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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的文化考掘：2017 年“动画与

儿童文学交叉反哺研究”论坛综述

张建亮，张宏波，王玉军

（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

摘 要：动画与儿童文学有很多交叉的地方，动画文化产

业兴盛的背后是多年儿童文学的积淀，动画革命的背后是诸多

儿童文学的革命，欧美、日本等动画产业发达国家，注重儿童文

学故事改编和原创，并成为动画产业发达的关键，同时，动画产

业的发达又反哺儿童文学，越来越多的儿童文学“文化背包”项

目涌现，又促进了儿童文学的兴盛。如何生产出蕴藏中国传统文

化基因的优秀动画，通过考察儿童文学经典著作《西游记》IP、

新媒体时代下动画实验与实用的IP 跨界整合、动画的低幼化溯

源、动画的校企合作IP 生成方式等，提出儿童文学在当下的价

值及其对动画创作者和动画产品的重要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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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动画学派在全球有着很大的影

响力，考察上世纪中国动画学派，会发现：这些动画的母体大

多来自于中国经典名著，比如《西游记》，共有15 部左右的

动画出自于它，上世纪中国动画学派的成功，很大程度来源

于动画的“母体”，即儿童文学的繁荣，因为有中国情怀，所

以取材于民间故事、经典名著、中国神话和童话以及畅销的

小说得以在动画中完美呈现，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6

年以来，中国动画又迈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但是无法掩盖中

国动画的艰难之路，虽然动画作品数量和分钟数都在不断叠

加，但是这些数字意义的背后一直缺少内在的核心。为推进

中国动画理论特别是儿童文学与动画关系研究步伐，牢固树

立动画基础理论研究，搭建国内江浙沪动画理论与动画企业

校企合作交流平台，2017年11月17日，首届动漫文化研究中

心动画论坛在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隆重召开。首

届动画论坛由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动漫文化研

究中心主办，上海同济大学电影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杨

晓林，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副院长薛峰教授、杭州师范大

学美术学院动漫史研究专家李保传教授、苏州大学学报副主

编江波教授、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数字艺术系主任何

敏、苏州市职业大学软件与媒体技术系主任周德富、苏州经

贸职业技术学院艺术传媒系主任王丛明、苏州舞之动画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殷玉麒、苏州小麻袋动画设计有限公司总导

演高庆、苏州智杰影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蓉蓉、苏州伊恩

动漫有限公司美术总监杨晓征、苏州四度空间传媒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维等专家悉数到场。

2017 年首届动画论坛以“动画与儿童文学交叉反哺研

究”为主题，分为“动画与儿童文学交叉反哺”“动画校企合

作融合途径”两个板块，来自江浙沪三地七所高校七家动画

公司老总参加年会，共议动画基础理论和动画校企合作融合

途径等热点问题。

一、《西游记》IP 为动画的创作带来无限的可能性

动画主要涉及三个部分：动画剧本、动画制作技术、动

画产品市场营销与品牌策划。动画剧本是动画制作的灵魂，

动画剧本的故事是一部动画产生效应和影响力的前提，过分

重视动画制作技术教育的弊端有很多，直接表现就是动画

作品缺少创意和灵魂，当前中国高校适龄生大多深受西方和

日本动画的影响，动画的风格抄袭严重，缺乏中国文化认同

和民族心理的皈依。据此，上海同济大学电影研究所所长、

博士生导师杨晓林发表了《<西游记>的童话精神及动画改

编》的演讲，他以中国超级IP 西游记为例，论述了道家、兵

家、儒家对西游记的不同解读，以及能够生成的西游记剧本

和创意。杨教授认为，杨洁导演的《西游记》版本影响了几代

人，孙悟空的艺术虚构形象是知名度最高的，杨洁对西游记

的解读是积极正面的，采用的是儒家解读方式，“励志”儿童

思维视角，讲的是无法无天的猴子在斗战胜佛的逐渐长大融

入成人世界的过程，西天取经的经历，也是一个少年成长的

过程。如果站在道家的角度解读《西游记》，西游记就是一

个创世神话，道家追求的是建立三界秩序，类似于《封神演

义》，整个西游记讲的就是如何建立一种秩序。站在兵家的

角度，解读《西游记》，这部作品完全是充满了阴谋论，里面

充斥了大量的诡道，玉皇大帝、太上老君都是权谋家，孙悟

空也仅是代表了一派势力，整个《西游记》就是一部权谋斗

争史。最后，杨教授分析了《铁扇公主》《大闹天宫》《金猴

降妖》《红孩儿大话火焰山》《悟空大冒险》等《西游记》改

编作品和特点，分析了悟空的“热血动漫”“身世之感”等可

能性生成，指出《西游记》既是神话，充满了创世想象，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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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部童话，是儿童认知世界，对其的无限解读，也会为

