫切需求。一时间，国产动画电影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
中国动画电影创作了无数经典银幕形象，陪伴一代又一代人成

长，铭刻在所有中国观众的记忆里。今年，适逢中国动画诞生100周
年，传承百年画脉，聚焦国漫发展，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中国动画电影
百年历程的辉煌历史。

前
言

中国动画电影的萌芽与起步

1922年，由万氏兄弟制作的
动画广告片 《舒振东华文打字
机》 被认为是中国动画的开端，
由此开启了历经百年的创作发展
历程。之后，万氏兄弟凭借对动
画的热爱与执着，摄制了动画短
片 《大闹画室》（1926），这是他
们制作的第一部有故事情节的动
画片。

经过潜心研究，万氏兄弟还
在动画短片 《骆驼献舞》（1935）
中首次加入音响效果和台词对白，
推动中国动画迈入了有声时代。万
籁鸣、万古蟾两兄弟还联合执导了
中国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
（1941），该片以世界第四部、亚洲
第一部动画长片的历史地位载入影
史。《铁扇公主》取材中国古典小
说《西游记》，运用中国民间绘画
和木刻艺术风格进行动画创作，借
鉴京剧和杂技中的高超技艺设计动
作戏，开启了中国动画的民族化探
索，标志着中国动画完成了从破土
而出到初步成型的历史跨越，是中
国动画发展历程中的第一座里
程碑。

动画“中国学派”的诞生与辉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动画电
影迎来创作上的第一个黄金期。
1957年，在东北电影制片厂美术
片组原有人员基础上，还有万氏
兄弟等知名文化艺术家的加入，
共同组建成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

厂，由特伟担任厂长，他率先提出
“探民族风格之路”的创作目标，
动 画 电 影 的 “ 中 国 学 派 ” 由 此
滥觞。

这一时期，“中国学派”在创作
上开始自觉探索，动画电影在数量
和质量上均显著提升，《乌鸦为什
么是黑的》（1955）《小蝌蚪找妈
妈》（1960） 等一批优秀作品相继
诞生。这些动画影片的共同特点
是，富有浓郁的中国艺术特色和民
族风格，剪纸、皮影、国画、木
偶、折纸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被广
泛运用。其中，最具中国特色的当
属水墨动画，将中国画独特的笔墨
意境和审美旨趣发挥到淋漓尽致，
以形写神、以神写意，追求“虚实
相生、情景 交 融 ” 的 中 国 美 学
境界。

“中国学派”的创作风格在探
索中渐趋成熟，由万籁鸣执导的
《大闹天宫》（1961） 是我国第二部
彩色动画长片，影片在造型、布
景、用色等方面大量汲取中国传统
艺术的精华，融合中国古代绘画、
民间年画、庙宇建筑、佛像雕塑等
众多艺术元素为一体，采用中国戏
曲艺术的演绎方式，中国传统音乐
的表现形式，成就了动画电影“中
国学派”的巅峰之作。独树一帜的
艺术特色也让中国动画震撼世界，

“中国学派”成为享誉国际的动画
流派。水墨动画 《小蝌蚪找妈妈》
先后斩获第1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荣
誉奖等5项国际大奖，《大闹天宫》
也在国际影坛大放异彩，先后荣获
第22届伦敦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等4项国际荣誉。

在机遇和挑战中不懈努力
与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在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下，
中国动画电影迎来第二次创作高潮。
其中，《两只小孔雀》（1978）以傣族关
于孔雀的传说故事为蓝本，勾画出少
数民族群众与解放军战士军民一家亲
的和谐景象；《象不象？》（1978）和《奇
怪的病号》（1978）以贴近儿童的漫画
特色，幽默讽刺的叙事风格，讲述了富
有哲理的寓言故事；《阿凡提的故事》
在1979年拍摄完成系列第一集，以具
有少数民族风情的优良制作，和富有
中国特色的木偶造型吸引观众，在之
后的十年间，该系列伴随一代又一代
中国观众成长，阿凡提也成为深入人
心的中国动画形象。

1979年，我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
动画长片《哪吒闹海》问世，该片是新
中国成立30周年的献礼影片，由王树
忱、严定宪、徐景达三名导演联合执
导、42名工作人员、三名摄影师和众
多技术人员、辅助人员共同完成制作，
耗时15个月，完成5万多张画稿，拍
摄胶片长达5700英尺，工程量巨大。
《哪吒闹海》继承了动画电影“中国学
派”所固有的民族化风格和艺术创作
传统，参考了敦煌壁画、永乐宫壁画以
及民间门神画等中国传统艺术杰作，
在人物塑造上与时代相契合进行大胆
创新，以更加符合当时观众欣赏口味
的改编，成就了中国动画影史上哪吒
这一经典人物形象。该片在获得国内
观众认可的同时也赢得国际声誉，先
后荣获第33届戛纳电影节最佳放映

