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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哲学家芝诺有一次在地上画了一大一小
两个圈，然后对他的学生说：圈内部表示一个人已
经掌握的知识，圈外是一个人未知的世界。显然，
圈越大，已知就越多，相应地未知也越多。实际
中，人们对于文化的好奇心以及探索欲同样符合

“芝诺圈”规律。
在青少年阶段，动漫产品是填充一个人文化感

性认知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动漫作品有很多题材
故事取自历史事实或文学经典，可以将传统文化以
更直观的形式展现；另一方面，动漫作品本身艺术
表现形式相对开放，可以在同一时空维度内对跨地
域、跨历史、跨民族的文化元素进行整合，从而形
成十分奇妙的欣赏体验。同时，动漫作品在创作上
的发散性还能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受众的想象空间以
及创造力。

正因如此，开放对于动漫产业才尤为重要。
开放程度的高低，不仅决定着动漫作品本身的丰
富性，更影响着文化自身的活力。从某种程度上
讲，文化繁荣就是靠不同文化背景与生活经历的

人彼此之间进行情感和思想的碰撞。对外开放，无
疑是加速这种碰撞的“催化剂”。

例如，风靡中国多年的日本动漫 《龙珠》，就
通过“集齐七颗龙珠便可召唤神龙实现任何愿望”
这一基本逻辑的设定，呈现出不同派别武术家围绕
这一诱惑所展开的争斗。具体来看，该作品囊括了
中国传统武术、日本武士道、欧美自由搏击、神话
故事等多种文化符号，在奇妙想象力的牵引下，最
终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

相比之下，面对辉煌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如
果中国动漫产业不能乘好开放的“东风”，仅仅是
用“动画”与“漫画”的形式来呈现人们早已熟知
的故事，则不仅有“坐吃山空”之嫌，更容易陷入
发展后劲不足的窘境。实际上，中华文化之所以博
大精深，恰恰在于根植其中的兼收并蓄与不断创
新。

需要看到，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与物质财富的积
累，全球经济都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大潮之中，而文
化产业竞争力更是日益为各经济体所重视。在此背

景下，中国动漫业在实现“开放型”发展的过程中
需做好三方面功课：

一是注重挖掘传统文化的创新空间，勇于开展
满足先进文化要求的创新并积极向海外输出；二是
用心钻研、解剖并学习外国优质动漫作品的创作逻
辑、文化符号与时代内涵，充分利用外国同行带来
的“鲶鱼效应”壮大自己；三是积极主动与海外优
秀动漫制作团队开展合作，集思广益、交流互鉴、
优势互补，共同打造符合海内外消费者需求的文化
产品。

不同的化学试剂相混合，可以形成不同的色彩
与形态；不同的文化与创意相交融，将会使文化繁
荣之花竞相绽放。我们不难预见，在国家政策持续
鼓励与双向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的氛围之下，中国动
漫业竞争力有望持续
提升，在为文化产业
贡献更多增长动力的
同时，为海内外民众
贡献更多优秀作品。

进口动漫成为“鲶鱼”

“动漫”是动画与漫画的合称，通常是指用简单
或夸张的手法来描绘现实或虚构中的一些场景和故
事，内容无所不包。对于广大青少年以及不少成人
受众来说，动漫营造了一个源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
的环境，可以激发起一种“代入感”并引发思考，
因而具有别样的文化消费意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电视机普
及率虽然不高，但以“小人儿书”“连环画册”为主
要形式的漫画作品却发展迅速。其题材主要以历史
史实、名著典故、革命战争等题材为主，涌现出

《花木兰》《大闹天宫》《智取生辰纲》《渡江侦察
记》等一大批优秀作品。

改革开放后，随着电视机的普及，不仅漫画向
动画发展特征明显，而且外国动漫的进入亦显示出
了强烈的“鲶鱼”特征。据了解，从上世纪 80年代
后期到 21 世纪初，尽管中国也创作出 《葫芦兄弟》