动画创作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二、在当前新媒体环境下，动画跨界势在必行

当大多数人拿着中国动画的市场票房对比欧美和日本

动画之时，必然的忽略了动画的教育、审美等功效，动画的媒

介用途不仅仅是文化产品在市场占的比例，更重要的是其教

育、审美等价值，比如动画传播民间故事、神话故事等，宫崎

骏《幽灵公主》正是通过神话寓意表达对环境的忧虑，同时，

动画也通过其实验和实用的创新，激发美学思考，比如，中

国动画学派的剪纸动画、水墨动画等。为此，南京艺术学院

传媒学院副院长薛峰教授在《漫谈动漫IP 语境下实验与实用

的双向思维》中阐述了主流媒体下动画的实验与实用问题，

表达了在新的主流媒体环境中，随着动画行业和动画技术的

整合、审美传递因素的变化，会带来更多的动画实验机会，动

画与设计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动画的可延伸性也越来越强，

动画的跨界和整合、立体化传播势在必行。薛峰也指出，要

想让儿童文学生成更加有意义的动画，必须在动画的实验

与实用思维上做出改变。他回溯了动画与漫画混合的“大卡

通”时代、专业上的二维三维的简单分类时代、动画与艺术

和动画与技术的人才分工时代、个人话语为主体和碎片化的

媒体时代四个动画制作时期的不同，通过分析法国和中国对

新媒体领域的应用不同，在当前契机下，动画应该更多朝着

实验动画，即艺术和技术重新整合方向迈进，动画的跨界整

合势在必行，其实验性也会让动画的生命力更强，同时动画

有一部分要朝角色动画方向转型，即偏重于商业，让艺术和

商业得到一种合流。薛峰教授以一部开幕片为例，他认为，

动画更多关注图像，插画关注叙事，在整个行业整合的基础

上，技术也得到整合，随着审美传递因素的变化，动画也会带

来更新的实验，动画的可延伸性、可切割性更强，另外，他认

为，动画与设计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动画与会展、箱包、包

装等正在形成跨界整合，动画产品可以与培训机构一起创造

更多的IP 形象，这样新媒体时代，动画会得到更加立体化的

传播，基于此，有着儿童情结的动画才能延伸出无限的想象

空间和可能。

三、动画的“低幼化”是一个市场，而不是创作观念

动画的“低幼化”一直是中国动画的一个“痛”，很多学

者开具的药方是“全龄化”。为此，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教授、动漫史研究专家李保传在《动漫创作中的低幼现象思

