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刊副刊 2023年 7月 28日 星期五2020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 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 24.00元 零售每份 1.8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 003号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

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

重视发展民族化的艺术内容和形式，继承发

扬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传统，拓展风格流派、

形式样式，在世界文学艺术领域鲜明确立中

国气派、中国风范。”近年来，一批取材传统

文化的国产动画电影相继问世，在观众口碑

和票房收益两方面屡创佳绩。这个暑期档，

《长 安 三 万 里》以 瑰 丽 光 影 再 现 千 古 诗 情 ，

《茶啊二中》以有趣画风讲述校园故事，两部

作品引发的观影热潮再一次展现了中国动

画的艺术创造力和市场号召力。百年中国

动画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在新一代创作者手

里，正向着彰显中国气派、中国风范的目标

不断前进。

走好提质升级的精品化之路

近年来，有关部门出台多项政策举措，

为中国动画产业发展提供保障。随着供给

侧改革的深入和消费结构的优化，引导动画

产业提升质量效益，势在必行。统计显示，

从 2012 年到 2022 年，中国动画产值持续增

长 。 截 至 目 前 ，国 产 动 画 电 影 票 房 排 名 前

20 部 均 为 2015 年 以 后 上 映 的 影 片 。 中 国

已 经 成 为 世 界 动 画 市 场 增 长 速 度 最 快 、最

具发展潜力的国家之一。新时代中国动画

由规模增长走向提质升级，成效显著。

在作品类型上，既有《熊出没》等以儿童

为主要受众群，类型元素丰富、角色鲜明活

泼的影片，也出现了许多面向全年龄段受众

的动画作品。在题材内容上，既有《白蛇：缘

起》《姜子牙》《新神榜：哪吒重生》《新神榜：

杨戬》等经典神话的故事新编，在想象力的

驰骋中展示中华审美风尚，也出现了不同方

向的突围探索。如《长安三万里》探向历史

长 河 ，以 历 史 人 物 和 文 学 经 典 作 为 创 作 对

象；《我们的冬奥》尝试当代题材，展现现实

关怀；《深海》深入情感世界深处，探索艺术

疗愈功能。

品质提升的背后是技术进步。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三维数字动画全面登上动画舞台，

