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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在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的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一场备受瞩目的“中国动画的学脉与精神研究展”隆重开幕。作为2024 年度国家艺

术基金资助项目，同时也是国内首个专注于中国动画“学脉传承与精神内核”的学术性大展，此次盛会汇集了超过630件珍贵展品，包括手稿、赛璐珞

片、文献及影像等。展览分为“发轫·新生”“探索·建构”“重构·再生”三大板块，首次对中国动画百年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且系统的梳理，深入探

讨了从万氏兄弟到当代青年动画人之间的精神传承，引起学术界和业界广泛关注。策展人张一品博士在专访中表示：“我们试图通过更全面的视

角，对中国动画史进行系统性的书写。”

探中国动画百年学脉 看气韵生动的东方美学

解码中国动画的“觉醒方程式”

长期以来，中国动画史被“断代史”

的框架所束缚，各个发展阶段仿佛孤立

存在，难以展现其内在的精神延续性。

“事实上，从百年动画文献中我们能清

晰看到，民族精神的传承从未中断，这

是贯穿中国动画发展始终的线索。”张

一品说。

在“发轫·新生”板块，展览将 20 世

纪二十年代杨左匋在上海英美烟草公

司的动画创作活动纳入视野，证明了中

国早期动画的发展，深深扎根于20世纪

初中国商业美术这片充满创新活力的

土壤之中。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动画

自主探索的开端，开启了本土动画发展

的新纪元。

“重构·再生”板块呈现了中国动画

转型期的丰富面貌。包括被视为中国

动画“失语期”的加工片时代，在本次展

览中也被重新审视。“这一时期虽面临

诸多困境，也鲜有原创空间，但它并非

毫无价值，我们应该正视起来。”张一品

提到，这一阶段是以另一种方式接轨全

球动画产业，也为后续动画产业的发展

储备制作型人才和技术经验。

这一板块也呈现了新世纪以来中

国动画的多元生态，在网络动画这一脉

络线中，可以看到饺子导演等新生代动

画人的早期作品。可见，网络动画的兴

起打破了专业门槛的限制，让许多非专

业人士能够参与到动画创作中，在产业

寒冬中，他们的创作热情如燎原之火，

成为原创力量崛起的重要推动力。通

过展示这一时期的丰富史料，展览重现

了那段被忽略的历史，填补了中国动画

史研究的关键空白。它不仅让观众领

略到中国动画发展历程的复杂性和多

样性，也让人们意识到，每个阶段在动

画学脉的传承中，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

文献考古，挖掘动画民族化“密码”

在展览现场，观众可以看到许多珍

贵展品，它们如同历史的见证者，静静

诉说着中国动画的发展历程。《大闹天

宫》的铅笔校正稿格外引人注目，万籁

鸣用红笔所做的批注“云层运动节奏需

配合锣鼓点”虽看似简单，却深刻揭示

了中国动画民族化方法论的核心。这

种将中国传统戏曲中的程式化动作巧

妙融入动画语言的技巧，赋予了《大闹

天宫》独特的民族风格，成功打造了一

个与迪士尼工业美学迥异的“中国动画

学派”，成为中国动画史上的经典之

作。通过这一细节的展示，观众得以窥

见老一辈动画艺术家们在创作过程中

的思考与探索，以及他们对民族文化的

深刻理解与运用。

展览的一大亮点在于首次将水墨

动画的国画原作与成片并置展出。以

吴山明和卓鹤君为《山水情》所创作的

水墨手稿为例，其中所蕴含的文人画

写意精神被完美地融入动画叙事中。

在动画的制作过程中，创作者们巧妙

地运用了水墨的晕染效果和线条的勾

勒技巧，将传统国画的意境与动画的

动态表现手法相结合，从而创造出一

种独特的艺术风格。这种创新的表现

手法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更

为后来的“传统艺术当代转化”提供了

经典案例。它让观众能够直观地感受

到传统艺术在动画领域焕发的新活

力，同时也为当代动画创作者在如何

传承和创新传统文化方面提供了重要

的启示。

精神接力，指引中国动画前行

展厅的墙壁上，一条条从百年动画

文献中提炼出的“精神路标”格外醒目，

它们串联起中国动画隐性的学脉地图。

1953年，钱家骏在《动画讲义》中写

下“动画不是会动的画，而是画出来的

运动哲学”，这句话深刻阐述了动画的

本质，强调了动画中运动元素的重要

性，引导着动画创作者从哲学层面去思

考动画的创作。1980 年，特伟疾呼“守

住水墨气韵，就是守住中国动画的魂”，

在当时全球化交流日益频繁的背景下，

他明确指出中国动画应坚守自身独特

的民族风格，保持对传统文化的自信。

这些跨越时空的箴言，不仅是老一

辈动画人创作经验的总结，更是他们对

中国动画未来发展的殷切期望，构成了

中国动画人的精神谱系，激励着一代又

一代动画人不断探索前行。

以“工匠”之心，为中国动画发展强基赋能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统动

画手工艺制作已逐渐淡出大众的视线。

为让观众更好地了解传统动画制

作的魅力，展览特别复原了《阿凡提》

布偶，展示了拍摄的分镜台本。传统

动画制作过程中，动画师们通过手工

绘制每一帧画面、精心制作每一个角

色模型，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种

对细节的极致追求和对艺术的执着精

神，赋予了动画作品独特的生命力和艺

术价值。

在数字技术的浪潮中，动画创作者

需要在技术创新与人文关怀之间找到

平衡，既要善于运用新技术为动画创作

带来更多可能性，也要传承和发扬传统

动画的“工匠性”，用心去创作能够触动

观众心灵的作品。只有这样，中国动画

才能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保持旺盛的

生命力。

此次“中国动画的学脉与精神研究展”通过丰富的展品、深入的学

术研究和精心的策展，呈现了一部鲜活的中国动画百年史，让人们目睹

了中国动画的深厚底蕴和独特精神。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展览不

仅是对过去的回顾，更是对未来的展望，为中国动画的发展指明了方

向，激励着更多的人投身于中国动画的传承与创新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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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轫、重构，绘制动画“学脉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