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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动漫产业那些事儿中国动漫产业那些事儿
去年热映的动画电影《长安三万

里》，以盛唐诗人高适的视角讲述了

“诗仙”李白的一生，一上映便为西安

旅游业平添一把火。放在 20 年前，你

很难想象一部国产文艺作品竟拥有

如此巨大的魅力，能激活一座城市的

文 化 价 值 ，释 放 出 强 大 的 文 旅 产 业

势能。

历经辉煌

故事从半个世纪以前说起。

1956 年，我国漫画家特伟提出“探

民族形式之路，敲喜剧风格之门”的动

画艺术创作口号。此后，一系列独具

传统文化特色的动画艺术作品横空出

世，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由此成为新

中国动画艺术的摇篮。

凝聚中国传统剪纸特色的系列动

画《葫芦兄弟》、体现中国写意花鸟古

典绘画审美风格的水墨动画片《小蝌

蚪找妈妈》、基于我国民间艺术皮影戏

形态创作的《猪八戒吃西瓜》等，不仅

在艺术表达上融汇了中国传统文化元

素，更引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可谓

“叫好又叫座”。

像笔者一样的“80 后”都对上海美

术电影制片厂当年出品的一系列美术

作品印象深刻，其中的中国历史典故、

独具历史意涵的成语、中国传统审美

意蕴的美术风格等，可以说是我们这

代人最早的视觉文化启蒙。

1988 年，权威电影理论期刊《当代

电影》发表了一篇题为《动画电影中的

“中国学派”》的文章，将具有中国民族

特色的动画电影总结为“中国动画学

派”。在动画界独树一帜、享誉中外的

“中国动画学派”，指的正是我们这代

人儿时喜闻乐见的优秀动画文艺作

品，其对于外国动漫形象设计有非常

重要的启蒙意义，例如日本动漫大师

手冢治虫和宫崎骏，都曾在不同程度

上受其影响。

从上世纪 90 年代到本世纪初，中

国动漫一直试图在艺术性与经济效

益 、本 土 风 格 与 世 界 潮 流 之 间 寻 求

平衡。

“唯艺术”但无市场，“唯市场”又

缺少文化底蕴和艺术美感，盲目借鉴

欧美与日本动漫却脱离中国传统文化

根基⋯⋯身处调整与转型期的中国动

漫工作者一次次尝试，一次次失败，又

一次次重新再来。

国风再起

如果说我是看着“中国动画学派”

