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笔尖造梦”的艺术形式，动画以天

马行空的想象、富于美感的视听、纯粹质朴的

表达，丰富着一代代观众的精神家园。今天

的中国动画，一面立足高精尖影像技术前沿，

一面呈现民族化、现代化美学底蕴，在“技”与

“艺”的碰撞、“古”与“今”的交融中提升审美

价值、情感价值与认知价值，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书写当代中

国人的价值观念与理想追求。

在现实观照中建立情感链接

近年来，中国动画呈现“百花齐放、多元

共生”的发展态势。历史、神话、童话、科幻、

武侠、现实等题材的动画作品竞相涌现，丰富

了题材类型的广度与深度，并努力与当代中

国人建立更为深层的情感链接，呈现愈发鲜

明的现实观照。

动画电影《飞向月球》由真人演员与数字

虚拟角色担任双主角，关注孤寡老人如何与

“孤独”和解这一受关注的社会议题，具有鲜

明的现实意义。影片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前

沿，对未来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做出积极

乐观的猜想。

以神话题材、志怪题材与武侠题材为代

表的动画作品，如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

世》、动画短片集《中国奇谭》等，专注寓言式

叙事及世界观的建构、开拓与延展；童话题材

的作品，如动画电影《熊出没》《神秘世界历险

记》《赛尔号》系列等，活用动画的假定性，融

入趣味性、夸张化的动作与造型设计，有着鲜

明的合家欢创作倾向。 2023 年 暑 期 档 引 发

关 注 的 动 画 电 影《长 安 三 万 里》，从 唐 诗 唐

画中汲取灵感，在对李白、高适人生际遇的

描摹中呈现大唐气度。

这些作品彰显中国动画的多元化发展，

创作者关注社会变迁、洞察大众心理，同时以

极高的创作热情探索媒介融合视域下创作与

观看的边界，通过架构高度的假定性、充满幻

想的视听场域，让叙事呈现中国动画“奇、趣、

美”的特质。

在新的技术中实现传统
文化的现代书写

从胶片时代走向数字时代，技术革新不

断拓展动画的视听呈现形态。 20 世纪，“逐

格拍摄、连续放映”的制作方式让画面成功

“动”了起来；走进 21 世纪，数字化技术又推

动动画产业向工业化、市场化发展。近年涌

现的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之

魔童降世》《新神榜：杨戬》，等等，就是在全

新的技术语境下，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现代书写。

伴随 5G 传输、8K 超高清显示、AI（人工

智能）、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等技

术在动画创作领域不断延展，动画的创作、

播 映 以 及 观 看 方 式 逐 步 实 现 转 型 与 升 级 。

在 5G 超低延时和无线传输技术的支持下，

4320P 超高清影视动画和 VR、AR 动画的数

字化制作变得更加便捷，动画制作数据的网

络传输变得更加流畅，云端化制作生产和全

息通信渗透到动画制作方方面面，极大提升

了 制 片 效 率 。 同 时 ，播 映 和 观 看 方 式 的 转

变、硬件基础设施的升级，同样要求动画创

作者在全新媒介视域中创新传统文化的表

现形式。

在 这 一 背 景 下 ，8K 数 字 水 墨 动 画 短 片

《秋实》应运而生。8K 超高清显示技术大幅

度增强水墨艺术视觉表现力，延展了画面的

表意空间，将纸张的纹理、墨与水的晕染、水

墨笔法的差异、角色与环境呼之欲出的互动

关系展现得细腻、精良，观众甚至可以在被

放大 10 倍后的画面上清晰看到宣纸的纹理

与蝈蝈腿上的绒毛。其绘制与构图，保留了

中国画在造型与写意上的技法与风格，活用

镜头语言，牵引观众“代入情境”，产生沉浸

式体验，进而以隐喻的形式传达富有哲理的

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

创作者须认识到，技术是手段，内涵是根

基，二者互为表里，形成合力，方能在当代动

