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最终以9.56亿票房

收官，在放映16天时，它已超过好莱坞的《功夫熊猫2》，成为内

地影史上票房最高的动画片。影片中那个一度迷失又找回自

我、重新戴上紫金冠的孙大圣，仿佛中国动画百年的隐喻。与大

圣一起归来的，是观众对国产动画的兴趣与期待，一批原本不会

消费国产动画电影的观众走进电影院，院线在排片上也开始对

国产动画电影有所倾斜。2019年，另一部里程碑式作品《哪吒之

魔童降世》获得50.13亿元人民币票房，成为现象级影片，名列中

国电影历史总票房第2名。

国产动画的复兴也许真的来了。此时，再回头看那代工的

20年，的确让曾经的“中国学派”被打断，但也为中国动画产业形

成所需要的巨大制作能力奠定了基础，培养了大批动画从业者，

他们接触到了国外先进动画片的生产管理经验和技术。从2004

年开始，中国的动画外包加工业务进入调整转型期，印度和越南

凭借更低的劳动力成本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一部分为日本、美

国进行动画代工的中国公司，走上了原创项目开发的道路。

在这样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动画人得已将动画运用得更加多

元。这些年轻的动画从业者，利用习得的各家之长，正在讲述自

己的故事。从某个角度看，历史仿佛在另一个纬度上重回起点。

中国动画百年
曾无限接近世界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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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间，几代中国动画人就一直追问“我是谁？”他们曾摸索出独属于中

国的艺术风貌，曾与世界一流水平如此之近，甚至可以说跻身其一，而后却又

在时代的骇浪中陷于困惑、模仿与中断，直至今天仍在寻找中国动画独有的哲

学与品格。 据《中国新闻周刊》 记者 李静

100年前，中国动画创始人的万氏兄弟

——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和万涤寰租下

上海闸北路三丰里小弄堂中的一个7平方

米的亭子间，中国动画在一片空白里起步。

1922年，他们制作出中国第一部带有广告性

质的动画短片《舒振东华文打字机》。1926

年，推出了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动画片

《大闹画室》，这是一部真人和动画结合的动

画片，讲述了一位画师的墨水变成一个小黑

人的故事。

后来，万籁鸣在回忆录中说，中国的动

画片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供人玩赏和娱乐的

消遣品，而是和现实紧密配合，走着与欧美

动画电影不同的道路。

受美国迪士尼出品的《白雪公主》启发，

万氏兄弟根据《西游记》创作了《铁扇公主》，

用牛魔王隐喻日本侵略者，鼓舞民众士气。

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声动画长片，是世界电影

史上紧跟美国《白雪公主》《小人国》和《木偶

奇遇记》之后的第四部大型动画艺术片，让

当时中国的动画艺术无限接近世界先进水

平。

战火连天的1941年，这部长达80分钟

的动画长片《铁扇公主》轰动上海滩。在日

本，一个少年因为这部影片就此迷上动画艺

术，他叫手塚治虫，日后以《铁臂阿童木》等

动画片成为“日本动漫之父”。在几十年后

的1981年，他来到上海，终于见到万籁鸣，

握着偶像的手说：“我是看了你的片子以后，

才搞动画的。”

1949年初，万氏兄弟受香港电影公司邀

请赴港从事美术设计。1954年，万籁鸣从香

港回上海探亲，受到时代氛围的感染，走进

即将成立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并写信叫

回弟弟万古蟾，随着各路人才的不断涌入，

上美影终于在1957年正式宣告成立。

1956年春天，“探民族形式之路”被上美影第

一任厂长特伟提了出来，之后几年，动画片《骄傲

的将军》、木偶动画片《神笔》、彩色剪纸片《猪八

戒吃西瓜》、经典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纷

纷上映。

1959年，《大闹天宫》终于建组筹备，他们从

大量民族艺术中汲取养分又琢磨着创新，从中国

青年艺术剧院被上美影聘过来做场景设计的张

正宇曾对背景设计人员说：“你们画画时不要太

老实，就是不要老实地把传统东西搬过来就用，

一定要动脑筋变形再画出来。”1961年，当《大闹

天宫》的上集上映，成功塑造了世人熟悉的孙悟

空经典形象，奠定了美猴王独有的反抗精神与追

求自由的性格，影响了后世许多孙悟空题材的作

品，其中就包括86版《西游记》连续剧。

1978年，这部影片远赴英国参加伦敦国际电

影节，震惊了国际动画界，获得最佳影片奖，后在

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发行。此时，中国动画独有的

民族语言已基本形成。1979年，上美影又推出

了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动画电影《哪吒闹海》，

1983年出品了《天书奇谭》。这两部影片和《大

闹天宫》一起，成为中国动画电影史上最经典的

杰作。

美学上，它们集京剧、国画、陶瓷器、古建筑、

婚俗、古典家具、古典园林于一身，细节把控做到

了极致。在那个刚刚改革开放的年代，创作者体

现出的思想和价值观也令今天的观者赞叹。

那是一个动画大师们充溢幻想气质的年代，

他们在拍摄方法上极尽巧妙之能事，草木竹石皆

可动画。优秀的动画短片一个接一个，无论长

短，只要亮相国际，几乎必斩获大奖，国际动画界

把这些饱含浓郁中国美学气息的动画称为“中国

学派”。

日本艺术家宫崎骏深受“中国学派”影响，

1984年，他带着朝圣之心到上美影交流学习，对

他日后的创作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随着1982年中国引进的第一条彩电生产线竣工投产，彩色

电视逐渐普及，《聪明的一休》《花仙子》《大力水手》等国外系列

动画片开始占领中国电视屏幕。此时，日、美动画已成功完成产

业化，在产业化模式下制作的外国动画以低价买入中国市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和动画片一起大举进入中国的，

还有外国动画加工企业。在深圳、珠海、广州，电子厂和服装厂

的旁边就是动画加工厂，它们承接的业务多为描线、上色、背景

等技术含量较低的环节，大量招聘有美术功底的年轻人，稍加培

训就可以上岗，在本质上，它们与“富士康”无异。

在日复一日的代工中，中国动画像《千与千寻》中那个误入

幻境丢失名字的孩童，渐渐遗忘了自己，只会用别人的语言讲述

别人的故事，从“中国学派”变身为全球最大动漫加工基地。而

中国动画，放眼整个20世纪90年代，能让观众留下记忆的只有

上美影转型后的第一部商业“大片”《宝莲灯》，进入21世纪的前

十年，仅有面向低幼的《喜羊羊与灰太狼》《熊出没》和全盘西化

而惨败的《魔比斯环》。

“中国学派”启蒙“阿童木”的“铁扇公主”
动画“富士康”

找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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