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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与哔哩哔哩联合上线一部短片动画集《中国奇谭》，计划用七
周时间更新八个画风各异但又都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小故事。截至昨天，这部短
片集更新了前三集《小妖怪的夏天》《鹅鹅鹅》《林林》。图为动画海报。制图：
冯晓瑜

■本报记者 王彦

“中国动画已走过的百年里，有很长一段历史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重合。我们不
是刻意为之，但确实秉承了上海美影厂老前辈们曾在短片创作上的精神和方法。很
荣幸，最终的呈现效果是做了一桩向中国动画百年、向上美影前辈致敬的事。”《
中国奇谭》总导演陈廖宇如是说。

2023年元旦，中国动画开启新百年的第一天，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与哔哩哔哩联合
上线一部短片动画集《中国奇谭》，计划用七周时间更新八个画风各异但又都根植
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小故事。结果，开片即爆，逢更新必刷屏，它被列入越来越多Z
世代乃至80后、70后网民的“追番清单”。截至昨天，这部短片集更新了前三集《
小妖怪的夏天》《鹅鹅鹅》《林林》，每集不过20来分钟，但B站播放量近7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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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超十万人给出9.5的高分。对许多Z世代来说，每周日第一时间追更还不足以
表达他们的关注。在B站，从追番区到影视区，UP主们纷纷加入解读、解构《中国
奇谭》的大军；在微博，拥趸们为它开辟超话，自发绘角色图、制表情包、剪窗花
、化仿妆；而上美影旗舰店显示，正版周边已售罄下架，出品方正在紧急加单……

线上作品火成现象级，线下市场激活中国动画的想象力消费，上海出品的原创精品
《中国奇谭》无愧2023年中国动画的第一部爆款。现在，这部短片动画集未完待续
，但关于它的出圈秘辛，答案或许可以提前解析一部分。在分别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时，总导演陈廖宇，分集导演於水、胡睿、杨木不约而同提到了“基因”。这里的
基因既是具象的内涵：中国动画过去积攒的审美资源、风格资源以及中国特有的文
化思想，始终是座值得深挖的富矿，用胡睿的话说，“我们手里有那么好的牌，中
国文化中国风自己就是王炸”。基因也指向创作方法论：陈廖宇说，上美影长久以
来恪守的创作信条“不模仿别人，不重复自己”包含了传承与创新的辩证发展观，
“不要让中国基因、中国特效成为创作的负担，而是要让传统文化、让国风‘为我
所用’”。

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中国奇谭》的后续口碑尚需拭目以待，但这并不妨碍
我们从已然揭晓的前三集里收获启示：让国风“为我所用”，才能找寻到开启中国
动画新百年的真“王炸”。

为中式想象力赋予新世代语境

时间拨回两年多前。彼时，上美影在寻找一种特别的方式，希望以此纪念将在2022
年迎来百年诞辰的中国动画。与此同时，长期工作在高校动画教学一线的陈廖宇酝
酿着动画短片系列的想法。沟通后，双方一拍即合，决定以短片集的形式发扬上美
影的创新精神和文化积淀。而这次合作的渊源也许可以追溯到更早。上海美术电影
制片厂厂长速达和陈廖宇曾是同班同学，二人的老师正是经典作品《天书奇谭》的
联合导演之一钱运达老先生。

今天的年轻人爱用网络世代的最高级修辞赞美上美影是“yyds”，殊不知，在陈廖
宇这代动画人心里，上美影几乎约等于中国动画的代名词，更代表着具有“中国动
画学派”的艺术创作。而这，成了主创团队策划《中国奇谭》的大方向。“中国动
画学派究竟是什么，可能见仁见智。就我个人观点，在画风上，中国动画学派可以
高度浓缩成‘意境’二字；内容上，中国学派、中国特性却是个包容性很强的概念
。”陈廖宇说，探讨后，团队将短片主题确定为“奇谭”，“志怪是中国家喻户晓
的文化形象，也是承载着中国人想象力的独有产物。古人的想象力催生出许多今天
我们所熟悉的‘妖’，今天的我们也可以创作新的‘妖’，将个人对心中未知、莫
测欲望、人性的另一面外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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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项目的导演不断汇聚，各人想要呈现的奇谭面貌随之丰富起来。

