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年 是 中 国 动 画 诞 生 100 周 年 。 翻 阅 百

年 中 国 动 画 史 ，从 上 世 纪 的《铁 扇 公 主》《神

笔》《小 蝌 蚪 找 妈 妈》《大 闹 天 宫》《哪 吒 闹 海》

《南 郭 先 生》等 经 典 名 篇 ，到 新 世 纪 以 来 受 到

观众喜爱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大鱼海棠》

《哪吒之魔童降世》《白蛇：缘起》《白蛇 2：青蛇

劫起》等作品，都因为塑造出典型的艺术形象

而深入人心。

百年中国动画，从塑造典型形象到创造经

典作品，生动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取材自中国古典小说、神话

传说、民间故事、童话故事的经典原型，通过典

型化的创作方法，生成既有鲜明个性又具普遍

共性的艺术形象，对当下中国动画的创新发展

具有启示意义。

形象塑造
追求“以形写神、形神兼备”

塑造典型形象是文艺创作的中心问题。形

象立则作品立，一部艺术作品缺少生动传神的

艺术形象，很难称之为成功，更不可能传世。自

诞生之日起，中国动画就深受中国传统美学的

影响，追求“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成功塑造了

诸多影响至今的典型形象。

作为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片，上映于 1961
年 的《小 蝌 蚪 找 妈 妈》真 正 做 到 让 齐 白 石 的

“画”动了起来。该片借鉴中国山水画的技法，

创造出一群栩栩如生的小蝌蚪形象，让茅盾发

出“名画真能动，潜翔栩如生”的感叹，在中国

动 画 史 上 ，为 南 齐 画 家 谢 赫 所 言 的“ 气 韵 生

动”留下最初的注脚。上世纪 60 年代，上海美

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大闹天宫》一方面追随

当 时 的 审 美 潮 流 ，另 一 方 面 保 留 性 格 鲜 明 的

艺 术 神 韵 ，成 功 塑 造 了 一 个 集 勇 敢 与 活 泼 于

一 体 的 孙 悟 空 ，其 惟 妙 惟 肖 的 形 象 被 几 代 观

众 铭 记 ，也 影 响 到 其 后 很 多 艺 术 创 作 。 1979
年 版 的《哪 吒 闹 海》中 ，著 名 画 家 张 仃 设 计 的

哪吒造型，既具有“神”的超凡脱俗气质，又有

了“人”的生活气息。

纵观中国动画史上的这些经典形象，无不

是把握住了中国传统美学中“以形写神、形神兼

备”的原则。

在经典形象被反复重写的当下，唯有融通

时代审美、价值观念与创作理念，才能赋予经典

原型以新的神韵、新的价值。2015 年上映的《西

游记之大圣归来》、2019 年上映的《哪吒之魔童

降世》结合时代语境，在取材传统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塑造出桀骜不驯、侠

气冲天的孙悟空，《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哪吒是

一个“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孩童。

在 动 画 技 术 并 不 发 达 的 上 个 世 纪 ，中 国

动 画 人 创 造 出 生 动 传 神 、极 富 东 方 神 韵 的 艺

术 形 象 。 在 动 画 技 术 不 断 革 新 的 今 天 ，我 们

对 动 画 形 象 的 塑 造 更 应 该 形 神 兼 备 ，让 技 术

服务于内容。

意蕴生成
追求“观物取象、立象尽意”