《黑猫警长》《哪吒闹海》《宝莲灯》等一批优秀动漫
作品，但相比于日、美等国的 《数码宝贝》《海贼
王》《超能勇士》《蝙蝠侠》 等进口动漫作品所展现
出的奇特想象与创意，国产动漫在市场占有率方面
开始明显处于下风。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一方面源于中国动漫业在
题材选择上过度局限于传统历史典故，缺乏时代的
新鲜感；另一方面，也与美、日等动漫强国自身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开放程度较高有关。例如，日本
漫画家青山刚昌创作 《名侦探柯南》 就属于一部

“霸屏”级作品。《名侦探柯南》 基于现实生活中的
各种犯罪现象与刑侦科技手段，呈现出了很多有趣
的推理故事和场景，其适应的年龄段也不仅仅局限
于青少年。同时，其清新的画风与紧凑的剧情也让
很多人成为了长期的“铁杆粉丝”。

“作品是不是好，在于背后是否有强大的团队。
事实上，中国动漫的底子并不差。我们曾经有非常
强的美术和文学团队，也有着很多杰出的作品。从

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计划经济时期动漫艺术家享有
来自体制的有力经济保障，他们全力为艺术创造努
力，所以有这些成果。而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发
展，一方面市场需求本身越来越大且日益多元，过
去的选拔机制无法有效培养和选拔更多相关人才；
另一方面，原先国有文化机构改革后，成熟的市场
机制却未能及时建立，这就影响了中国动漫产业人
才的生成和配置。”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
济学家万喆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汇聚创意苦练内功

针对动漫产业自身的问题，中国也及时出台了
鼓励政策。早在 2006 年，财政部、教育部、科技
部、文化部等部门联合印发的 《关于推动我国动漫
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就提出：力争用 5 至 10 年时
间，使国产原创动漫产品的生产数量大幅增加、产
品质量明显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持续增强、精品力
作不断涌现，动漫产业创作开发和生产能力跻身世
界动漫大国和强国行列，在逐步占据国内主要市场
的同时，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同时，该意见还就精品国产动漫“出海”给出
了具体鼓励措施，包括：适当补助动漫产品出口译
制经费、积极鼓励和支持优秀国产动漫作品和产品
到海外参展、向动漫企业出口提供政策性金融支
持、对出口动漫产品给予出口退 （免） 税政策等。

如今，中国动漫产业取得的成绩可谓不俗。在
2010 年的法国戛纳电视节上，意大利一家发行公司
一口气购买了5部中国原创的动漫作品。意大利方面
负责人明确表示，这些动漫作品将进入西欧主流电
视台播放。

“亚洲动漫作品想打入欧美主流市场非常难。动
漫作品若想打入欧美市场，动漫企业从剧本创作之
初就要有所考虑。”来自四川成都的恒风动漫制作有
限公司总经理熊军懿在评价与意大利企业进行的合
作时曾这样说。

实际上，这家中国动漫公司确实下了一番苦功

夫。据了解，恒风动漫很早就研习了欧美的先进制
作技术，克服了国内3D动漫常见的技术难题，实现
了 3D 高清动漫的量产。 在制作手段上，恒风动漫
采用了最先进的 MAYA软件和高清渲染技术，效果
亦达到了一流水平，从而获得海外客户青睐。

在另一个动漫制作大省广东，经典作品亦不断
涌现，其中以 《喜羊羊与灰太狼》 和 《熊出没》 两
大系列最为海内外观众所熟悉。这些动漫作品不只
在电视上风靡一时，还通过图书、报刊、舞台剧、
音像制品等形式广泛传播并取得了不错的电影票房。

