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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短片集《中国奇谭》爆红出圈

以优秀文化基因唤起时代共鸣以优秀文化基因唤起时代共鸣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入奇境 生共鸣

《中国奇谭》包含《小妖怪
的夏天》《鹅鹅鹅》《林林》《乡村
巴士带走了王孩儿和神仙》《小
满》《飞鸟与鱼》《玉兔》《小卖
部》8个独立短片，内容以中国
传统民间故事为主，从乡土眷
恋到科技幻想、从生命母题到
人性思考，展现着中式想象力、
承载着中国民族文化与哲学，
并用雄奇想象为观众营造了

“奇境入梦、我在其中”的沉浸
式体验感。

在《中国奇谭》制作组中，
除了总导演陈廖宇外，还有於
水、胡睿、杨木、刘毛宁、陈莲
华、周小琳、徐宁、顾杨、刘旷、
潘斌10位导演。公开资料显
示，《中国奇谭》中的不少导演
此前均获得过国内外行业大
奖，有着夺目的从业经历。如
《玉兔》导演徐宁，曾参与《魔
弦传说》《金陵十三钗》等知名
影视项目制作；《小卖部》导演
之一的刘旷，曾参与《我不是
潘金莲》《芳华》等人气电影的
制作……这些经历和经验为导
演们开展本次创作打下了良好
基础。

有评论称，《中国奇谭》之
所以能成功出圈，是因为其抓
住了民族文化的经典主题，并
集合了优秀青年导演的创作力
量，准确地把握文化传承和艺
术创新平衡点，与时俱进，体现
了浓厚的文化性、鲜明的时代
性以及亲切的生活性。

在B站《中国奇谭》播放界
面，一些观众通过发弹幕分享
感受：“进入《中国奇谭》的世
界，让人一下子找回了儿时享
受恬静岁月的感觉。”有观众在

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其仿佛从故事主角身上看
到了自己的影子，很有共鸣。
在北京工作已3年的邹先生提
到，看《小妖怪的夏天》时，他笑
着笑着突然就产生了想哭的感
觉。“片里的小妖怪不就是无数
个和我一样，为了理想在外努
力打拼的年轻人吗？”他说。

已经有两个孩子的吴女士
表示，她常利用周末时间和孩
子一起观看《中国奇谭》。“我们
一家人都能从故事中读出不同
的感悟。而且短片精致唯美的
画面以及一些富有中国特色的
剪纸、水墨等艺术表现形式，也
让我们得到了极大的视觉和文
化享受。”

凝视角 汇匠心

在《中国奇谭》中，前三话
《小妖怪的夏天》《鹅鹅鹅》《林
林》因为与观众见面较早尤为
受到关注和议论。很多观众在
看过《小妖怪的夏天》后，通过
社交平台表达了对故事中猪
妖、乌鸦等小妖怪性格形象的
喜爱。

《小妖怪的夏天》导演於水
介绍，动画剧本与人物设定向
来有较高关联度。“我们之所以
设定了比较天真、单纯的小妖
怪形象，是感觉这样会更接地
气。”於水表示，一直以来，他都
倾向于通过小人物来讲述大故
事。“这可能跟我的世界观、人
生观有一定关系。有网友作
二次创作时提到让小猪妖变成
山大王，但我认为，即使小猪妖
成为了大人物或者大英雄，它
也一定是由小人物慢慢成长起
来的。”

於水分享创作经历时还透
露了一些有趣的信息，比如《小

妖怪的夏天》创作团队中有他
的父亲和女儿。片头“小妖怪
的夏天”和片中“倒数第几天”
这些字，都是於水父亲用毛笔
在宣纸上写完后再由动画技术
制作呈现出来的。而女儿则被
於水“哄”来为小猪妖的妹妹配
音。“无论她将来是否从事动画
行业，这都会成为一个美好的
回忆。”於水说。

许多观众看到《林林》时，
都表示有种看电子游戏动画的
感觉，因为这部短片是以3D效
果呈现出来的。《林林》导演杨
木表示，这恰恰是该作品的独
到之处。“总导演在策划《中国
奇谭》的8个项目时，就考虑到
每部作品应该在故事内容、叙
事方式、画面效果、表现形式上
有所区分。我这边的主要任务
就是创作一部全CG（计算机动
画）的短片。”他说。