八个短片里，最先敲定的导演是胡睿，即《鹅鹅鹅》的作者。很重要的一个理由，
是他对志怪文化、传统文化有着独到且深入的理解。用本人话说，2000年赴德国学
习电影时“最大的消遣就是千里迢迢带去的一套《太平广记》（《续齐谐记》），
常读常新，每每被中国古人在戏剧上的现代意识给震惊”。其中《阳羡书生》里的
一幕读来更是“后劲”不小。胡睿说，阅读文字时，他便在脑海里勾勒故事中人，
“口吐万象、幻中生幻，虽只一方舞台，但人心的变化制造出形形色色来来往往的
人，越读越觉无论从文学还是绘画，祖先都已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中国故事当代表
达、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基础”。果然，《鹅鹅鹅》上线后，“少即是多”的戏剧
表达给了网友“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解构空间。欲望的沦陷、求而
不得的怅惘，多少戳中了吾心安处的人们。

率先和观众见面的《小妖怪的夏天》则是和上世纪“美术片”亲缘最近的故事。无
论是提取自《西游记》的世界观背景，还是极具辨识度的唐僧师徒的轮廓，都足以
让熟悉中国动画发展史的观众心头一热。但导演於水并不打算讲齐天大圣的故事，
转而将主角定位在不名一文的小猪妖身上，“大历史里的小角色、大时代中的小人
物，这是我钟爱的主角”。于是，片里的小猪妖虽是“妖”的设定，内核却与今天
的平凡打工人相通。为KPI奔忙，被职场磨平，对家人报喜不报忧，无不直达异乡
打工人的百般滋味在心头。

第三集《林林》讲述狼女林林自我觉醒的历程。生活在林海雪原，林林因孤独而涉
足人类世界。为了被人类孩子认同，林林不断背离自己作为狼的身份，最终母亲受
到拖累，林林在苦难中迎来“成人礼”。以狼喻人的故事称不上曲折离奇，但此中
有深意。初看时，观众大多能接收到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的倡导。走进深处，则是
一个“寻找认同”的当代寓言。导演杨木说：“就像青少年时期会不自觉地模仿那
些很酷的同学，模仿他们的举手投足、说话习惯，身份认同似乎就是成长中的重要
一课，但长大后回望，会生出不同的感觉。”

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地创新。内容上，八个故事纵览古今，融汇了传统神话、民间话
本、当代叙事、科幻想象，从乡土叙事到唯美爱情，从生命母题到人性思考，尽可
能地以传统文化和东方哲思拓展着中国动画的表达边界；画风上，八个篇章包含剪
纸、素描、水墨、二维、三维等多种风格，缔造“名画真能动，潜翔栩如生”的沉
浸式体验，以中国古韵之美演绎现代文娱生活新时尚。陈廖宇说，上美影缔造的中
国动画学派，就是善于向传统借智慧，奠定了深厚的学养根基。面对中华传统文化
这座宝藏，《中国奇谭》当然要汲取个中精华，方能更好地推动具有中国特性的动
画“破土出圈”。

但同时，优秀传统文化不是远去的历史、静止的符号，以创新思维、时代观照才能

                                    3 / 5



智行理财网
钱运达(钱运达百科)

赋予其新活力。于《中国奇谭》，动画集虽以“妖”为主角，但它言古人之未言，
为中式想象力赋予新世代的语境；它也善于向生活索要灵感，撷取现实场景中的只
言片语以触动心弦、激发共鸣，进而用雄奇想象营造出“奇境入梦，我在其中”的
浓厚在场感、真实感。难怪年轻人留言感慨：“有的人在看故事，有的人在照镜子
。”

当代电影工业为东方美学做辅助

开播之初，“中国版爱死机”的类比传来。陈廖宇回应称，并没想过对标《爱、死
亡和机器人》，“如果一定要找寻共同处，那就是都由风格各异的短片构成，都在
探索动画的极限”。于《中国奇谭》，创作者们从不避谈对国际级技术的追求，“
因为那是电影工业的标杆”，他们警惕的只是过度炫技，“所有当代的电影工业都
是为了讲好故事，凸显东方哲学、东方美学做好辅助”。