画艺术创作中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基因，赓续

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

在美的体验中实现精神引领

文艺创作要实现精神引领，必须遵循艺

术创作规律，以深具说服力、感染力的艺术

创 造 ，激 活 人 们 心 中 真 、善 、美 的 情 怀 与 追

求 。 作 为 一 种 艺 术 形 式 ，动 画 参 与 审 美 范

式 与 价 值 观 念 的 建 构 ，创 作 者 需 明 确 动 画

创 作 在 价 值 引 领 层 面 的 职 责 与 使 命 ，切 忌

流 于 表 面 ，以 文 化 符 号 的 堆 砌 ，打 造“ 华 而

不 实 ”的 景 观 ，而 应 当 由 表 及 里 ，挖 掘“ 图

景”中的“意蕴”，寻找与当代人精神诉求的

契 合 之 处 ，以 人 们 喜 闻 乐 见 的 形 式 传 递 正

向 价 值 ，以 彰 显 时 代 表 达 与 民 族 气 韵 的 精

品力作，为观众带来美的体验。

中国动画探寻民族性的发展之路，积累

了宝贵经验。我们耳熟能详的动画《小蝌蚪

找 妈 妈》《三 个 和 尚》《九 色 鹿》《神 笔 马 良》

等，都是用鲜明的时代表达彰显中华文化的

特色与美学精神。如《三个和尚》就运用了

中国画中的写意手法，人物肢体语言有着民

间皮影戏的典型动作，还借鉴了中国戏曲的

假 定 性 表 演 ，融 入 舞 蹈 、民 乐 等 艺 术 形 式 。

《三个和尚》改编自妇孺皆知的中国民间谚

语，视觉风格上有极简主义风格的成分，其

向观众传达的团结合作、知错能改等人生道

理，是中国文化的内核。中式奇幻动画短片

集《中国奇谭》以二维手绘、剪纸、定格、CG
等多元动画表现形式，让观众在虚构的中式

志怪时空中获得许多信息。动画艺术短片

《新三岔口》改编自传统京剧《三岔口》，结合

戏曲写意性，使用偶动画逐格拍摄的手法，

彰显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侠义精神。

动画是综合性的艺术形式，也是一个工

业化程度较高的行业。造型设计、场景设计、

分镜头设计、原画设计等制作流程环环相扣，

各个环节都需要专业人才。一部优秀动画作

品，除了依靠想象力和创造力，尤其需要创作

者秉承一颗匠人之心，认真对待每一根线条、

每一个造型、每一帧画面。工匠精神，是中国

动画代代相承的优秀传统，也是从“高原”走

向“高峰”的内在支撑。

依托移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基

础，以丰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给养，以当

代中国人火热生活的图景为蓝本，不断拓展

创作题材与视听表现，不断提升原创力、扩大

品牌效应，中国动画传承的千载艺韵定会绽

放时代光彩。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

图①：动画电影《新神榜：杨戬》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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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8K 数 字 水 墨 动 画 短 片《秋 实》

剧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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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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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动画—

以匠人之心绘千载艺韵
孙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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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空中剧院”栏目播出上海京剧院

