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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中国文化与现代动画的结合——独立完成动画不再是梦 
作者：刘萍   出处：www.shuhuayanjiu.com   时间：2012-02-29 13:25 

文化是决定一国动画风格的重要因素，中国的水墨剪纸等等特色动画就是因为中国文化对人们审美意识的潜在影

响。中国作为一个延续了几千年至今的文明国家，拥有的一切文学和艺术都充满独特魅力。而动画是在传播文化方

面的重要手段，集视听娱乐于一身，对青少年的教育作用尤其突出。  
    一、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艺术  
    世界上再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在几千年中有如此详细文字记载的历史。如果说古文化是整个中华文化的根源，那

么琴棋书画便是这一根源的经脉，贯穿着这一根源的始终。  
    汉字属于象形文字，因此每个汉字都是一幅画，让人充满了想象力。写得一手好字也就成了一种技艺上的追求

和享受，在此意义上的写字艺术就是书法。五千年前至今便是汉字不断演变完善的过程了，而书法也在这个过程中

产生和不断发展，从人们生活交流的必要手段而上升到了艺术的高度。  
    中国画在很多方面都很独特。在构图上用横轴竖轴的“失调”比例;在敷色方面，所用颜料多为天然矿物质或动

物外壳的粉未，耐风吹日晒，经久不变。中国画与书法在工具及运笔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于是早有“书画同源”

之说。但二者也存在着差异，书法运笔变化多端，要胜过绘画，而绘画的用墨丰富多彩，又超过书法。随着时代的

前进，艺术内容和形式也随之更新，并不断地发生变化。但中国画传统和民族的基本特征不能在变化中丢掉并应该

发扬光大。中国画在世界美术领域中自成独特的体系，是我们民族的智慧结晶和宝贵财富。.  
    二、动画的发展与生产过程简化  
    今天的连环漫画的先驱在大约公元两千年前埃及的墙壁装饰上被发现，它描绘了两个摔跤手的一小段连续的复

杂动作。有史以来，人类一直试着以他们的艺术捕获运动的一种感觉。“视觉暂留”现象是动画存在的基础，每个

图像会在大脑里残留大约0. 1-0. 4秒，它能够让一系列图像在我们眼前挨个飞过时，大脑会以为它们是连续的动态

的。  
    一九七0年代初期，美国动画界面临人才青黄不接的危机，他们开始亡羊补牢，在各地的制片厂开始设人才培训

班，并在大专学校开设动画课程，让年轻人有机会创作动画影片。人类科技从蒸汽时代起，就走上了宽阔而无阻的

高速公路，且进步速度呈递增状态。以前需几百年才更新的技术，现在也许不要两年。从计算机的出现到网络的普

及，更是颠覆了人们几千乃至几万年的生活。而动画也因此产生了巨大的改变:  
    1.赛璐璐被取代  
    以前的动画所用来绘制要动的物件的透明胶片，即赛璐璐片。其实物的特性，不仅使得动画成本大幅度增高，

而且也限制了图层的数量。赛璐璐在叠加了一定张数后，下面胶片上的图形就会模糊。有研究表明，在此物上涂色

的时候所散出的一种气体物质对人体健康还有影响。  
    而电脑则没有以上顾虑，电脑的图层即使成千上万张叠加在一起，最下面的也依旧清晰。电脑上画错可以返回

上一步甚至上几百步重画，而赛璐璐画错就得换一张重画，在时间上和经济上都是损失。  
    2.后期被简化  
    传统动画是在画完背景和赛璐璐上的动画时，将两方面叠加用相机拍摄，拍摄完后再把一张张照片冲成胶片。

每分钟的动画都需要不停的换赛璐璐片几十到几百张，硬件和人力的消耗是惊人的。而电脑则有很多强大的后期软

件任君选择，独自完成动画不再是梦想。  
    3传播方式的改变  
    传统动画只能在电影院和电视上播放，如今却有了新的选择—网络。  



    网络是最快及最自由方便的传播方式。只考虑分享成果的话，，动画做出来，无需任何人审批及找电视台请求

播放，直接上传到网络即可。优秀的作品会被转载到许多地方供全球人类欣赏，名利也许就随风而来。  
    4.成本大幅度降低  
    一个决心做出动画的人，一台能上网的电脑，再有一定的时间，毅力及耐心，就可以完成一个动画并且发布出

去，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传统动画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现在独自做动画的人们来说大约是天文数字

了。成本的降低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有能力投资和制作动画，动画产品数量和风格种类不断爆发式增长，人才的丰富

也造成动画的创意和画面水平突飞猛进。 转贴 
 三、中国元素与动画的结合状况  
    中国动画片的鼻祖万氏兄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于1926年摄制了中国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揭开了

中国动画史的一页。在创作初期的中国动画片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同时最早一批的动画人也显示了他们百折不挠

的精神，具有强烈的民族使命感。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出现中国动画的第二次高潮。中国的艺术形式有很多，