重写意、轻写实，追求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

一是中国动画一贯的美学追求。上世纪 60 年

代，中国动画以水墨意境、华丽高雅等为美学旨

归，形塑了中国动画民族风格，在世界艺术之林

树立起“中国动画学派”的声誉，也对后来探索

民族动画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传统美学历来注重“观物取象、立象尽

意”。“凡画山水，意在笔先”，旨在说明形象表达

的不只是外在形式，更重要的是内在意蕴。以

物质表现精神、以有限表现无限、以有形表现无

形，对于中国动画至关重要。

《大闹天宫》和《哪吒闹海》的民族风格表

现 为 浓 重 、绚 丽 的 格 调 。 在 山 川 、石 头 、草 木

等 景 物 以 及 宫 殿 建 筑 的 造 型 设 计 上 ，华 美 的

视 觉 造 型 和 活 泼 的 内 在 情 绪 融 为 一 体 ，个 性

鲜明的人物性格与华丽鲜艳的神奇景色相得

益 彰 ，传 统 绘 画 的 形 式 美 感 和 装 饰 美 学 意 味

有机融合，呈现出一个灿烂丰富的意象世界，

于情景交融中揭示作品的内在意蕴。《小蝌蚪

找妈妈》《牧笛》《鹿铃》等水墨动画，契合中国

传 统 绘 画 艺 术 的 审 美 观 念 ，形 塑 出 自 身 的 美

学 风 格 ，真 正 做 到 了 情 景 交 融 、虚 实 相 生 、移

情入化。

这些经典作品以丰富的审美意象，体现中

国传统美学“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原则。以

历史反观当下，走向更高层次的审美意象，以崇

高和优美涵养时代、涵养人，仍是中国动画高质

量发展不可多得的宝贵经验。

价值表达
追求“推陈出新、现代转化”

呈现与表达价值观念，是典型形象塑造的

目的。在今天，动画电影的竞争力主要在于承

载的价值观念。近年来，一批国产动画电影赓

续传统，从古典小说、神话传说中寻找创作原

型，从传统题材中寻找素材，结合新的时代语

境，创造出贴合当下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表

达方式。这既是创作者文化自信的表现，也受

益于科技的进步。

《白蛇：缘起》在借鉴经典神话原型的基础

上，现代化演绎了“白蛇传”，另辟蹊径讲述许仙

与白蛇的前世传奇，传达出现实世界中“亲、友、

爱”的价值观念；与此同时，借助跨媒介叙事，运

用最新技术，打造极具东方审美意蕴的水墨画

风格。这部电影以一种现代化、全龄化、年轻态

的审美表达，拓展了电影的表现空间，给观众带

来更新鲜、更时尚、更愉悦的视听享受。

从上世纪的《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到近年

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孙

悟空、哪吒的形象发生了显著变化，形象内涵也

被赋予新价值、新理解和新呈现。数字技术带

来观影体验、形象造型的更新，但影片中艺术形

象的内涵和成长叙事的主题始终未变。

今天的人们依然品读着经典形象，依然能

汲取到精神滋养，这正是经典形象的不朽之处

和时代价值。让经典原型通过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显现情感共性和时代特征，在新的时

代焕发出新的力量，应该是当代艺术家的追求

与使命。

创新离不开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实现

真 正 意 义 上 的 创 新 ，要 求 创 作 者 不 断 拓 展 精

神视野、更新艺术观念，更要立足现代价值观

念，重新认知和阐释传统，挖掘其所蕴含的跨

越时空、足以征服当代观众的精神、情感和力

量 ，使 丰 富 的 历 史 人 文 内 涵 得 到 有 力 弘 扬 和

广泛传播。

中国动画的民族风格，是内容与形式的统

一，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美学，尤其是

造型艺术的丰厚传统，注重从古典小说、民间文

学中萃取题材。历史经验是当下中国动画实现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宝贵遗产。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图①：动画电影《鹿铃》剧照。

图②：动画电影《南郭先生》4K 修复版海报。

图③：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剧照。

图④：动画电影《大鱼海棠》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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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在 发 生 的 数 字 技