考》中通过分析中国特色动画，60 年前的“探民族风格之

路”，抛出当前动画面临的瓶颈——动画“低幼问题”，又回

溯历史，通过分析上世纪30-40 年代的漫画创作、建国初期

的动漫、1980 年代早期动画，提出中国动画的低幼问题是一

个市场而不是创作现象。低幼不是现代的先例，第一阶段，

1930-40 年代，漫画的社会功用主要也是讽刺揭露现实，带

有战斗性，比如儿童漫画“三毛”作品系列，另外，为了抵抗

洋卡通入侵，以“牛鼻子”为代表的幽默漫画出现。早期动画

创作作品，比如万氏兄弟创作的多部儿童题材动画作品《航

空救国》《鼠与娃》《民族痛史》都有很强烈的现实意义。第

二阶段，建国初期的动漫，确立美术电影创作方针，美术片要

为儿童服务，美术片也被叫做儿童电影。第三阶段，1980 年

代早期动画，那时候争论的话题是美术片应该姓“儿”还是姓

“美”，美术片复苏后，美术电影隅于美术的风格之中，拍摄

了多部影片，出现了专业的儿童文学编创队伍，出产的作品都

脱离了儿童的欣赏趣味和接受能力，过于强调美术风格，忽

略了动画电影的叙事能力。比如，这时候出现的年连宣，连

环画创作中明确了“低、幼”方向，足见低幼问题在不同时期

都有重视。借此，李保传教授提出，适用低幼市场的创作理

念更需要专业的研究态度。他认为，动画的低幼问题其实是

产品产业链问题，日本的漫画电影与商品捆绑营销，日本动

画创作在市场上的细分与商品捆绑发展有关，而中国的连环

画、动画形成独立阵营，商业策略为零。资本介入市场后，多

元创作变得单一化，连环画、儿童电影、美术电影不同程度

受到冲击。据此，李保传教授得出，低幼是一个市场，而不是

创作观念。低幼创作引发的社会问题很多，动画片的分级制

度也势在必行。低幼作品需求量很大，能把低幼市场做到极

致、市场份额做大、低幼产品做精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动

画企业应深耕市场，而不是跟着口号走，专业的动画企业做

专业的动画作品，是产业生态的发展需要。

四、开发符合儿童成长和心理健康的动画IP 势在必行

中国动画一直被人诟病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是动画片中

的儿童心理，越来越多的动画忽视了儿童的心理健康和文化

潜意识，部分国产动画将民族集体记忆和无意识忘却，更将

道德理性、真诚、爱等一切与文化相伴的原生态统统抛弃。

近几年来，随着新教育力量（芭学园、孙瑞雪爱和自由等）

的崛起，人们逐渐意识到动画片的心理能量和对儿童的价

值引导，但是新教育推荐和推崇的动画片中却很难寻觅到中

国国产动画的影子，发现和发掘儿童心理将是国产动画片崛

起的希望。为此，苏州大学学报副主编江波教授在《积极心

理学视域下的儿童文学与动漫教育》中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

分析了中国儿童文学以及中国动漫发展的现状与不足，重点

论证了动漫对儿童心理的影响。江波教授认为，积极心理学

下挖掘儿童文学的价值意义重大，积极心理学是研究人的

发展潜能与美德等积极品质的一门科学，儿童文学是为儿

童健康快乐成长提供优秀品质资源的文学。以积极心理学的

视野来审视儿童文学，二者不谋而合。因为儿童文学正是以

它所呈现的积极面，构筑着人类积极的心理品质。在这个基

础上，江波教授又认为，国产动画构建上动画分级制度没有

建立，国产动画份额少，取材单一、道德教化等倾向明显，动

画制作上技术和画面粗糙，动画产业链上的相对不完整，这

样的动漫对儿童心理的影响巨大，对儿童在成长过程、价值

观形成、心理健康方面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第一，儿童在

成长过程中受动漫的影响很深，动漫作品中过分推崇异域文

化和外族文化，导致儿童漠视甚至排斥本土文化和本民族

文化，使得民族文化外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由于我国动漫发

展的相对滞后，目前我国儿童所接触到的动漫大多数是日美

的作品，而他们又缺乏必要的鉴赏和批判能力，往往认为能

迎合自己口味兴趣的文化就是优秀的文化，极端地认为国外

的文化好，渐渐地产生一种崇洋媚外的心理，对本国文化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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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甚至排斥。另外，动漫作品会让儿童追求低级庸俗化生活