长大的一代，那我的学生则是看着国

风动漫成长的“Z 世代”。

2015 年，改编自家喻户晓的四大

名著之一《西游记》的动画电影《西游

记之大圣归来》，以超 9.5 亿元票房掀

起了国风动漫的创作热潮。口碑与票

房的双丰收，标志着在前人基础上进

行创新性发展的国风动漫正式问世。

《“十二五”时期国家动漫产业发

展规划》《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

展改革规划》《“十四五”文化发展规

划》等一系列利好我国动漫产业文件

的出台，唤醒了中国动漫行业的生机

与活力。

如此热烈的市场反响，主创团队

一开始并不敢想象。

影片执行制片人金大勇坦言，创

作之初，既没有料到影片会成为爆款，

也没想到会深受“二次元”观众的欢

迎，而主角孙悟空之所以会设计成马

脸、中年大叔的创新形象，则是因为主

创团队平均年龄超过了 40 岁。

所以，与其说他们在讲述一名失

去法力的齐天大圣找回昔日荣耀的故

事，不如说这是昔日曾有过辉煌而今

却难找准定位的中国动漫人自身的心

路历程——凝聚几代人心血，展现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勇气、友情和奋

斗的深刻内涵，才有了现代情感与古

老神话的完美融合，才有了国风动漫

的盛夏光年。

此后，《大鱼海棠》《大护法》等一

系列有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动

漫艺术作品不断推陈出新，追光动画、

彩条屋影业等中国动画制作公司崛

起，中国动漫呈现“满眼生机转化钧，

天工人巧日争新”的繁荣景象。

2019 年，另一部以中国传统神话

小说《封神演义》为题材的国风动画电

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以 50.35 亿元的

票房打破了国内外诸多动画电影票房

纪 录 ，掀 起 又 一 个 国 风 动 漫 的 创 作

高潮。

动画电影经济效益喜人，背后的

艺术创作历程却无比艰辛。

主创团队讲述了创作中的一件趣

事。当初负责制作申公豹角色的特效

师，因为一个变身镜头制作了两个月

没有通过愤而跳槽，结果刚入职新公

司，却被告知还是接手同一个特效制

作业务。“听说你对这个镜头很有研

究，就交给你吧！”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国风动漫

取得的瞩目成就，激励很多怀揣动漫

梦的年轻人踏上这条路。与上世纪 80

年代相比，创作环境和市场环境好了

很多，但制作一部品质精良、具有深刻

文化内涵、受市场欢迎的精品佳作，仍

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与耐心，技术、艺

术与人文价值，三者缺一不可。

中国动画人的不懈追求，终于迎

来了动漫产业艺术与市场双丰收的繁

荣局面。

潜能无限

目前，我国动漫产业总产值已接

近 3000 亿元，市场前景十分可观。如

今的中国动漫，以文化为基础、以艺术

为形式，正发挥出巨大的乘数效应。

在各行各业深度融合、多元发展

的今天，中国动漫不再是一个辉煌却

单一的艺术作品，而是在文旅产业中

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甚至成为拉

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这也是

爆款动画《长安三万里》迅速催热西安

旅游市场的原因。

事实上，在动漫产业激活文旅灵

感的背后，“文化赋能”是核心与根本

生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动

“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智造”的

重要力量，而动漫艺术创作

领域的国风审美潮流，正

是依托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例如，依托网络平

台播出的《中国奇谭》

系列动画剧集，以精

湛 的 艺 术 表 达 和 深

刻 的 故 事 内 涵 将 古

老传说与现代观念巧

妙融合，为观众呈现出一幅深邃而富

有智慧的中国文化画卷。该动画一经

播出便大获好评，也为播放平台带来

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中国奇谭》还联

合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有限公司等出

版了同名绘本、贴纸、明信片、剪纸人

偶等周边产品，以多元出版物的形式

延长了中式审美动漫艺术作品的寿

命。中国动漫产业链，正在释放出巨

大的经济潜能。

在 2023 年举办的第十六届中国国

际漫画节上，素有“中国动漫风向标”之

称的金龙奖绝大多数颁给了国风动漫

艺术作品。《长安三万里》获得包括“最

佳动画长片奖”在内的四项大奖，《中国

奇谭》获得“最佳系列动画奖”⋯⋯几乎

所有“中国制造”的动漫艺术作品都有

着鲜明的“中国智造”表达。

此次动漫节上，还召开了以“中国

动漫的两创力量——在国风国潮中呼

唤动漫强国”为主题的中国漫画家大

会，就如何打造更多具有中国风范、世

界风尚的精品力作展开深入研讨。

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时期“中

国动画学派”的出现，到国风动漫产业

的崛起，再到形成日渐完善的动漫经

济产业链条，中国动漫产业守正创新，

激荡出中华传统文化的深邃韵味，激

活了城市文旅产业的内在活力，绘就

了一幅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共繁荣同

发展的绚丽画卷。（作者系北京师范大
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提到音乐会、演唱会、实景演出、

戏剧等传统演艺形式，很多朋友想到

的是在剧院剧场、景点或者体育场馆

里举办的那些“偶尔看一次”的演出。

如果能以一种更惬意的方式呈现

在家门口，是否能让更多观众更高频

地走进演艺空间？答案是肯定的。

当下，演艺新业态蓬勃发展，通过

结合商场、影院、文化园区甚至小区楼

下的创意小店等形成了新的演艺空

间，改变观众对演艺“距离遥远”的印

象。离家近、小而美、更随性，互动满

满的沉浸式演艺新空间来了。

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各地

“家门口”都好戏不断。2023 年下半年

起，全国各地逐渐开始打造各种创新

演艺空间，旨在提升演艺服务发展能

级、强化城市文化服务职能。北京演

艺服务平台去年发布的首批 15 家演艺

空间培育入围项目里，涵盖了传统剧

场、园区街区、文化遗址以及商业综合

体等多种空间类型，凸显了演艺与生

活的密切关联。

打开大麦等票务网站，搜索“沉浸

式”“小剧场”等关键词，就可以找到附

近好看的演出。传统演艺空间离家

远，您嫌出门麻烦，那家门口的演艺新

空间，总有一处适合您。

摆 脱 了“ 只 在 剧 场 上 演 ”的 空 间

限制，演艺新空间缩短了演出与观众

之间的物理距离，也通过较为“随性”

