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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第一部广告动画 《舒振东华
文打字机》（1922年）开始算起，到2022
年，中国动画已走过漫漫百年。

100 年来，中国动画始终以民族化
为基础，进行着 “走出去”的努力。
1942年，万氏兄弟的《铁扇公主》在亚
洲上映，引起轰动。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年代末，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为主
创作出的 《小蝌蚪找妈妈》《大闹天
宫》《哪吒闹海》 等一大批优秀动画，
频繁在国际上参展并摘得奖项，收获

“中国学派”美名。此后一段时间，中
国动画在精进技艺、熟悉国际动画制作
流程的过程中等待“破茧成蝶”。新世
纪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发展动画
产业以及一系列促进中国文化“走出
去”的利好政策中，众多动画企业扬帆
出海，以动画为媒介，与他国进行互动
交流，传播魅力中国。

方式新变化：

百花齐放，灵活多元

百年来，中国动画“走出去”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在探索中前行。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国动画加快步伐走出国
门，在“走出去”的方式上发生了许多
新变化。

首先，“走出去”的主体由之前上海
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一枝独秀”，变为由
众多动画企业参与的“百花齐放”。其
次，出海的动画数量在整体上稳中有升。

以电视动画为例，在2011年至2016
年间，除了个别年份因为动画产业转型
升级等原因导致出口时数有所下滑之
外，电视动画出口时数基本维持在每年
2500 至 3100 小时左右。在动画电影领
域，根据中国电影博物馆和北京师范大
学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的《中国电影海
外网络传播力研究报告 （2018-2020）》
显示，中国动画电影在海外网络中的传
播表现突出。《哪吒之魔童降世》《雪人
奇缘》《罗小黑战记》《姜子牙》《飞奔去
月球》《动物特工局》的海外传播力都在
年度前五之列。网络动画则在自我提升
的基础上，借力数字媒体快车，在疫情
中异军突起，涌现出一批作品，在海外
众多平台收获无数粉丝。

参加海外节展向来是中国动画“走
出去”的重要渠道。“中国学派”动画就
曾以此为契机开展海外交流。现在，参
加海外节展也依然是国产动画出海的重
要途径，只是现在“走出去”的同时又
增添了“请进来”的新内涵。

在这方面，“动漫之都”杭州表现亮
眼。中国国际动漫节通过连续10年参展
法国戛纳，成功引进法国戛纳电视节这
项国际影视内容产业的第一品牌，在杭
州举办亚洲专场。至 2021 年，已连续 5
年成功举办的戛纳电视节中国 （杭州）
国际电视内容高峰论坛 （MIP China），
有效开阔了中国影视动漫企业的国际化
视野，拓宽了国际合作交易渠道，增进
了中外合作的机会，推动了中国影视动
漫作品“走出去”。2020年，以网易雷火
和电魂网络为代表的杭州动漫游戏服务

出口达72.3亿元人民币。
此外，国际合作成为“走出去”的

重要方式，主要体现在合作拍片和海外
授权两方面。2016年，由东方梦工厂联
合美国梦工厂出品的《功夫熊猫3》在全
球获得5.21亿美元的票房。2017年，“大
业漫奇妙”与加拿大“九故事传媒集
团”就电视动画《洛宝贝》签订授权协
议，由后者开展大中华区以外国际市场
的发行和授权业务。现在《洛宝贝》已
用23 种语言，在全球200 多个国家和地
区发行。

内容新突破：

精品迭出，讲好中国故事

随着中国动画“走出去”步伐的加
快，优秀作品层出不穷。

2010年，杭州盛世龙图的 《梦回金
沙城》成功入围第83届奥斯卡最佳动画
长片奖候选名单，成为中国首部入围奥

斯卡的动画电影。2019年，中美合拍片
《未来机器城》 获得“动画界奥斯卡”
安妮奖提名。同年，《冲破天际》 荣获
第 91 届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提名，
成为首部正式提名奥斯卡奖的中国动画
作品。2020 年，《秋实》 入围柏林国际
电影节……近年来，《大鱼海棠》《好极
了》《罗小黑战记》《新神榜：哪吒重
生》《白蛇：缘起》《姜子牙》《雄狮少
年》等中国动画，更是频频入围世界规
模最大的国际动画节——法国安纳西国
际动画节。中国动画在海外的认可度显
著提升。