的《战宛城》。戏演到“打城”一

场，守将张绣挺枪出城迎战曹营

猛将典韦，与后者手持的双戟一

搭一碰，头上戴的荷叶盔竟被震

得高高飞起，落向身后城内。这

一“甩盔”动作，凸显典韦的骁勇

力大和张绣的一时慌乱，感染力

很强。

“大靠甩盔”是武生大家厉慧

良早年的“十绝”之一。此番饰演

张绣的是他的弟子奚中路。所谓

“十绝”，指的是厉慧良舞台表演

中的十个绝活儿，除了“大靠甩

盔”，还包括《钟馗嫁妹》的“飞叉

下桌”、《铁笼山》的“拧身跨腿”、

《坐楼杀惜》中的“单腿吊毛”、《凤

还巢》中元帅的“大靠夹鞭”、《问

樵闹府》的“踢鞋上冠”、《击犬盗

红绡》的“飞脚三越”和“飞越三

桌”、《金钱豹》的“飞脚过人”和

“椅背倒提”。上述有些戏已经多

年不见于舞台，但戏中的绝活儿

还被同行和老观众津津乐道。

京剧表演歌舞并重，融合武

术技巧，形成唱、念、做、打有机结

合的艺术体系。武生名家辈出，

身 上 的 绝 活 儿 多 为 高 难 度 的 特

技，具有一家独擅或一戏、一派独

有的特点，因其难而少、少且险而

令人印象深刻。

清 代 末 年 ，京 剧 形 成 初 期 ，

武生行出现了俞菊笙、李春来、

黄 月 山 三 大 流 派 。 俞 派 以 剽 悍

迅 猛 著 称 ，首 创 武 生 勾 脸 的 演

法，以表现介乎生、净两行之间

的角色。俞菊笙曾习武旦，又创

造武生引入武旦的“打出手”技

艺，均系前人所未有。李派以独

特的翻扑功夫见长，轻捷迅疾，

武功精熟，开打干净利落。李春

来吸收武旦、武丑打法和民间武术中的拳术、剑术，屡见

绝活儿。《花蝴蝶》剧中，他先在三张高桌上拿顶，随即翻

下，同时在空中拔刀，跪腿落地时压刀亮相，一系列高难

动作于瞬息完成，姿势优美且从容不迫，被广为称绝。黄

派以唱功刻画人物和精妙的髯口功见长，尤以耍髯口为

一绝。如黄月山在《绝燕岭》剧中，显示了擅长演老头戏

的髯口功，扎硬靠、戴翎子，挂白满、用双枪，能于耍枪、耍

翎子、耍靠旗的同时耍髯口，表现人物的绝望和愤怒，有

强烈的艺术效果。

接下来一代的武生代表人物，有杨小楼、尚和玉与盖

叫天。杨、尚都是俞菊笙的弟子，杨小楼幼秉家学，转艺

多师，融合继承诸家精粹，又吸收了南派和其他行当的表

演艺术，作了较大幅度发展和创新，“武戏文唱”，形成了

影响深远的杨派武生艺术。尚和玉学俞菊笙，但并不保

守，武功扎实稳练，身段、把子、架势气度很好，擅于扮演

勾脸戏，生平得意拿手戏是《晋阳宫》《四平山》《铁笼山》

《金沙滩》《嘉兴府》等。

盖 叫 天 北 方 学 戏 ，江 南 从 艺 成 名 ，继 承 李 春 来 的 艺

术，将武术功底作为武打技艺的基础，博采众长，独具一

格，世称“盖派”。他的绝活儿有很多，1923 年，他在北京

演出的《双夺太平城》中饰张嘉祥，到“夺城”一场，台上搭

起一道高约两米、宽三到四米的“布城”，先由几十个士兵

翻不同的跟头过城，获得观众一阵又一阵掌声。这时，只

见台上又加摆了两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盖叫天从容起步，

一个“虎跳蛮子”（戏曲的一种跟头，斜身朝前腾空翻转），

凌空而起，翻越过两桌一椅，那轻盈的身姿如燕子掠空，

观众的喝彩声犹如雷鸣。

继杨、尚、盖之后称“绝”的还有李少春、唐韵笙。李少

春先工武生，文宗余叔岩，武学杨小楼，堪称文武全才型的

又一代名家。他擅演猴戏，气度飘逸，身手矫健，在《闹天

宫》中创造“钻塔”特技，舞台下场门高处立一座宝塔，每层

有门，挂着黑布，只能容一人身子笔直穿过，最大的门离地

有三张桌子高，他扮演的孙悟空钻进塔里，蹿得又高又准又

快，深受赞誉。唐韵笙本工是文武老生，然而生、旦、净均能

胜任，而且无一不精，各有绝活。由唐韵笙自编、自导、自演

的代表作《闹朝扑犬》中，他饰演的赵盾穿红蟒，腰挎剑，戴

黑大绒相貂、白髯，足蹬三寸半的朝靴。与獒犬搏斗，在翻

跌滚打中边舞边唱，翻扑等高难动作不断，但他身上的穿戴

保持不乱，这段动作之繁难、技巧之高超，没有非凡的功底

是做不了的，行内外说起无不折服。

京剧艺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武生及各行当的绝活

儿之绝，来自一代又一代艺术家“艺不惊人死不休”的精心

创造，在舞台运用时切合剧情、人物，用得其所，增色生辉，

这都是后人在传承时应该发扬的优良传统。

（作者为国家一级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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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中央民族乐团在国家大剧院演

