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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当代中国动漫崛起速
度之快、艺术创新能力之强，我国业
界和学界有目共睹。尤其是随着追
光动画、彩条屋动画等动画制作公
司在近年来的崛起，我国动画创作
在艺术、消费和产业层面开始全面
崛起，关于我国的动画研究因此也
成为不容忽略的学术议题。

由周雯、陈亦水共同著述的《中
国当代动漫形象研究——艺术、消
费与产业》，由动漫形象切入，从艺
术、消费、产业的立体维度考查当代
优秀动漫作品的实践经验，进而探
寻在全球视野下，国产动漫艺术如
何“走出去”的可行路径。

和当前流行于出版发行界的儿
童动画绘本和基于数据的动画产业
报告不同，《中国当代动漫形象研究》一书既有科学客
观的数据调查分析，又有针对六部脍炙人口的动画形
象进行的深入文本研究，同时还包含大量创作者手稿
草图与一手访谈资料，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我国动画研
究的常规范式，而兼具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全书的前三分之一部分，是针对我国动漫消费
者的调查报告。作者团队借助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
的双重研究方法，通过电脑辅助、电话调查系统、实
验室采集样本数据，基于手机号码的随机拨号法进
行抽样，对取样样本进行了年龄阶层、教育背景、收
入情况等人口统计学的分析，以调查不同人群的动
画消费取向，进而得出了真实可靠的一手数据和尚
未发表的相关结论，最后锁定六种流传最广、传播效
果最大的动漫形象为团队的研究对象。

全书的第二部分，是关于这六种动漫形象的艺
术分析与文化研究。基于前期调研基础，作者团队对
深受大众欢迎的当代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捉妖记》、电视动画《喜羊羊与灰太狼》《熊出没》、网
络动画《秦时明月》《画江湖之不良人》等代表性案例
进行了角色设计分析、文本分析与文化研究，并深入
研究每一个动漫形象的艺术造型与文化特征。

全书的最后一部分，是关于动漫形象的产业研
究，包含对于许多中国优秀动漫导演、原创作者和制

片人的访谈资料，并在国内出版界
首次公开了一些创作者宝贵的原画
手稿。这一部分的访谈文字与原创
手稿图片内容，对于全书而言至关
重要，它既是对于第一部分受众消
费调查的创作者反馈，同时也是对
于文本分析部分所得结论的对比论
证的闭合环节。本书作者团队走访
北京、广州、杭州等地的动漫产业基
地，寻访到六部动画作品涉及的动
漫形象的创作者。例如，关于掀起国
漫复兴热潮的《大圣归来》中孙悟空
动漫形象的创新表达，该作品的监
制、执行制片人金大勇表示：“大家
一致认为一定要区别于以往的作
品，不能做成一个美猴王，因为美猴
王的作品太多了，比如86版的那个

经典是永远超越不了的。所以，我们尝试做一个能让
人记得住的，不同于其他作品的大圣。”因此，我们才
在银幕上看到一个马脸长臂、吊着稻草的齐天大圣，
而非身穿虎皮裙与长靴的京剧猴戏里的“美猴王”。

在结论层面，本书借助动漫作品案例，指出原创
动漫形象与叙事创作的不同文化表达面向：《画江湖
之不良人》依附中国历史与京剧文化；《秦时明月》注
重挖掘中国武侠文化中的中式英雄主义情结；《西游
记之大圣归来》在传统经典动漫形象上进行艺术创新
与文化解读，引起不同年龄段观众的情感共鸣；《捉妖
记》则以鲜明的造型审美特征成功地塑造了具有高辨
识度的角色性格；《喜羊羊与灰太狼》依靠政府出台的
国漫扶持政策，打造面向低年龄段群体的动漫形象；
《熊出没》聚焦中国社会情感关系，宣扬自然环保主
题……从而提出，在形象创作方面，创作主体主动打造

“原创内容”、形成原创动漫形象意识、以产业动向为主
导，能够有效支撑动漫企业的长期发展，而坚持中国文
化品格、中国美学表达，是延续动漫角色形象生命力、
支撑国漫产业发展的根本保障。

更重要的是，全书坚守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写
作立场，讨论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发展具有中国文化
特色的动漫作品，以文化自觉立文化自信的态度，为
我们留下了富有余韵的思考空间与宝贵的启示意义。

新作点评

《长津湖》是博纳影业和八一电影制片厂领
衔出品的抗美援朝题材电影，自筹拍以来便备
受瞩目，是迄今中国电影史上投资和制作规模
最大的电影，对我国战争电影类型拓展和电影
工业升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影片致力以现代
电影技术再现抗美援朝战争史上我军正面主导
的宏伟战役，一方面注重营造战争场景的真实、
宏大和临场感，动作奇观与后期特效并重极具
观赏性，另一方面注重角色人情人性描摹，全片
以志愿军战士、指战员和国家领导人多重视角
出发，从个体角度体验和反思战争创痛，体现了
抵抗侵略与战争反思相统一的价值观，也全景
式的表现了中国军人保家卫国的血性精神和峥
嵘岁月，再现了71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在长津
湖战役中以钢少气多的军魂捍卫国家主权荣誉
的英雄气概。

