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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第二十届中国国际动漫节在浙江杭

州落下帷幕，创下历届动漫节规模新高；动画电

影《熊出没·逆转时空》票房突破 20 亿元大关，

“熊出没”IP 凭借 10 部大银幕作品，成功实现从

低幼向电视动画到合家欢动画电影的延伸；动

画电影《长安三万里》带动西安旅游增长，动画

片《少年苏东坡传奇》擦亮东坡故里四川眉山的

城市名片，热门动画衍生的图书、文具、文创、服

饰等释放长尾效应……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动画热度与日俱

增。在持续迭代的技术驱动下，凭借多样化的

艺术表达，中国动画日益受到观众和市场欢迎，

规模不断扩大，精品意识显著增强。而且，经由

知识产权的开发运营，借助动画特效和动画技

术的广泛应用，动画与其他文化产业的联动效

应增强，成为文化新业态极具活力的构成部分，

其跨媒介、跨行业、跨产业价值递增的特点不断

凸显。

从新业态的视角观察中国动画，思考动画

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最关键的就是开掘源头活

水，提供源源不断的优质动画内容。题材覆盖

面与原创能力是动画产业发展的基石，内容供

给端差异化发展、细分市场、进一步丰富动画题

材和类型等，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以多元题材拥抱全年龄段受众，让动画跨

圈层传播。动画早已不是少年儿童的专属，其

受众年轻、基数大，这些年来更是向全龄化、合

家欢的定位靠拢。受众变化带来定位变化，定

位变化带来内容变化，这种连锁反应最终落在

题材的扩大和丰富上。在银幕刮起动画中国风

的《哪吒之魔童降世》，以古建筑上的屋脊兽为

灵感来源的《如福侍卫队》，打造运河精灵形象

的《大运河奇缘》，源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元素、

形 象 、美 学 、精 神 在 动 画 世 界 里 大 放 异

彩。《李林克的小馆儿》以热腾腾的烟火气反映

时代变迁，《家有灶君》让厨神小灶君见证平凡

人家的日常生活，现实题材更加打动人心。《三

体》《吞噬星空》《重器 2069》等科幻作品也让人

眼前一亮，科幻题材在虚拟现实、8K 影像与云

渲染等新技术赋能下势头强劲。可以看到，中

国动画在对接当代审美需求的过程中，自觉走

出固有的题材舒适区，加强国风美学与更广阔

的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借鉴其他类型影视艺

术的创作经验，寻求契合当下观众精神需求又

能发挥动画优长的题材空间。

从当下视听消费习惯出发，寻找动画类型

的突破口。快节奏生活、碎片化时间和网络社

交，重塑着今天人们的视听习惯，短小、有趣、自

带社交属性和陪伴功能的视听产品受到欢迎。

这些年，动画艺术在电视动画和动画电影之外，

也在网络剧集、网络电影、单元动画剧和短剧上

不断发力，诞生了不少新颖之作。如由不同导

演执导的 8 部短片组成的《中国奇谭》，集合 10
余支创作团队打造的《胶囊计划》，都是网络上

评分较高的动画短片集。动画创作技术含量

高，制作工序复杂，短片集形式可降低难度，发

挥不同团队的创意特色和技术优势，机制灵活、

形态多元，对不同风格探索有较大包容度。像

《薇薇猫的日常》《怪兽小馆》等每集几分钟的短

剧类动画，也以活泼的画面和明快的节奏丰富

着人们的视听选择，受到青年创作者青睐。

数字时代动画成为基础性影像技术，推动

着题材和类型边界的不断开拓。动画艺术发展

高度依赖技术进步，水墨、剪纸、木偶、黏土等传

统美术电影和新型计算机动画在数字时代实现

了融合再造。而今，动画与影视、网络综艺、游

戏、虚拟直播等影像形式之间的技术边界被打

破。许多真人电影大量采用动画特效，运用动

作捕捉、实时渲染等动画技术；在视频和直播行

业，更是有不少主播借助动画技术，以虚拟形象

的形式与观众互动交流。动画作为视频创作的

一种基础性技术，正在帮助不同行业构建“视听

世界”。随着大数据、云计算、5G、区块链、虚拟

现实、增强现实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的集成突破，动画的制作方式、呈现形

式、视听体验将迎来变革，势必推动题材和类型

进一步丰富。

在融入新场景、新体验、新消费中，延伸动

画题材类型的触角。“影视+文旅”蓬勃发展的

今天，动画 IP 正成为连接城市形象、文旅消费

等多种场景的生产要素，赋能地方文旅及经济

发展。华强方特将“熊出没”IP 与主题公园融

合，衍生出酒店、文创产品，带来运营收入的连

续增长。《动车侠·未来高铁城》在变形机甲动画

中，融入中国铁路发展历史和“动车小镇”青岛

城阳的民俗风情，带动当地的工业旅游热。四

川宜宾的《少年英雄小哪吒》、深圳甘坑的《小凉

帽》、山东平度的《节气小精灵》都是与地方文旅

相结合的动画作品，激发了动画的创意灵感，也

成为发展城乡文旅的创新手段。

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动画来说，优质内容永

远是源头活水。当前，动画创作在题材类型上

还存在路径依赖、跟风创作、同质化等问题，在

把中国文化、中国故事讲给世界的跨文化创作

上还有提升空间，亟待形成政策扶持、人才培

养、科技赋能、项目孵化的合力。进一步精耕细

作，激发新业态的生机活力，相信中国动画定能

再攀高峰。

下图为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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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丰富动画题材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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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的主题性创作