动画工业的技术密集型特性日益凸显，庞大

的素材数据库和各式各样的制作软件应运而

生。中国数字动画产业也在技术层面强筋健

骨，发力三维数字动画长片制作。伴随着建

模、渲染、运动引擎等计算机图形技术的自主

研发，中国动画在美术设计、造型设定、运动

表现等方面，逐渐达到世界一流水准。技术

进步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让观众们赞叹惊呼

的动画“名场面”越来越多。如《长安三万里》

中，诗人们在硕大的鲲鹏陪伴下从黄河畅游

至银河，壮观呈现李白名篇《将进酒》的“诗中

世界”。再如《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山河社

稷图”，内有大千寰宇、山川河岳、日月星辰、

飞禽走兽，恢弘而又逼真，令人大开眼界；《深

海》中的“劈海”镜头，特效师做了 15 个月之

久，以粒子水墨的形式把缤纷绚烂、波涛翻滚

的大海景象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回应观众的热忱期待

从《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放映时观众的自

发宣传，到《哪吒之魔童降世》创造的 50 亿多

票房奇迹，再到《长安三万里》观影厅里大人

小孩齐声背诵古诗的热情互动，中国观众以

特有的热忱与激情对待国产动画，这背后折

射了人们对“国漫崛起”的期待。

这种期待和中国动画传统有关。上个世

纪《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山水情》等上海美

术电影制片厂经典，成为几代中国观众的集

体记忆。来自文人画、敦煌壁画等的形象造

型，水墨动画、剪纸动画等形式语言，京剧、皮

影戏等动作效果，虚实相生、自然天成等意境

呈现，构成了中国动画最具辨识度的艺术特

征，也让动画电影“中国学派”享誉海外。对

中国动画创作者来说，如何再续辉煌，在世界

动画艺坛上自信推出中国动画艺术精品，以

中国风格引领创作风尚，是重要课题。

这种期待和青年创作、接受群体有关。

80 后、90 后、00 后等青年群体，从小接受中国

传统动画的熏陶，长大后又深受国际动漫文

化的影响，多元视角让他们对动画艺术本体

和中国动画风格有更多体悟。青年人在成长

过程中亲身感受到国家的飞速发展，民族自

豪感和文化自信心日益强烈，因而更加关注

中国动画取得的进步，逐渐成长为动画创作

和消费的主力军。

这种期待也和日渐发展的产业生态有

关。如今，动画产业逐渐形成跨越地理空间的

产业集群，以市场化方式促进资源合理配置，

有效提升了创新效率。数字化浪潮的到来，进

一步打通了动画、影视、游戏等内容之间的技

术边界。真人电影《流浪地球》采用大量动画

特效，剧集《梦华录》运用前置特效、动态预演、

实时渲染等动画技术……动画正成为影像表

达的技术基础，被广泛运用于电影、游戏、虚拟

直播等领域，在数字时代大展身手。

厚植中国风格的文化内涵

随着越来越多动画创作者从丰富的中国

神话以及传统文化典籍中汲取灵感、寻找素

材，中国风动画再次成为醒目的创作方向。

在继承上世纪动画电影“中国学派”探索民族

形式与民族风格的经验基础上，今天的中国

风动画更注重从当下的社会现实、审美旨趣

和技术条件出发，厚植中国风格的文化内涵，

更好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

从撷取元素到提炼精神，深入展现中华

文化内涵。近年来，中国动画不再满足于中

国元素的拼贴，而是在造型、叙事、运动表现、

音画关系等多个维度上围绕文化内涵形成合

力。如《长安三万里》中，中国元素不仅在唐

诗、唐俑、相扑、胡旋舞、《照夜白图》等经典元

素中获得表现，更是在飘逸洒脱的李白与沉

郁浑厚的高适这两个人物故事线中织就，最

终呈现唐代历史文化的恢弘气象。越来越多

动画创作者从中华美学讲求的托物言志、凝

练节制、形神兼备中汲取精神养分，沉淀在动

画语言与动画形象中，深入展现中华气韵和

中华审美。

找到共鸣点，让传统形象走进当代人内

心。中国风动画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对传

统题材的演绎归根结底还是要找到与当下观

众的共鸣点，赋予其契合时代的表现形式和

思想内涵。《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白蛇：缘起》

《哪吒之魔童降世》通过故事新编和角色重

塑，赋予孙悟空、青蛇、哪吒这些动画形象更

多时代感，他们的经历故事、所思所想与当代

人的生活、情感和价值追求有着深层关联，因

而更能唤起共鸣共情。

走出题材舒适区，开拓中国故事的世界

视野。动画与神话、幻想等题材具有天然的

亲和性，但中国风动画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传

统经典故事的挖掘。瞩目未来，中国动画在

开掘传统文化宝库的同时，要更加关注当代

中国人的生活，讲述植根于中国土壤的时代

故事，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图景。面向世界，

中国动画也应尝试“世界故事、中国讲述”，

让 世 界 文 化 的 优 秀 元 素 为 我 所 用 ，通 过 讲

述 全 人 类 共 通 的 故 事 ，在 更 大 的 舞 台 上 绽

放魅力。

题图为动画作品取景地杭州西湖。

金 星摄（影像中国）

制图：赵偲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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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父子三词客”，三苏文化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和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苏轼作为北宋文坛巨匠，在诗文书画等方面

取得很高成就。中小学教材中有不少苏轼经

典诗词，深受广大师生喜爱。系列节目《课本

中的苏轼》对接广大师生学习诵读需要，根据

朗诵中普遍存在的实际问题，实地实景详细

讲解中小学教材中 12 篇苏轼诗词及其朗诵技

巧，以专家示范、现场问答、学生朗读等形式，

帮助观众从苏轼诗词的音韵美、节奏美、意境

美中，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为还原教学中的实际场景，创作团队深

入教学一线，在北京、四川等地校园内的教

室、操场、图书馆等实景录制。节目强调师生

之间的即时互动，展现现场教学全过程。后

几期节目大都在“无稿”情况下拍摄，做到了

即兴表达和真实互动。创作团队在录制前，

大量调研了中小学师生在诗词诵读中遇到的

难题和感兴趣的话题，为节目录制提供了充

分参考。录制过程中，诗词理解、语言表达和

语音规范等各个角度的问题，均由学生在现

场提出。“重音是不是都得突出”“一些古诗描

写的都是柔美的景色，是否都要用柔美的声

音诵读”……对这些问题，老师和诵读专家的

回答既具有针对性、知识点满满，又自然真

切、易于理解，引发观众共鸣。

“看是一档节目，学是一堂课程。”每期节

目都是一个诵读教学的完整系统。在启发式

教学的活跃氛围里，学生们不仅提高了诵读

水平，还主动思考，悟出了诗词中的哲理，提

升了阅读理解能力。朗诵《题西林壁》“不识

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两句，节目嘉

宾启发学生主动结合生活实际来具体感受。

一位同学说：“观察立体几何图形时，如果只

从一个角度、一个面或一条边来看，不能看出

立体形态，只有跳出来，从多个视角来观察，

才能认识到它的全貌。”将对生活的观察和体

验代入诗词朗诵中，学生立刻就找到了“变换

视角认识事物”的具体感受。有了这种切身

感受，学生在诵读时就能基于综合理解，表达

出诗词蕴含的情感。

节目不仅重视诵读能力的培养，还注重

发挥诗词诵读的美育功能。古典诗词是中华

文化的重要标识，凝聚着中国人的丰富情感，

具有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文化内涵和精神

感召力，是美育的重要载体。节目选取的《饮

湖上初晴后雨》《惠崇春江晚景》等十多篇作

品，都是苏轼诗文中的经典篇目，具有较高的

学习价值和美育价值。对这些作品细致入微

的讲解，连缀起苏轼波澜起伏的人生经历，展

现出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

廉的苏氏家风，帮助学生感受苏轼的精神风

貌和人格魅力，从而见贤思齐，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作为一档电视节目，《课本中的苏轼》没