术变革，为电影进一步开

拓 展 示 与 传 播 的 新 空

间 。 越 来 越 多 的 电 影 节

尝试“线下+线上”的办节

模 式 ，通 过 云 观 影 、在 线

交 流 、视 频 互 动 等 方 式 ，

更 好 地 服 务 电 影 人 和 电

影 业 ，鼓 励 观 众 参 与 共

享 ，推 动 电 影 文 化 交 流 ，

进 一 步 扩 大 了 电 影 节 的

多元呈现和广泛传播。

5G 提 升 了 信 息 传 播

速率，有效避免了播放卡

顿 、网 络 延 迟 等 不 良 体

验 。 4K+5G 直 播 技 术 被

应 用 在 第 二 十 二 届 上 海

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上，此

后 举 办 的 北 京 国 际 电 影

节 、中 国 金 鸡 百 花 电 影

节、平遥国际电影展等也

纷 纷 采 用 直 播 技 术 。 直

播技术的革新，不仅让内

容更具视觉冲击力，也进

一步打破时空的限制，让

更 多 观 众 可 以 身 临 其 境

地感受大型盛典的魅力，

扩 大 了 电 影 节 的 参 与 度

和传播力。

许 多 新 媒 体 平 台 依

托自身特点，为电影爱好

者 创 造 更 多 互 动 的 机

会。比如，线上直播开辟

评论区与弹幕，观众可实

时表达感受，不同评论与

弹幕的同时出现，大大增

强收看时的“陪伴感”，强

化 线 上 观 影 的 社 交 属

性 。 线 上 投 票 也 是 一 种

有 效 的 互 动 参 与 形 式 。

2021 年，第三十四届中国

电 影 金 鸡 奖 面 向 大 众 征

集主视觉海报，线上投票

有 效 引 发 观 众 对 电 影 节

的关注。其中，更符合网

络 审 美 的 海 报《雄 鸡 凝

视》遥 遥 领 先 ，而 后 发 展

成表情包广泛传播，拉近

了 电 影 节 与 普 通 受 众 的

关系。

正如新媒体时代我们

运用语音、视频与远在外

地的亲人朋友交流一样，

电影人和影迷即使分隔天

南海北，也可以交流不断

线。电影节举办线上电影

大师班，面对面变成了在

线，方式变了，本质没变，

电影课堂的大门面向更多

受 众 打 开 。 在 2021 年 中

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暨第三

十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系

列活动的影展上，《湘女萧

萧》的导演谢飞、《生活的

颤音》的导演滕文骥等主创与厦门大学的师生进

行了线上对谈。作为系列活动的电影保存修复论

坛，也采取了“线上+线下”的方式。

过去的电影节，一部电影只能放映有限的场

次，尽管特别受欢迎的影片会加映，但也很难充分

满足影迷群体的观影热情。如今，线上观影实现

了有力补充。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云上

电影节”全面升级，观众可以在“云上北影节”专区

观看建党百年、冬奥影像、环球经典等主题的精品

影片，还有来自全球多种类型的优质新片独家放

映。北京广播电视台同时开启第十一届北京国际

电影节电视展映，影迷们有了更多观影选择，“客

厅影院”进入千家万户。

云观影给予观众更多的自主权。影迷可以依

据不同板块自由挑选影片，随时快进暂停，观影之

余还可带话题参与讨论。“云上北影节”还设计了

前沿报道、明星荐影、电影大师班等环节，让观众

在网上也可以体验参与电影节的乐趣。如今，在

艺术机构、视频平台、策展人等共同努力下，不同

规模和定位的线上影展也涌现出来。如，中国电

影资料馆与视频平台合作，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为主题，推出修复版红色经典影片《南