是文学界热点话题。主题性

创作的繁荣，体现了文以载

道、培根铸魂的担当，但主题

性创作不仅仅是“写什么”的

选 择 ，也 有“ 怎 么 写 ”的 考

量，意味着对创作手法和文

学 技 巧 的 更 高 要 求 。 前 不

久，2023 年度“中国好书”揭

晓，儿童文学作家许诺晨的

《完美一跳》入选。除了《完

美 一 跳》，作 者 另 两 部 作 品

《逆 行 天 使》《百 年 仁 心》也

曾 入 选“ 中 国 好 书 ”月 度 榜

单。这 3 部作品着力刻画普

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成长，

在 对 儿 童 文 学 主 题 性 创 作

“怎么写”的探索上，体现了

一定的创作共性。

贴着人物写，在人物身

上 投 射 丰 富 的 历 史 与 现 实

信 息 。 主 题 性 创 作 往 往 与

时代语境密切相关，要想让

宏 大 主 题 落 地 ，贴 近 生 活 、

贴 近 人 物 是 重 要 路 径 。《逆

行天使》采用散点透视方法

讲 述 普 通 人 在 危 机 时 刻 的

抉择。长时间坚守一线、超

负荷工作的医护人员，为百

姓排忧解难的公安民警，往

来接送市民的志愿者，运用

网 络 媒 介 搜 集 应 急 物 资 的

00 后 …… 作 品 聚 焦 具 体 人

物故事，描写人与人之间的

守望相助，再现众志成城的

生命保卫战。《百年仁心》围

绕 行 医 世 家 三 代 党 员 讲 述

先锋模范故事，《完美一跳》

以跳水运动员的训练、比赛

和 夺 冠 串 起 体 育 人 生 。 这

些 作 品 都 在 宏 阔 主 旨 中 注

入时代气息，让小读者在沉

浸 于 生 动 故 事 的 同 时 了 解

历史、感悟时代。

巧用结构，增强作品可

读 性 。 青 少 年 读 者 好 奇 心

重 ，求 知 欲 强 ，在 文 学 阅 读

上尤为偏爱有叙事魅力、情

节 引 人 入 胜 的 作 品 。 增 强

可读性和亲和力，是主题性

儿 童 文 学 创 作 的 探 索 方 向

之 一 。 作 者 的 系 列 作 品 努

力在结构上做文章，构建曲

折波澜的叙事，吸引读者津

津 有 味 地 读 下 去 。《完 美 一

跳》采用双线并行的结构展

开故事，既刻画运动员为了

“ 完 美 一 跳 ”的 梦 想 不 顾 伤

病顽强拼搏，又有相当笔墨

描 写 教 练 在 幕 后 的 默 默 付

出，运动员与教练两条线索

交叉之处，也是情节的高潮

之 处 。《百 年 仁 心》撷 取 三

代人的 3 个人生片段：陆引

舟 在 抗 战 烽 火 中 义 无 反 顾

地 走 上 参 军 救 国 之 路 ；和 平 年 代 ，儿 子 陆 礼 国 是 女 排