有止步于电视播出，创作团队甄选了丰富的

录制花絮、幕后故事等视频资料，与多个专业

单位进行合作开发，探索“大屏+小屏”多渠道

传播。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

不只有诗词，也不只有苏轼。期待更多创作

者投入这座内容宝库，用心用情创作精彩的

视听作品，滋养青少年健康成长。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在诵读中感悟诗词文化
姚喜双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深刻把握“两

个 结 合 ”的 重 大 意 义 ，加

大 国 家 通 用 语 言 文 字 推

广力度，日前在教育部语

言 文 字 应 用 管 理 司 指 导

下，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

地（北 京 大 学）和 教 育 部

语 言 文 字 应 用 研 究 所 联

合 举 办 了《汉 语 拼 音 方

案》颁布 65 周年纪念暨学

术研讨会。

65 年来，《汉语拼音方

案》在推广普及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提高语文教育

和国际中文教育质量，助

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深

化中外人文交流互鉴等诸

多方面，都发挥了不容忽

视的积极作用。

新中国刚成立时百废

待兴，全国 5.4 亿人口中，

文盲占比 80%。为迅速提

升人民群众文化水平，党

和政府尤为重视教育普及

工作，提出“汉语拼音方案

采 用 拉 丁 字 母 比 较 适

宜”。专家按拉丁化原则

设 计 了 多 个 汉 语 拼 音 方

案，经反复讨论修改，初步

形成了《汉语拼音方案（草

案）》。 1958 年 2 月，第一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

次会议批准颁布了《汉语

拼音方案》。

《汉语拼音方案》颁布

以后，在国内得到迅速推

广和应用。首先用于给汉

字注音，以利于扫盲、语文

教学和推广普通话，同时

用于字典词典的注音、排

序和书刊的索引，并作为

我国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

文字的共同基础。《新华字

典》1959 年版率先全方位

采用汉语拼音：用汉语拼

音给每个字头注音，用汉

语拼音排序，提高了字典

在扫盲和语文教学中的效

用。随即，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了运用汉语拼音的扫

盲运动，“注音识字法”成

为扫盲最重要的手段，有

力地推动人民群众文化水

平的提高。

汉语拼音的使用也助

推汉语稳步走向世界。《汉

语拼音方案》确保了汉语

拼音不仅能在国内广泛应

用，而且便于国际交流与应用。上世纪 70 年代末，汉语

拼音开始走上国际舞台。 1979 年，联合国秘书处发出

通知，以汉语拼音的拼法作为各种拉丁字母文字转写

中国人名和地名的国际标准；1982 年，国际标准化组织

发布国际标准《文献工作——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文

件。从此，汉语拼音逐步由国内标准变为国际标准，广

泛通行于各国。

进入 21 世纪，人类步入信息时代，语言文字的重要

性特别是语言文字标准化、信息化要求日益凸显。为适

应时代需要，又由我国主导修订，形成了新的《信息与文

献——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这一标准主要应用于

世界各国图书馆、博物馆、国际机构中有关中国人名地

名的拼写、图书编目、信息与文献的排序检索等。修订

后的标准更加符合信息时代发展的需要，更具科学性

和实用性，其适用范围和所起作用更大，对世界范围内

的中文信息处理与交换、中华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推

动作用。

蓬勃开展的国际中文教育，印证了汉语拼音这一拼

写和注音工具的生命力。汉语第二语言教学实践表明，

《汉语拼音方案》是学生识读汉字、学习汉语普通话的重

要工具，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获得普遍认可。在中文教

学质量评估中，教师的汉语拼音教学、学生的汉语拼音学

习与掌握，历来都被列为评估检测的第一项内容。在与

世界沟通方面，汉语拼音的应用前景和创新空间依然很

大。语言具有情感性，开展国际中文教育实质上也是为

国际社会情感沟通奠定语言基础。《汉语拼音方案》作为

汉语拼写和注音工具，能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铺就语言之路。

汉语拼音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我们共同努力，

让汉语拼音更适应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更充分地发挥语

言桥梁作用，传播好中国声音。

（作者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咨询委员、北京大

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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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对中国动画创作者来说，
如何再续辉煌，在世界动画艺
坛上自信推出中国动画艺术
精品，以中国风格引领创作风
尚，是重要课题

今天的中国风动画更注
重从当下的社会现实、审美旨
趣和技术条件出发，厚植中国
风格的文化内涵，更好实现传
统文化的现代表达

汉语拼音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愿我们共同努力，让汉语拼音更适应中
国式现代化需要，更充分地发挥语言桥
梁作用，传播好中国声音。

图为四川眉山三苏祠苏轼塑像。

石耀臣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