《中国奇谭》里不仅有《小妖怪的夏天》《鹅鹅鹅》这类采用现代数码作画的作品
，也有作品探寻传统动画在当今电影工业环境的应用，比如剪纸动画《小满》和定
格动画《玉兔》。定格动画、剪纸动画，都曾是上美影的看家本领，但也都走到了
“古董”的边缘。由于每帧画面都需要手绘，这类动画投入大、周期长，与电影工
业化不断推新的当下市场格格不入。正因此，此番召回定格和剪纸两门隶属东方美
学的动画手艺，越发显得《中国奇谭》弥足珍贵。

即便运用CG技术的《林林》，也并未摒弃中国动画的传统风格，去过度追求一种照
相式、素描式的真实。杨木告诉记者，以CG成片，从某种角度是半命题式的，因为
《中国奇谭》作为一个整体，需要呈现画风与故事的多样性。“但我们想突破三维
的既定框架，做三维与水墨意境的融合。既保留水墨风的留白韵味，又保留CG动画
在细节和透视层面的优势。”换言之，三维是写实的，水墨是写意的，两种画风看
似两相矛盾。导演在实验中，找到了突围路径，“我们提取古人绘画中的思维方式
、他们对美的理解，运用到片中，表现出的就是低饱和、灰调色彩，勾勒远山时的
散点透视，以及光线处理上抹去了修饰性的灯光等”，让两种画风在求同存异中美
美与共。

而绘画之外，《林林》里的配乐更彰显了“古为今用”的理念。狼女变身的段落，
编曲马久越用箫和中阮编织古老基调，从25份敦煌莫高窟的拓印谱上找寻音程关系
，制造出穿越千年岁月悠悠的声音。词则师法楚辞，“白山黑水，濯我红心；林下
含芝，授汝长生；不见来路，胡不归去”，这段唱词在古风悠扬里，借今天的5.1声
道技术荡开神话和寓言的想象。

几位导演都提到，整个创作过程中，上美影的艺委会始终是《中国奇谭》的坚强后
盾。包括钱运达、常光希甚至前不久过世的严定宪在内，上美影老先生们给了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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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辈莫大的鼓励。“前辈们说得最多的话是：你们可以做得更极致些、更大胆些。
”胡睿记得，当他收到老先生一笔一画写下的建议时，那感觉“学动画的孩子回到
家了”。不单单因为那些建议的撰写者曾经创作过《大闹天宫》《天书奇谭》《没
头脑和不高兴》等影响了几代人的经典动画，更因为老先生们身上闪耀着的开拓精
神，让徜徉在传统文化的晚辈对于“拓新”更加笃定。

1922年，由万氏兄弟制作的动画广告片《舒振东华文打字机》被认为是中国动画的
开端，由此开启了历经百年的创作发展历程。中国百年动画历史上，上美影所创立
的“中国动画学派”，开启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动画独立自主的艺术探索之路，制
作出《小蝌蚪找妈妈》《神笔》《大闹天宫》《金色海螺》《葫芦兄弟》《天书奇
谭》等大量优秀中国美术动画片，引起世界瞩目。

“奇、趣、美，始终深深烙印在我心里。”胡睿说，他们这代动画人会用很长一段
时间来行践这三个字。“奇不是丑和怪，而是新奇，超乎别人的阅读经验；趣是有
真趣味，而非无厘的取笑、低级的杂耍；美，得供大家欣赏，不能是血腥的、光怪
陆离的。”它们看似容易，但能激发一个创作者很多的思考与能量。

“‘中国小妖怪’的故事绝不会止步于八集。”这两天正在参加上海两会的市人大
代表，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健儿透露，《中国奇谭》已在筹备第二季；作
为上影“十四五”精品内容战略与大IP开发战略融合发展的重要项目，《中国奇谭
》将打造的是一个IP宇宙，每一个短片都会根据自己的特性，拥有不同的IP发展规
划。中国动画新百年，刚刚拉开大幕。

来源：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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