省 队 队 医 ，无 偿 兼 任 陪 练 ，助 力 女 排 姑 娘 从 低 谷 中 崛

起 ；孙 辈 陆 远 望 长 期 在 远 离 亲 人 的 基 层 部 队 工 作 ，并

在 洪 水 肆 虐 时 冲 到 抗 洪 第 一 线 。 陆 家 三 代 的 仁 心 既

指医者的治病救人，也象征着一代代共产党员报效祖

国、守护人民健康的奉献精神。

以成长为题眼，用个人和时代共成长的故事引发

价值共振。“成长”是儿童文学的母题。作者在系列作

品中将家国情怀、历史担当和主人公的抉择与成长紧

密联系在一起，在人物的命运变迁中揭示时代氛围与

时代精神。《完美一跳》从 10 岁的赵淼最初走上专业体

育 之 路 讲 起 ，她 从 一 个 体 操 运 动 员 转 行 到 跳 水 ，从 水

感不好到成为国际顶尖跳水运动员，从爱慕虚荣到为

追求梦想严格自律，从只考虑个人前途到为了集体和

国家不断超越自我，直至一举夺得金牌。赵淼的冠军

成长之路完整呈现了成长小说“执拗—受挫—迷惘—

顿 悟 — 长 大 成 人 ”的 叙 事 结 构 ，她 的 成 长 不 仅 是 个 人

层 面 的 身 心 成 长 ，更 是 嵌 入 了 时 代 背 景 ，和 体 育 强 国

建 设 紧 密 联 系 在 一 起 ，这 样 的 写 法 呈 现 出“ 在 历 史 中

成长”的深层意蕴。

扎根中国大地，紧贴青少年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

是 儿 童 文 学 主 题 创 作 的 必 经 之 路 。 作 者 用 情 讲 述 一

个个发生在身边、与我们声气相闻又感人至深的平凡

人 生 ，让 读 者 看 到 磨 难 中 的 梦 想 、奉 献 中 的 成 长 。 至

于 这 些 创 作 的 成 效 如 何 、小 读 者 的 阅 读 体 验 如 何 ，还

有 待 更 多 真 实 反 馈 。 希 望 更 多 闪 烁 着 精 神 光 芒 的 成

长故事，给读者带去鼓舞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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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文化新业态

扎根中国大地，紧贴青少年现实生
活和精神世界，是儿童文学主题创作的
必经之路。

动画是发展逾百年的艺术形式。近年来，

随着科技和媒介的发展，动画产业呈现出崭新

活力和巨大潜力，成为科技含量高、面向青少年

和未来、具有国际化传播潜力的重要领域。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动画从传统的手绘阶