奖等3项国际大奖。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改革开

放的经济大潮，大批国外动画片引进中
国，《大力水手》《变形金刚》《猫和老鼠》
等迅速占据电视荧屏。这一时期，中国
动画电影在机遇和挑战下继续不懈探
索和发展，仍有不少表现亮眼的经典作
品。比如，《天书奇谭》（1983）是又一部
动画电影“中国学派”的代表作，影片继
续追求浓郁的中国民族化风格，但在人
物造型和艺术形式上又推陈出新，借鉴
漫画的夸张手法，以另类、有趣的鲜明
特点吸引观众。中国动画也开始进行系
列动画片的创作尝试，并逐渐开始迎合
儿童的欣赏口味，《黑猫警长》（1984）塑
造了机智勇敢的黑猫警长这一经典形
象，获得了儿童观众的喜爱；《葫芦兄
弟》（1986）根据民间传说改编，运用具
有中国特色的剪纸艺术，在满足少儿观
众的观影趣味时，保持了中国动画开拓
进取的一贯创作水准。

与此同时，外国动画加工企业进
入中国沿海城市，并从仍处于计划经
济体制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挖走大
量人才。下滑态势明显的中国电影，面
临电视媒体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中国
动画电影出现人才断层和流失的严重
问题，一度陷入创作低谷期。20世纪
90年代，中国动画创作以电视动画片
为主，《海尔兄弟》（1995）《大头儿子
和小头爸爸》（1995）等国产电视动画
片走入家庭。进入新世纪，《喜羊羊与
灰太狼》（2005）《熊出没》（2012）等电
视动画片都面向儿童观众，动画片不
再受到普通观众的欢迎，市场上大多
是由电视动画片延伸出的动画电影，
中国动画电影的市场份额大部分被好
莱坞动画电影所攫取。

今年是中国动画诞生 100
周年。从万氏兄弟的1分钟动
画广告，到电视动画年度总
时长近 8 万分钟；从手描笔
绘 、 定 格 拍 摄 ， 到 电 脑 绘
制、三维渲染……100 年来，
中 国 动 画 在 探 索 中 砥 砺 前
行。中国动画深植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开创了独具特色
的“中国学派”，百年来受到
人们无限热爱。为此，本期
讲坛邀请侯光明委员讲述中
国动画电影的百年历程及对
未来的展望。

侯 光 明 ， 全 国 政 协 委
员，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中
国电影家协会电影教育和产
业发展委员会主任，北京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
员。长期从事系统科学、组
织科学、创新理论与方法、
决策理论与方法研究，在组
织系统科学、创新方法、电
影产业等学科领域有较多创
新成果和贡献。2005 年获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持国
家科研项目 40 余项，发表学
术论文200余篇。

悠悠光影 动画百年
——中国动画电影的百年历程与未来展望

面向未来：“动画强国”的现代化理想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远景目标，“建成文化强国”是
其中的重要方面之一。电影是文
化行业的领头羊、排头兵，“电影
强国”是“文化强国”的重要内
涵。《“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
划》 明确指出“扶持彰显中华民
族精神和东方美学风格”的优秀
动画电影的创作生产。

从国际上来看，日本是高度
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之一，也是亚
洲乃至世界的动漫制作和输出
国，是典型的“动画强国”；美国

是世界经济大国，同时也是“动画
强国”，迪士尼旗下的漫威工作室和
皮克斯工作室，环球影业旗下的照
明娱乐等，创作了众多优秀动画电
影作品，迪士尼乐园、环球影城更
在全球推广其动画 IP。中国要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要走全面现代
化的发展道路，中国动画电影的现
代化是中国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前提
条件之一，“国漫崛起”是否真正实
现，取决于中国建成“动画强国”
的现代化理想能否实现。

中国“动画强国”现代化理想
的实现，有赖于高新技术在动画电

影领域的应用，我们要扎实推进动
画电影科技领域的创新发展，重视
动画科技人才的培养；建成“动画
强国”，还有赖于产业思维方式的改
变，我们要在科技变革之下，在摸
索中求新、求变，在产业融合趋势
下，发挥动画电影的长尾经济效
应，积极推进动画老 IP焕发出新活
力，充分挖掘动画电影衍生品的开
发价值；还有赖于对中华优秀思想
文化的传承发展，我们要以创新视
野继承动画电影“中国学派”的创
作理念，创作出一批无愧于民族和
时代的动画精品；还有赖于中国动

画电影在国际市场上文化价值和商
业价值的双重突破，我们要积极推
进中国动画电影“走出去”的步
伐，提高在国际上的传播能力。

理想未远、未来已来，中国动
画电影在新时代的创作发展中已隐
隐透出一道希望之光，并重新燃起
中国人民建成“动画强国”的信
心。中国动画电影人要持续传承发
展中华优秀思想文化，推进中华美
学精神与时代相结合，完善动画电
影“中国学派”的理论建构和创作
实践，在建设“动画强国”的道路
上不懈奋斗、砥砺前行。

1926年《大闹画室》

1955年《乌鸦为什么是黑的》

1960年《小蝌蚪找妈妈》

1941年《铁扇公主》

1986年《葫芦兄弟》

1995年《海尔兄弟》

2004年《大耳朵图图》

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

2021年《雄狮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