重要的是，这些国产动漫还积极布局海外市
场。2009年，《喜羊羊与灰太狼》开始登陆美国有线
电视网旗下的尼克儿童亚洲频道，在亚洲 13个国家
与地区以英语播出；2010年，《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羊
羊快乐的一年》 在迪士尼频道亚太区 52个国家和地
区播放，播放语言超过 10种，在印度甚至以不同邦
的方言播出；2014 年，《喜羊羊与灰太狼》 又在泰
国、菲律宾、越南等亚太地区播出，在美国和加拿
大，也开始进入华人社区电视台以国语播出；《熊出
没》 的制作方则将“主题公园”开到了伊朗、乌克
兰……

扬长避短“优进优出”

值得注意的是，国产动漫创作实力的提升也在
明显助推着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数据显示，2016 年
广东文化产品出口 418.1亿美元，覆盖 160多个国家
和地区，在出版、动漫游戏、创意设计、文化设备
制造等领域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重点出口
企业和品牌。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动漫要立足民族、
面向世界，就需要进一步在“引进来”与“走出去”中增
强赶超意识，在高水平国际交流合作中加快自身发
展，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向世界贡献具有鲜明中
国风格、中国品位、中国文化的优秀动漫作品，打响中
国品牌，实现“优进优出”，促进文化繁荣。

不过，专家也提醒，当前中国动漫业在开放发
展中尽管势头良好，但依然存在不少问题。以北京
为例，作为智力密集型的动漫行业就缺少三类人才：

一是缺少高端原创人才。据调查，大部分动漫
企业管理者认为只有22%的创意人员才算得上是创新
型人才，而多数人才则偏向复制型或模仿型。这容
易导致原创产品少，企业核心竞争力不足。二是缺
少管理人才。与传统企业相比，动漫游戏企业组织
形式既有分散的个别劳动，又有简单协作的集体劳
动和集中的社会劳动，创意人才具有较强的工作独
立性，创意工作过程难以监督。三是缺少经营人
才。创意人才往往在市场经营能力上有所欠缺，而
能够将创意“产业化”及“市场化”的经营人才显
然必不可少。

万喆指出，动漫产业说到底是产业，就要接受
市场的检验。对外开放一方面让中国动漫从业者认
识到了国际前沿的动漫产业发展现状和趋势，另一
方面也是一种激励，让大家知道如何取长补短，发
挥自己的优势，同时学习别人已有的成功经验。

“比如美国和日本，在动漫制作方面的产业链非
常完善，而在推广、衍生品等方面的商业筹划也相
当成熟。这使其产业的商业化程度得以飞速提高。
当然，所有产业发展都有其规律，不可能一蹴而
就。中国国产动漫虽然技术上越来越成熟，但是剧
情构架和故事叙述上仍有不足。因此，我们需要理
性地看待成绩和不足，在细节上下功夫，谋求整个
产业系统的长足发展。”万喆说。

开放是文化繁荣“催化剂”
王俊岭

从“日系霸屏”到“精品出海”

中国动漫为世界绘制精彩
本报记者 王俊岭

每年6月至8月，很多在校学生都会迎来暑假。这一时期，不仅是广大青少年儿童进行充分休息
与课外学习的宝贵时段，也是动漫产品需求的“旺季”。据了解，中国动漫市场对外开放相对较早，
开放之初国内也有一批经典的国产动漫作品。随着日、美等国动漫的引进，中国国产动漫一度显得
创新乏力、竞争力不足。近年来，在外国动漫的竞争压力及国家相关政策鼓励之下，中国动漫相继
涌现出《喜羊羊与灰太狼》《熊出没》《大圣归来》等一批优质产品，在远销海外的同时，为世界绘
制了来自中国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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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图①为一位母亲带着孩子在国产动漫 《熊出没》 展
板前拍照留念。
图②为国产连环画《大闹天宫》。
图③为红极一时的经典国产动画片《黑猫警长》。
图④为美国华纳兄弟公司制作的动画片《蝙蝠侠》。
图⑤为日本漫画家青山刚昌创作的《名侦探柯南》。
图⑥为国产优秀动漫代表作之一的 《蓝猫淘气三千
问》。
图⑦为近年来走红的国产动漫 《喜羊羊与灰太
狼》。

（以上图片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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