回望百年发展历程，中国动画早期
师法传统戏曲的 《大闹天宫》和 《哪吒
闹海》，借鉴水墨画创作的 《山水情》
与 《牧笛》，以形写神、寓庄于谐的

《三个和尚》，以富有民族特色、东方韵
味的艺术形象，讲述着历史悠久的中国
故事。

如今，在全球化加剧、技术发展日
新月异的当下，中国动画又有了新的
表达，主要体现为形式、题材和人物
上的创新。形式上变线性叙事为散点
叙事，在过去、现在甚至未来之间自
由穿越，以开阔的视野建构起宏大的
叙事空间。如 《梦回金沙城》 通过主
人 公 小 龙 穿 越 时 空 隧 道 来 到 古 金 沙

城，完成个人成长的经历，演绎出了
人与自然、动物和谐共生、共存、共
融的中国传统理念。题材选取更加宽
广。除了古典小说、神话传说、民间
故事等传统文化题材之外，中国动画
开始聚焦科幻预言等领域。如 《未来
机器城》 在讲述机器人 7723 与少女小
麦共同成长的冒险故事时，还展示了
许多功能先进的机器人，借此传播了

“智造中国”的形象。人物设定上更加
多元。从“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哪吒，
到“天下再无不公”的姜子牙，再到

《冲破天际》 中实现“飞天梦”的现代
花木兰“露娜”……一个个崭新的动
画形象，以现代化、年轻化的审美表
达，描摹了当下中国人的思想情感、
价值理念，展现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当代
中国。

出海新趋势：

壮大IP，抓住新媒体机遇

中国动画近年来屡创票房佳绩，但
海外票房在其中占比还比较小，其中有
文化背景差异，也有播放生态不同等原
因。在国产动画复兴的当下，应意识
到，巨大的国内市场不应成为阻碍国产
动画出海的“隐形舒适区”；“走出去”
不易，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票房收入也许能保证动画在短期内
获益，但想要长期受益，就得布局IP授
权和衍生品开发，这样不仅可进一步放
大IP的价值，还能提高其可见度，永葆
其生命力。数据显示，美国迪士尼旗下8
大动画IP的累计经济价值现已高达3736
亿美元。中国动画不缺IP，应将IP作为
核心，深入服饰、音乐、电视等领域，
构建起一座泛娱乐的商业帝国。

细看近年来的高票房动画可以发
现，它们大都建构了自己独特的“动画
宇宙”。或是围绕主线展开一系列的叙
事，或以破圈的方式同看似风马牛不相
及的角色进行跨界组合、艺术混搭。如
美国动画片 《神偷奶爸》 就属于第一
类，它的第一、二、三部在播映当年分
别位列全球票房第九、第三和第四。漫
威更是将“跨界+系列”的组合拳舞得虎
虎生风，将神魔、科幻、现实、童话等
元素结合在一起，打造出一个全新的

“漫威电影宇宙”，在此宇宙观下创作的4
部《复仇者联盟》，票房全部闯入前五，
其中有三次是第一。近些年，已有中国
动画公司尝试构建自己的“动画宇宙”，
但还需要打破“各扫门前雪”的藩篱，
加强联动。长远计，建立独特却联动的
国漫电影宇宙势在必行。

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动画
的发行方式，也改变了观众的观影习
惯，网络动画风起云涌。一些中国网络
动画的点击量惊人，让以奈飞 （Netf-
lix） 为代表的海外流媒体平台赚得盆满
钵满。相比电视动画、电影动画，网络
动画优势明显，成本低，接触面广，互
动性强，反馈迅捷。抓住流媒体机遇，
国产动画将更好地乘风破浪，扬帆远行。