出《颂·黄钟大吕》，让我们欣赏了一场不拘一

格、满台新境的音乐会。

先秦典籍《国语·周语》记录了一段发生

于公元前 500 多年的对话，黄钟、大吕、太簇、

夹钟、姑洗、中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

射、应钟，从乐官伶州鸠的口中徐徐飘出。那

一年，孔子 30 岁，还没有听到“三月不知肉味”

的《韶》乐。周文化既浪漫又理性，用一组概

念就把转瞬即逝的乐音记录了下来，这就是

以“黄钟”为首的十二律名音高序列。如今，

当代音乐家把这组符号重新捡拾起来，让古

老乐音焕发新生。

音 乐 会 以 十 二 律 名 作 为 序 号 ，排 列 12
首 曲 目 。 20 世 纪 初 ，音 乐 学 家 王 光 祈 呼 唤

“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少年中国灿

然 涌 现 。 相 隔 百 年 ，民 乐 工 作 者 挥 弦 响

应 。 走 进 音 乐 厅 ，观 众 便 被 重 新 布 置 的 舞

台吸引。设计者用屏幕和覆盖两厢的纱制

中式屋脊，让舞台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弦

管楼台”。

音乐会开篇是由郝维亚作曲的《颂》，结

尾是由王丹红作曲的《黄钟大吕》。前者以

“金石土革丝木匏竹”递相引奏，后者以乐团

加合唱团的大阵容弦管叠应，首尾两曲振拔

流俗。音乐会让黄钟与大吕两律相对，将两

个律名变成一个符号。

由齐·宝力高作曲的《和鸣》，5 把马头琴

配以长调、呼麦，曲风雄劲；由姜莹作曲的《丝

绸之路》，让都塔尔、艾捷克、弹拨尔、萨塔尔、

热瓦甫 5 种丝路乐器并置于前台；它们与关峡

作曲的《美美与共》，共同诠释着“美美与共”

的寓意。

刘天华的二胡独奏曲《良宵》，历百年而

不衰，让人懂得了传统与现代如何连接。这

台音乐会恰当分配音量比例，既有大乐队演

奏的《黄钟大吕》，也有两个中型室内乐组合

“ 俪 人 行 ”“ 青 衫 渡 ”演 奏 的《春 江 花 月 夜》

《梅》，还有由古曲改编的古琴对弹《知音》，

冯满天编曲的大阮弹诵《离骚》，另有少年合

唱团的歌唱，等等。大、中、小 3 种组合，错落

有致。

今天，对管弦乐团的定义已突破固有模

式，对于乐团编制是否需要配置高中低声部，

理解已然不同。人们看到，江南丝竹、福建南

音、新疆木卡姆、西安鼓乐以及来自各地、源

自典籍的乐种，同样可以加入管弦乐团。新

理念体现着立足时代、立足本土的新站位，也

彰显着音乐家坚定深沉的文化自信和守正创

新的自觉追求。

中央民族乐团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

差异中，正在寻找突破口，努力创造属于我们

这个时代的动人民乐。

（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特聘教授）

让古老乐音焕发新生
张振涛

戏曲绝活儿

绝活儿之绝，来自一代又一代艺
术家“艺不惊人死不休”的精心创造，
在舞台运用时切合剧情、人物，用得
其所，增色生辉

创作者须认识到，技术是
手段，内涵是根基，二者互为
表里，形成合力，方能在当代
动画艺术创作中传承中华传
统文化基因，赓续传统文化的
精神内涵。

一部优秀动画作品，除了
依靠想象力和创造力，尤其需
要创作者秉承一颗匠人之心，
认真对待每一根线条、每一个
造型、每一帧画面。工匠精
神，是中国动画代代相承的优
秀传统，也是从“高原”走向

“高峰”的内在支撑。

核心阅读

③③

音乐会《颂·黄钟大吕》。

房 潇摄

②②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