段发展到计算机动画阶段。计算机动画基于计

算机图形学和通用计算机技术，为艺术家提供

广阔的创作空间，展现出丰富的艺术表现力。

作为动画制作工业化的前提和基础，计算机动

画技术为高品质动画作品提供了保证。原创作

品中的角色和场景作为数字资产，与虚拟现实、

元宇宙、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等新兴技术天

然契合，成为新型信息技术应用的重要成果。

动画陪伴着少年儿童成长，是他们认识世

界的一扇窗口。近年来，《白蛇：缘起》《大鱼海

棠》《哪吒之魔童降世》《长安三万里》等动画电

影 ，深 受 包 括 青 少 年 在 内 的 各 年 龄 段 观 众 喜

爱。在动画创作领域，目前活跃在一线的主要

是年轻人，创作《长安三万里》的动画团队超过

360 人，平均年龄不到 30 岁。

2023 年全球最有价值的 50 个 IP 中，源自动

画的有近一半，其余多来自漫画和游戏。相较

于真人影视作品，无论是故事还是角色形象，动

画更容易跨越地域和文化，打动不同国家和文

化背景的观众。2018 年《猫与桃花源》完成了

英、法、德、俄、波兰、西班牙等多语种配音，在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2021 年 12 月，《白蛇

2：青蛇劫起》以 10 种语言配音在流媒体平台全

球上线，上线一周跃居全球播放量第三位，并在

全球播放量前十榜保持了 3 周。3 周内，该片播

放总时长超过 2000 万小时，海外观众超过 1000
万人次。

过去 30 年，我们看到国际动画电影的长足

发展及其带来的巨大版权价值；过去 10 年，中

国动画电影行业呈现迅猛发展态势和广阔前

景。影院大银幕曾一度被认为会被其他视听形

式所取代，事实证明，真人电影和动画电影都继

续受到观众喜爱，而且拥有更高的社会关注度

和影响力。经过实践，我们不断总结动画电影

取得成功的各方面要素。比如，打动人心的故

事、令人喜爱和难忘的角色、可信的世界架构。

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实现它——做出成功的

动画作品？

首先要善于找到有想象力的故事主题。动

画电影是一种集大成的艺术表现形式，其故事

类型可以丰富多样。与真人电影相比，动画电

影更具想象空间和表现力，比如《长安三万里》

中“将进酒”段落令观众心潮澎湃，叹为观止。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观众在领略和熟悉了

国外各类电影之后，中华文化之美已经成为更

受青睐的主流审美和重要价值依托。5000 多

年中华文明是动画故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

藏，“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已经成为当代动

画创作者主动承担的历史使命。

动画角色要能吸引和打动观众，和当下观

众产生精神共鸣。比如李白和高适，虽然是盛

唐诗人，但他们少年之壮志凌云、壮年之豪迈

乐观、晚年之开怀豁达，以及跨越几十年的真

挚情谊，令各年龄段观众产生深深共鸣。《白蛇

2：青蛇劫起》中的故事发生在宋代，但主角小

青 的 身 份 和 经 历 ，恰 如 当 下 初 入 职 场 的 年 轻

人，创作者的构思与观众的心思产生了碰撞和

默契。如果角色由真人演员来饰演，观众需要

克服“明星滤镜”才能代入角色，动画角色则更

容易和观众拉近距离，打造出孙悟空那样长久

陪伴观众的经典 IP。

近年来，中国电影整体制作水平取得了长

足进步，当下中国一流动画的制作水平与全球

顶尖动画电影已品质相当，并且发展出中国独

有的艺术风格，国风动画已经成为观众喜爱、创

作者不断探索的艺术方向。如果说最初的美术

电影是传统手艺和工匠精神的结合，当下计算

机动画电影则需要工匠精神的传承和工业化的

协作，需要对中国视听美学的深度开掘和创造

性 再 现 ，需 要 对 新 技 术 的 及 时 吸 纳 和 创 新 应

用。当代文化生活正在越来越“线上化”，观众

看电影却依然保留着线下娱乐和社交的仪式

感。置身影院，观众感受的是流光溢彩、视觉盛

宴，也是天下胜景、古今奇观，是久违的感动和

心灵的放飞。

（作者为追光动画总裁）

数字时代也需要工匠精神
于 洲

近年来，一边开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库，一边锤炼以新技术讲故事的

能力，中国动画原创水平显著提升，风格独具的“新画风”赢得各年龄段观众喜

爱。怎样进一步开拓思路、乘势而起，推动中国动画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约

请从业者、研究者分享经验与心得。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