（作者单位为浙江大学）

博物馆作为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
所，如今正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在全球文
化多元化、开放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博
物馆借助数字化手段，以人们喜闻乐见的短视
频、直播等新媒体形式，让“沉睡”在博物馆里
的一件件文物跃然于“大屏”“小屏”。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通过新媒体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自2020年起，三星堆博物馆联合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借助新媒体数字手段，架起博物馆与公
众沟通的新桥梁。如在 《12K 微距看国宝》 节目
中，利用超高清技术近距离展示文物细节，讲述
细微之处不为人知的国宝故事。在前不久的三星
堆遗址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发布中，双方再次合
作，在技术和策划上创新，一方面面向公众近距
离直播考古挖掘现场，另一方面多维度呈现文物
发掘过程及其历史文化背景，同时在直播间加强
互动营造“沉浸感”，并请专家随时进行专业讲解
补充，趣味性与专业性的强强联合丰富了用户的
观看体验。同步发布的系列短视频《文物初醒瞬
间》，带领观众 30 秒速览古老文物的“面世”瞬
间。优秀传统文化与硬核技术手段相结合，通过
新媒体为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视觉感受，打造出
一场围绕三星堆遗址的视觉盛宴，使文物从历史
中“走出来”，在屏幕中“活起来”。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当天，河南博物院联合人
民日报合作推出的创意视频《古乐新声越千年》，
赢得了高达1.1亿次的视频全平台曝光量。古代乐
器与流行音乐的碰撞，让观众通过历史与艺术的
对话产生共鸣。虎年春晚的火爆作品 《只此青
绿》，将静止的《千里江山图》转变成一场诗意震
撼的舞蹈盛宴，悠远绵长的中国传统绘画被赋予
无限的生命力和想象力，在网络上以短视频的形
式被广泛传播。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出圈”，就
在于借助博物馆得天独厚的内容优势，将传统文
化资源通过新的形式重新整合。在新媒体的助力
下，文物被赋予更多现代趣味，博物馆的文化辐
射范围得以扩大，内涵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烙印在国内外观众心中，从而实现了传统与现代
的“美美与共”。

新媒体不仅可以穿越时间的阻隔，还可以打
破空间的距离。7月6日，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国
内外33家博物馆发起“手拉手：共享世界文明之
美——全球博物馆珍藏展示在线接力”活动。10
位中国博物馆馆长携手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并
与各国博物馆一起通过珍藏向海内外观众展示人
类文明的璀璨成果。活动以直播作为开端，通过
数字虚拟技术等形式，将甄选的藏品高清呈现在
观众面前，同时利用动画特效阐释藏品背后蕴藏
的历史文化价值，观众还可以通过“博物馆珍
藏”小程序，实现“全球遨游”的文化体验。博
物馆作为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彰显中国风貌、
发出中国声音的一扇窗口，正借助新媒体的传播
力和影响力，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
说话，使全球观众共享中华文明之美。

“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创新是文化发展的
活力源泉，也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根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只有不断拥抱新技术、新潮流，方能历
久弥新。新媒体的出现推动了多种传播方式的融
合，使博物馆的信息传达摆脱了时空的桎梏，插
上了文化传播的“翅膀”。利用新媒体讲故事、传
文化，是博物馆拥抱数字化潮流的必经之路，更
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必
要之道。

（作者为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馆员）

扣人心弦的法庭争锋，紧张激烈的
唇枪舌剑，7月2日至12日，作为北京人
艺建院70周年纪念演出系列的重头戏之
一，经典话剧《哗变》又一次登上首都
剧场的舞台，演出9场。

《哗变》改编自美国作家赫尔曼·沃
克的小说《凯恩号哗变记》，曾在百老汇
上演400余场。1988年，北京人艺特邀美
国导演查尔顿·赫斯顿排演该剧。2006
年，曾经的副导演任鸣重排该剧。全剧
透过演员们精湛演技的塑造，令中国观
众感受到了熟悉而陌生的二战情境，而
全剧以法庭为舞台的特殊设定，也令这
部作品成为了不少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作为一部诠释了“话剧姓话”的舞
台教科书，《哗变》在没有复杂动作调度
的前提下，完全靠着不同人物各具特色
的语言塑造出了诸多有血有肉的形象，
将事件全貌逐渐勾勒清晰，在事件的末
尾，又恰到好处地进行了一次反转——
这样一部“烧脑”的作品以戏剧性的要
素，充分调动着观众的观剧热情，也成
就了一部人艺常演不衰的舞台佳作。

“这个戏所有的舞台行动都是在内心
里，除了语言动作以外就是内心的动

作，你要坐在那就能让观众看清楚。
《哗变》是在台词和表演方面具有独特
魅力的一个戏。”剧中饰演魁格的冯远
征说。在他看来，剧中对台词的处理对
于演员而言是一种挑战，而台词的环环
相扣也与本剧的法庭主题相辅相成，让
全剧精彩不断的同时也具备着相当的严
谨性，使得《哗变》具有了更高层次的
艺术性。剧中饰演格林渥的吴刚也表
示，出演这部作品需要把剧本吃透，深
层理解故事的逻辑与人物的背景，才能
进行成功的演绎，“从一个演员自身的角
度来说，格林渥这个角色可以磨练演
员，锻炼演员，格林渥把控着整个戏的
节奏，对演员而言真是万分难得的一次
非常好的机会”。