的 观 赏 方 式 拉 近 了 与 观 众 的 距 离 。

下次再看演艺活动，与友人相约家门

口 ，说 出 门 就 出 门 的 消 费 决 策 成 为

可能。

相较于传统演艺形式，新空间中

的沉浸式演艺项目更随性松弛。一方

面，好的传统演出通常在那些较大或

者较远的专业演出场所举办，观众需

要花些时间赶往演出现场，而演艺新

空间往往就在生活区，比如爱乐汇、西

区剧场就分别在商区与社区里；另一

方面，在传统演艺空间中，观众要注意

演出的相关规范，而在新空间中，观众

可以像在电影院一样吃着爆米花甚至

可以亲自参与到演出之中成为演出的

一分子，像是自己演了一出好戏。

比起专业剧场，演艺新空间更小、

离观众更近，生活气息满满。将艺术

欣赏、社交与日常消费情景相结合，场

地空间属性被充分发挥，观众能在新

空间中“边玩边体验”；打破了对演艺

的刻板印象，满足了日常生活中的文

化欣赏与社交需求，人们观演有了更

轻松的方式。

作为一种新业态，演艺新空间是

对传统演艺的创新补充。

家门口的演艺空间与演艺形式提

供了新的文化消费体验方式。小型音

乐会、即兴戏剧、亲子儿童教育演出或

者放松身心的疗愈演艺活动会在这些

新空间上演，不仅亲民，而且有趣。

离家近了，自然就去得多了；去得

多，胆儿就大了。久而久之，咱就成了

“票友”，自然能哼唱几句旋律、演几段

对白。到了那些互动多的演出里，咱

把那些了然于心的片段也跟艺术家来

次“竞演竞唱”，其乐融融！

听 多 了 、看 多 了 ，不 仅 身 心 愉 悦

了，艺术素养也提升了。以后朋友问

附近有啥好玩儿的，“请您去听柴可夫

斯基的《四季》，就我家楼下”！

家门口有了演艺新空间
昌 青

□ 陈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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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江苏常州官宣 2023 年地区生产总值破万亿

元，成为江苏省内继苏州、南京、无锡、南通之后的第 5

个万亿元城市。江苏也由此成为万亿元城市最多的省

份，焊牢了“苏大强”的铁王座。

不仅如此，江苏的万亿元城市还有望继续扩容。

目前 8000 亿元量级的徐州，7000 亿元量级的扬州、盐

城都在摩拳擦掌，虎视眈眈。看客不禁好奇，明明是

“苏大强”，为啥要说成“散装江苏”？

很多网友调侃江苏的“散”，身为江苏人，笔者也时

常自嘲。不仅江苏下辖的 13 个设区市被称作“十三太

保”，下面更有县一级的“七十二路诸侯”，谁也不服谁，

个个独当一面。

你要问一个江苏人老家是哪，得到的回答可能是

“昆山的”，也可能是“张家港的”，这两个地方的人都不

会“冒充”苏州人。不了解江苏行政区划的人，听了绝

对会一脸蒙。其实，昆山和张家港都是苏州下面的

县级市，在外省人看来，就好像昌平、通州是北京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过，也不能怪江苏人骄傲。举个例子，“扬州

八怪”之一郑板桥的老家兴化，历史上隶属关系就反

复摇摆，一会归扬州管，一会归泰州管，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扬泰“分家”后，划给了泰州。你说今天的兴

化人，该怎么解释郑板桥是“扬州八怪”呢？

所谓的“散装江苏”，背后有历史文化渊源。单

从方言来说，河南人怎么都“中”，山东人也能一起

“拉呱”。可你能想象吗？两个江苏人之间，可能完

全听不懂对方在讲啥。

苏州人的吴侬软语软糯婉转，让人联想起金庸

笔下《天龙八部》中柔情似水的阿朱；扬州人的江淮

官话则融合了南腔北调，抑扬顿挫，有几分《鹿鼎

记》中韦小宝的古灵精怪。这俩人怎么看都聊不到

一块去，咋认老乡？更别说一个县下面十里八乡不

同音了。

说起饮食，南京人早上端起碗鸭血粉丝汤，心里默念：没有一只鸭子能活

着飞出南京；扬州人一大早天不亮，就去富春、冶春、共和春“三春”排队吃早

茶了，开启“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的悠闲生活模式；徐州人一看，嘴里嘟

囔着吃不惯，转身就去找隔壁省的老乡喝糁汤了。

就连一碗普普通通的面条，也各有各的花样。镇江“三大怪”之一的锅

盖面是一绝，再搭块肴肉，真是美味。盐城的东台鱼汤面，以鱼汤打底，鲜得

掉眉毛。苏州的苏式面最讲究浇头，靠着著名的阳澄湖，蟹黄面的滋味可是

老饕们的心头好。

自古以来，江苏就是鱼米之乡，繁华富庶，人杰地灵。一马平川的大平

原，加上河湖水系遍布，发展农业的条件极好，属于“老天爷追着喂饭吃”。

留在故乡安逸，江苏人不免恋家，很少像“八山一水一分田”的邻省浙江人那

样，抱团出去闯荡。

从地理上看，江苏从南到北地域狭长，纵贯长江与淮河流域，发展队形

拉开了梯度。苏锡常这哥仨由近到远，承接了“包邮区”老大——上海的外

溢效应，先后迈入万亿元城市。不过，作为“地表最强地级市”，苏州竟然没

有自己的机场，实在没面子。好在前不久苏州和上海通了地铁，走向同城

化，以后更是一家亲了。

说到机场，南京的禄口机场几乎紧挨着邻省，让南京坐实了“徽京”的

名号。这些年，南京确实也和安徽“芜（湖）马（鞍山）滁（州）”的小伙伴们走

得越来越近。至于徐州，离上海、南京都不近，放眼方圆几百里找不到对

手，拉着宿迁、连云港，在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自成一派。

调侃归调侃，江苏再“散”，可吵吵闹闹总归是一家人。虽然江苏“十三

太保”哪个单拎出来都不弱，但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要继续努力向上。这

些年，省里频频将苏南的干部调往苏北，意在缩小省内的差距；苏北也在

努力破除“居中”思维，一起奔向强富美高新江苏。到那时，谁又会

说一个共富的江苏“散”呢？

老家是江苏

杜

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