征北战》《红色娘子军》《铁道游击队》等，线上展映

受到观众的好评。

无论媒介如何更迭、技术如何变化，电影始终

是人们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电影人

和影迷的“节日”，电影节发展前景宽广且光明。

无论创新直播技术、拓展传播渠道，还是举办云上

电影节，电影节的改变都应以服务电影人、服务观

众为要义。依托平台与技术优势，创新展映与活

动环节，实现线下与线上的优势互补，电影节的覆

盖面和影响力再上新台阶。

开
拓
电
影
节
展
示
与
传
播
的
新
空
间

李
晓
红

王
紫
研

公元前 374 年，齐国临淄，“一声声粗犷的劳

动 号 子 里 ，一 座 建 筑 渐 渐 显 出 它 宏 伟 的 轮 廓

——稷下学宫，中国最古老的高等学府之一，

即将在这里诞生。”跟随纪录片《战国大学堂之

稷下学宫》追寻的目光，稷下学宫的历史进入观

众的视野。

稷下学宫历经 150 余年，与古希腊的雅典

学园几乎同时出现，堪称世界上最早的“高等

大学堂”之一，在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

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稷下学宫所处的时代背

景广阔而复杂，发展历程艰难曲折，所涉史实

多、容量大，取舍难度也非常大，此前缺少地下

文物和文献资料的支撑。将这一重要的历史

题材制作成一部高品质的纪录片，十分考验创

作者。

《战国大学堂之稷下学宫》以 5 集的体量探

寻稷下之学，通过多种视听语言较好实现了古

今 对 话 ，展 现 出 历 史 文 化 的 广 度 、深 度 和 高

度。创作者将思想的定力，转化为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自觉和讲好中国故事的文

化自信。

纪录片在娓娓叙事中生动再现历史、还原

场景，将两千多年前稷下学宫的漫长历史与丰

富内涵展示出来，让人们在真实、具体而美的体

验中，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本片以稷下

学宫发展史及影响轨迹为主线并贯穿始终，重

大 事 件 标 注 公 元 纪 年 ，以 增 强 历 史 感 和 清 晰

度。时间上，由战国时期延展到汉武帝时期，空

间上，由齐都临淄而至秦汉都城，真实展现了稷

下学宫如文化大树一般的巍峨雄姿和深远的历

史影响。同时，围绕重点人物讲故事，通过具体

鲜活的历史人物故事，最大限度展示历史场景，

还原稷下之学的重大事件和思想内涵，以人物

之间的师承关系和相互影响来串接史实、丰富

主线，使所有人物和故事紧紧围绕稷下学宫展

开，鲜活生动、引人入胜。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也是本片的追求。专家

讲解和经典文献的阐释，贯穿在重要历史节点

和历史人物命运的转折处，观众可以跟随专家

的讲述，加深对稷下学宫的历史及其深层次文

化肌理的认知。本片还以点睛之笔，将一些与

稷下学宫相关的成语典故，如“一鸣惊人”“门庭

若市”“孙庞斗智”“徐州相王”“滥竽充数”等，融

入故事中，既突显主题，又增强了可看性。这些

精心的构思和丰富的呈现穿插交织，较好地实

现了历史题材的创造性转化，让观众获得酣畅

淋漓、一气呵成的视听感受。

稷下学宫是诸子百家的学术中心，该片选

取“战国大学堂之稷下学宫”为题，抓住了稷下

的本质属性，并以教育活动为主线贯穿始终。

片子首尾与古希腊的雅典学园紧密联系，让稷

下之学的光芒照亮世界文明的星空，不仅还原

了历史的真相，而且坚定了人们对中华文明的

自信和自豪。

当然，从精益求精的角度看，该片也有一些

遗憾之处，存在结构不够均衡等问题。就在本

片播出前，稷下学宫遗址在临淄故城西门外的

系水河边被考古工作者发现。拂去历史的尘

封，稷下学宫展示出宏大规模和丰富内涵，为我

们深入探讨这座文化宝库提供了珍贵的地下文

物资料。因此，我们期待能看到更丰富、完美的

稷下学宫纪录片再次呈现。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用影像展现稷下学宫的历史内涵
王志民

核心阅读

无论媒介如何更迭、技术如
何变化，电影始终是人们精神生
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电影
人和影迷的“节日”，电影节发展
前景宽广且光明

③

在动画技术并不发达的
上个世纪，中国动画人创造
出生动传神、极富东方神韵
的艺术形象。在动画技术不
断革新的今天，我们对动画
形象的塑造更应该形神兼
备，让技术服务于内容。

中国动画的民族风格，
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需要
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
美学，尤其是造型艺术的丰
厚传统，注重从古典小说、
民间文学中萃取题材。

①

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