光是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特色艺术就有:剪纸，国画，泥偶，皮影戏等等。  
    中国动画艺术曾是国际公认的三大动画艺术流派之一，并非浪得虚名，“大”是指特点风格鲜明，并且规模

大，产量多，影响大。这个使得中国动画成为三“大”流派的“风格鲜明”，就是指的富有浓郁的中国文化氛围的

中国派动画了。特别是其中的水墨动画，更是轰动了世界，优美的中国音乐，极富有意境的国画画面，在视听给人

以无上的享受。但制作一部震惊世界的水墨动画的成本和时间，却可以制作10部普通类动画，为了经济利益考

虑，制作水墨动画是不划算的，但当时中国的艺术家更加追求的是艺术却不是商业价值。  
    中国文化使得中国动画辉煌一时，比起优秀的艺术家前辈，现在的动画实在让人失望。多年过去，国产动画还

是以低幼教育为目的，但现在多渠道接受信息的孩子大多也不屑于去看国产动画而选择了日本的。日本动画的形象

不断更新，故事广泛又新颖，情节紧凑，配乐感人，配音人员也很敬业，.虽然很多日本电视动画为了成本和赶档

期做的有些粗糙，但这完全不影响孩子和大人喜爱它们，这基于优秀的角色形象和精彩的剧情。反观中国动画，国

家大力投入，但却精品寥寥，出来的动画粗制滥造不说，故事也几乎是低幼题材和翻拍人尽皆知的故事，配音更是

千遍一律没有感情。精品少，不追求品质只追求数量，集数越拍越多，动辄几十几百几千集，这完全是急功近利的

表现。  
    中国渊源的文化，使得中国动画人有了一笔丰富的文化素材。但中国特色并不是一味守旧，中国动画在发扬中

国风格的时候也要与时俱进。中国瀚海似的文学作品和神话传说，国内外都在用，但这两者有些不同:日本拿过

去，结合了现代或者玄幻元素，做成了新的剧情;美国拿过去，内容改动不大，但却是精品打造，画面流畅音乐宏

大质量上乘;而中国来用，则是原封不动的剧情和粗糙的画面惨不忍睹的配音，附带超长的集数。  
    四、你也可以独立制作一个动画  
    正如小标题所说，你也可以独立制作一个动画。我尝试的是白居易的《琵琶行》。一次意外，在网上辗转下载

到一首非常优美，作者佚名的曲子《琵琶吟》。这首曲子非常中国，犹如梦幻。此曲是让我萌生自己做个纯粹中国

风动画的主要动机，但最后我决定做《琵琶行》时，为了配合内容，选择的却是同名曲子《琵琶行》。白居易的这

首作品人尽皆知，又有同名曲子相配，实在合适。  
    决定做《琵琶行》后，就开始考虑怎样多且完美的融合更多的中国元素。首先我想到了卷轴，在发明纸之前，

用丝帛和竹简书写后卷起来;发明纸后书法和丹青作品还是卷成卷轴。充满墨香的古典卷轴应该很适合整个动画的

基调和框架。于是就有了开场慢慢出现并且展开的一个发黄的华丽卷轴，里面渐出白居易的《琵琶行》。诗词过

后，画面开始，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和衣服道具不能画错朝代。画面风格尽量向淡水墨风格靠，但却是彩色。内容

上琵琶女的身世述说比较困难，短短数句道尽坎坷一生。曲子飘昂激荡的部分，画面转换要快。至于琵琶女和白居

易的互动，则要把动作放细腻画面放柔放慢。白居易是个关心下层且同情人民疾苦的诗人，他用浅近流转的诗句刻

画出了一个惹人怜惜的风尘女子形象。他们的表情和肢体语言的表达很重要。  
    画面和音乐的配合同样重要，音乐起则画面起，音乐落则画面落，这是指感觉上的起落，就如指挥家的两条手

臂，指挥着音乐的节奏起伏。动画里的音乐同样指挥着画面的起伏，修改动画要比修改音频文件简单些，这就是为

什么大多数动画公司都是先出声文件(包括音乐，对白，声效等等，相当于遮盖住画面只听声音的动画或电影)再配

画面，让画面和音乐结合的越紧密越好。最后，画面演示完也就是故事结束，卷轴关闭并消失。这就是中国茫茫文

化遗产森林中的一片小小的叶子，留给观者的是思考，对诗的，或对中国文化的未来的。    整个动画制作过程要

根据精致程度所用的时间也不同，前期为避免发生穿越事件而收集各种资料是必要的。然后就是选择自己喜欢的软

件来制作了，我是用WACOM绘图板直接在flash8中绘制并制作，中间偶尔用了下PS和音频修改软件。  
    结束语  
    将中国文化艺术和动画相结合，不仅赋予了中国古典文化新的生命和一个扩展方向，还丰富了世界动画领域，

让观众的视野更加开阔。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她应该得到的是发扬而不是被遗忘，这需要所有海内外华人的共同参

与，宣传和发扬中国思想以及艺术形式。现在的科技使得一个人也可以完成，希望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转贴于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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