方式，降低“审美品味”。动漫在倍受广大儿童追捧的同时，

也引起了儿童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改变，他们不仅欣赏动

漫，而且收集动漫视频和图像、参加动漫展、模仿动漫人物、

穿印有各种各样动漫形象的服饰等，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

精力投入动漫之中，严重影响了他们作为正常学生应该具有

的生活方式和态度。此外，动漫作品中常常通过一些所谓的

英雄人物“暴力”地拯救和解放人类的方式，宣扬暴力和霸

权主义，背离主流文化的伦理道德。这些东西有可能导致个

人主义和军国主义倾向。学生受到动漫中这些不良因素的影

响，可能会变得只关注个人利益和个人成就，而忽视集体利益

走向了极端的个人价值取向。第二，动漫会对儿童的道德、审

美、人生、情感价值观四个维度造成各种各样的困惑。第三，

动漫会对儿童的身体健康造成不利，剥夺了儿童的真实生活

经验，此外，动漫文化中的暴力也会导致儿童心理疾病。为

此，开发符合儿童成长和心理健康的动画IP 势在必行。

五、通过校企合作，打造优质动画IP，是提升学生动画制

作水平的最有效途径

动画产业校企合作是高校动画专业水平提升的有效路

径，也是解决我国动画制作水平不高的必然出路。围绕工作

室开展的校企合作动画毕业设计和动画产品品牌IP 打造方

式理应成为动画校企合作研究关注话题的重点。苏州工艺

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何敏主任以学院与舞之动画股份有限公

司的成功合作为例，介绍了其校企合作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成

效，开发校企合作共赢的局面，打造优质的毕业设计动画IP

是解决学生就业与专业提升的最有效途径，企业为学校提供

技术支撑，让学生少走弯路，企业把学生集合在一起，围绕

产教融合，真正实现工作室制下面的动画知识产权IP 共享方

法，有效化解校企之间的体制和机制差异，提升教师师资积

极性，实现市场化保障。苏州舞之动画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殷玉麒指出院校应给予企业各类硬件方面的支持，才能使得

他们有机会能够合作，双方合作持续深入的重要原因是院校

灵活的合作机制能够让企业没有后顾之忧，同时通过学生与

企业双向互选与磨合，获得的成果不仅能培养出具有较高职

业素养的动画人才，也给企业带来了良好的收益，在工作室

中，重点围绕IP 打造，提升IP 的文化品牌，与学校合作也能

解决成本的问题，提升成功的几率。

苏州伊恩动漫有限公司美术总监杨晓征指出，校企融合

途径要符合学校的特点、定位以及学生的特点，艺术氛围的

营造很重要，要尽可能的多带学生外出看展，潜移默化的对

学生形成心理影响，同时还要挖掘适合学校发展的IP。苏州

市职业大学周德富教授举例三个专科院校的工作室模式，指

出要结合自己的校情、学情琢磨出适合自己的模式。苏州小

麻袋动画设计有限公司总导演高庆表达了愿意与学校共同

培养学生的意愿，同时指出校企合作最重要的目的是帮助学

生，需要双方考虑各自的受益，企业能从学校得到场所和有

创意的学生，需要考虑如何提高学生的毕设水平和企业工作

水平，而学校应该更加的开放，要考虑不同企业的需求并能

思考企业能给学生提供什么。

苏州智杰影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蓉蓉以企业工作情

境为例，指出优秀的学生一定是曾经参与项目的学生，校企

合作的前提是挖掘出愿意学的学生，通过产教融合平台培养

一批有创意的学生，让他们投入到真实项目中。苏州经贸职

业技术学院艺术传媒系王丛明主任从评教、学生适应能力、

企业风险角度提出学生参与真实项目的一系列问题，建议从

培养教师的角度去探索校企合作，学生是否可以认同企业即

工作室、教师即导师、学生即员工的这些双重身份也是尤为

重要的。

六、结语

动画产业的发展过程其实也是儿童文学的博弈过程，反

观欧美、日本动画产业，总是拿来他国的儿童文学作为自己

动画创作的“母体”和基石，无论是西游记IP 被日本无数次

改编，还是《宝莲灯》《花木兰》等儿童文学的迪斯尼化过

程，发掘动画的文化资源将会奠定动画产业的地位，我国动

画儿童文学的缺失代表了动画文化主体性的缺失，动画传统

文化传承将变得不可能，国产动画将变得彻底的失忆。当越

来越多的公司意识到动画产业的背后文化资源，特别是儿童

文学IP 的品牌整合、版权、重塑、合作方式、创意可能性生

成被提升到一个战略高度之时，动画的文化传承和动画产业

的真正成功将指日可待。

2017年“动画与儿童文学交叉反哺研究”论坛的成功召

开适逢我国动画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国内儿童文学市场

繁荣，高校动画专业发展过程中校企合作遇到瓶颈之际，围

绕动画与儿童文学的原创IP、实验与实用、低幼问题、儿童心

理等问题，论坛期间，江浙沪动画专家首次进行学术讨论与

争鸣，并与企业一道探讨，切实加强了高校、动画企业之间的

沟通与合作，推动了我国动画理论基础研究与动画校企合作

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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