在 70 周年院庆之际演出 《哗变》，
无疑证明着这部作品对于人艺而言也有
着特殊的纪念意义。冯远征认为，一方
面《哗变》代表着北京人艺出演外国剧
目的独特风格，代表着剧院独具特色的
本土化二度创作理念，另一方面，这部
作品对于每一位人艺人而言也有着强烈
的历史意义。“向我们的前辈、大家们致
敬，是出演《哗变》的最大意义。”吴刚

表示，“他们非常有前瞻性有眼光，把这
个剧本引进到中国，并且邀请了赫斯顿
到中国来排演这部戏。他们知道戏剧是
没有国界的，它是互通的。”

从1988年首版演出，到2006年重排
上演，对于北京人艺而言，《哗变》无疑
还有着传承的意义。曾经在台下欣赏前
辈演出的青年演员走上了台前，如今的
演出中，既有冯远征、吴刚、王刚、张
福元、丛林、张万昆、高冬平、丁志诚
等人艺实力演员坐镇，也有着包括王
雷、何靖、邹健、徐白晓等人艺中坚力
量参演。本次的演出中，为了纪念去世
的任鸣导演，排练厅属于导演的位置被
留了下来，剧本与导演铃也摆在了导演

桌前，而本轮排演质量把控的重任
就担负在了一众老演员身上。冯
远征表示，这一次的排练大家都
在以严肃认真的心态面对，剧组
的老演员也都在通过这一出戏
的排演尽到“传帮带”的责
任，与青年演员共同分享自己的
心得与体会。

本轮演出中继续在剧中饰演
法官查理的王刚，至今仍能回忆起

当年欣赏本剧时的感受，“第一次接
触到了什么叫真正的话剧，这个戏跟

别的戏确实不一样，有着大量的台词与
逻辑性”，他以“三生有幸”形容能够出
演本剧的心情，并希望将自己出演本剧
十余年的经验传给剧院的青年演员。

“对于我们现在快 40 岁的演员来
说，也确实是要担起责任了，要面对很
多经典剧目的传承和接棒。所以希望我
们每一次在台上的亮相，能给热爱人艺
的观众看到希望，看到未来，同时给人
艺的老观众也好，人艺的戏迷也好，让
他们依然能够享受到人艺给他们带来的
快乐。”本剧中饰演玛瑞克的王雷从 23
岁起就开始饰演这一角色，在对剧目有
更深体会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作为人艺
青年演员所应承担的责任。他说：“我必
须要以更好的状态跟前辈们同场竞技，
共同开启 《哗变》 这艘船，向他们学
习，跟上他们的步伐。”

本报电（文纳） 为期一周的2022首届蒲剧艺术周日
前在山西省运城市开幕。活动由中国戏曲学会、中国戏
曲表演学会、山西省戏剧家协会、中共运城市委市政
府、中共临汾市委市政府主办。

蒲剧是中国戏曲艺苑中的璀璨明珠，因元末明初诞
生于运城古蒲州地区而得名，又名蒲州梆子、乱弹等，主要
流行于晋、陕、豫、甘、宁及内蒙古等地区，唱腔慷慨激越、
粗犷豪放，又不失委婉缠绵、优美抒情韵致，对多种戏曲
的形成、发展与成熟都产生过重大而积极的影响，被誉
为梆子戏的鼻祖。几百年来，蒲剧的舞台上产生了大量
名家大师。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王秀兰、任跟心、郭泽
民、武俊英、王艺华、景雪变等为代表的几代蒲剧艺术
工作者，为蒲剧艺术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运城古称“河东”，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
祥地之一。运城戏剧文化源远流长，素有“戏曲之乡”
的美称。蒲剧，是运城独具特色的文化符号，也是承载
河东文化的亮丽名片。首届蒲剧艺术周以“传承优秀传
统文化，促进蒲剧繁荣发展”为主题，举办了蒲剧艺术
电视专题展播、蒲剧发展史展览、蒲剧传承发展研讨
会、王艺华和景雪变蒲剧艺术传承专场、蒲剧青年新秀
演出专场、“蒲苑芬芳”交流展演等精彩活动，集中展示
蒲剧艺术传承发展盛况，为广大群众献上一场精品荟
萃、异彩纷呈的蒲剧艺术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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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数字化潮流，
讲好文物故事

贾 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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