据杨木介绍，《林林》早在
2020年底就开始制作，在故事
设计与技术创新中，他耗费了
大量心血。很多观众觉得影片
有掉帧、卡顿等现象，但实际上
那都是杨木的有意设计，以求
营造出木偶剧般的视觉效果。

谈到为何这样设计时，杨
木解释称，包括迪士尼在内，欧
美的三维动画电影中，人物讲
话的姿态往往非常夸张，时常
手舞足蹈，但中国人表达情绪、
与人交流的方式通常比较内
敛。“看多了欧美三维动画电影
后，大家可能习惯于那种夸张
的表演模式，而此时我如果完

全按照中国思维来创作一部写
实作品，会显得僵化。所以，类
似于木偶剧般的定格动画效
果，可以更好地表达我们的东
方文化气氛。”杨木说。

续情怀 探长路

《中国奇谭》火爆出圈后，
其创作团队会否在此基础上提
炼出下部作品的“促热基因”？

对此，《中国奇谭》总导演
陈廖宇坦言，他到今天仍然认
为，创作者在策划与创作之初不
应对作品的播出效果有过多奢
望。“不能是为了制造爆款而去
创作，因为作品成为爆款有很多
难以预测的因素在里面。我们
能做的就是把作品踏实打磨成
精品，并争取能为观众带来更多
有趣的收获。”陈廖宇说。

对于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国
产动画作品推出后取得较强公
众影响力这一现象，陈廖宇认
为，我国动画制作行业已进入
自我意识的觉醒阶段。“这个自
我意识是多元的，比如《中国奇
谭》的8话短片并非都是由水
墨制作。这种动画影片发展趋
势符合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观看
习惯，并且很好地体现了我们
这个行业的文化自信。”他说。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
奇谭》的类型、形式、时长等都
与近年来爆火的外国科幻动画
短片集《爱，死亡和机器人》相
近，不少行业人士热衷于将两
部作品进行比较，并认为《中国

奇谭》或许可学习《爱，死亡和
机器人》的商业化创作模式。

对于这一类观点，B站副
总裁、《中国奇谭》总制片人张
圣晏认为，两部动画作品还是
有明显区别。“《中国奇谭》并不
完全与《爱，死亡和机器人》一
样，走的是技术和创意路线。
《中国奇谭》成功最大的原因可
能就是它前面的‘中国’两字。”
张圣晏说，“这种基因从上美影
辉煌时代起就得以延续下来，
它能一瞬间唤醒观众对《天书
奇谭》《九色鹿》等早期经典中
国动画佳作的记忆与情怀。”

此外，张圣晏认为，现在谈
商业化创作模式还为时尚早，
《中国奇谭》并没有完全播完，
类似的系列动画创作模式也会
随着市场变化而呈现更加多样
化的特征。张圣晏还透露，自
己和许多粉丝一样，希望继续
打造《中国奇谭》第二季。“第一
季的火爆，让我们发现该类系
列动画短片的创作能聚拢更多
优秀创作者，从而制作出更高
水平的中国动画作品。”他说，

“如果开始做第二季，肯定不会
过多设定框架，而是经过整体
设计后，根据创作者本身的风
格来策划制作。但从宏观层面
看，我们会把《中国奇谭》系列
作品打造成经典的、承载全体
中国人回忆的长线项目。因为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动画人
的责任和义务。”（图片由B站
提供）

动画短片集《中国奇谭》自2023年元旦上线播映

以来，热度不断并火爆出圈，成为众多网友口口相传

的国产动画“神作”。目前，《中国奇谭》正在哔哩哔哩

平台（以下简称“B站”）独家播出。全集共8话，每周

日更新一话，2月5日已更新到第7话（会员抢先看）。

2023年是中国动画产业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起

点。在此背景下，有开创动画“中国学派”之称的上海

美术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上美影”）与深受年轻人

喜爱的B站联合推出的《中国奇谭》，是否会成为国漫

短剧崛起的标志性作品？其未来是否还将衍生出其

他新作？对此，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中国奇谭》制作

组，对这片动画奇境一探究竟。

《中国奇谭》之《鹅鹅鹅》宣传海报。 《中国奇谭》之《小卖部》宣传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