新世纪以来，国产战争片的发展较为低迷，
这也要求当下中国战争电影的创作必须在坚持
核心价值观念的前提条件下，寻找各种有效的
叙事策略和技术手段与当下观众对接。《长津

湖》摆脱了以往主旋律战
争片单纯以大战为核心
的剧情走向，将叙事时长
极限扩充至三小时，以入
朝遇袭、遭遇战、长津湖
大战的三幕式展开，剧情
推进富有层次感，这一方
面是三位导演团队协作
的结构，另一方面也凸显
了战争过程中我军化被
动为主动的战略发展过
程。影片从情节、逻辑到
语言都能看出制作团队
细心打磨的痕迹，尤其针
对抗美援朝的正义性和
必要性，没有以惯常的旁
白或者字幕来频频说教，
而是通过影片中大小角
色的亲身经历和战争体
悟做了全面注释，让当今
年轻观众容易理解并铭
记这段历史，能够更加了
解今天的和平幸福来之
不易。《长津湖》在取材真
实战役的基础上，没有陷
入单纯战争场景展示的
泥沼，而是在叙事上以

“人”为主，以“人”的动作
和情感来结构和主导战
争。影片在全景式、快节

奏的叙事推进中相当注重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
的塑造，在角色塑造上尽力避免了以往战争军
事题材电影中脸谱化、概念化的处理，在战略层
面多次出现毛主席和彭老总等领导人激昂指点
的场景，同时也突出表现我方将领的高瞻远瞩，
其中张涵予扮演的宋时轮果敢刚毅，人物塑造
很有魅力。影片最为成功的是塑造出了伍千里、
伍万里、谈子为、梅生、余从戎、雷睢生、平河等
穿插七连的集体英雄群像，演绎出青年一代在
抗美援朝战争中保家卫国的舍身情怀。在战争
叙事的主线下，《长津湖》最大限度地由个体视
角出发，展示了人物的情感关系。紧凑的角色设
置以及细腻复杂的人物情感羁绊在以往抗战题
材电影中较为少见，既有“百千万里”的兄弟情、

“雷老爹”与多代战士的父子情、七连全体战友
情等多组复杂且具有人性深度的情感线索，也
证明本片在战争大环境下对个体人性开掘方面
所做出的努力，能有效唤起当下年轻观众的共
鸣。影片中吴京、易烊千玺、朱亚文、李晨等演员
的角色塑造均鲜活饱满，有勇有谋。胡军在角色

中融入了适量的喜剧化表演，为角色与观众的
共情建立了很好的基础。

据影片总监制黄建新介绍，字幕上的工作
人员超过12000人，剧本总共37稿，精益求精
的细节都是一点点堆积起来的。该片在沿袭中
国战争电影一贯史诗风格传统的同时，在技术
层面达到了国产战争题材影片的新水平。三场
战斗戏份中，遇袭的长镜头、遭遇战的多视点切
换、长津湖大战的快速剪辑，呈现出形态各异的
气氛效果，影片整体气势宏伟，战斗细节表现丰
富，大量手持摄影和快节奏剪辑营造出极强的
临场感。另外，影片的战争化妆与特效技术甄现
完美，尤其片尾可歌可泣的“冰雕”场景使观众
共情。影片在声音创作方面也较有特色，战争场
面的音效逼真，尤其弹道的声效突出，同时音乐
以史诗性为底色，几个升华性场面的背景音乐
有效渲染了影片气氛。

战争片是考验一个国家电影工业、电影产
业综合水平的重要类型。新世纪以来，国产军事
题材电影的发展一度淡出主流视野，当下国产
战争片也处在不断调整与重构中，国产军事题
材电影唯有采取大片的创作与运作模式，才能
占领当下电影市场的制高点，才能实现自身的
可持续发展。就历史传统而言，《长津湖》里中国
军人所表现出的抵抗精神、民族气节和军魂血
性与“十七年”时期的抗美援朝题材电影《英雄
儿女》《铁道卫士》《奇袭》《打击侵略者》等是一
脉相承的。就未来创新而言，《长津湖》重拾抗美
援朝题材，尝试将主流电影类型化并与市场接
轨，技术上借助电影高科技和特效技术打造的
战争视听奇观，贴合现代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
群体的视听需求，创作者尝试将英雄主义和爱
国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融入主流电影表达，让电
影不仅在推动经济转型方面发挥作用，同时在
推动整个社会环境和价值观念的导向上也发挥
更好作用，其表现让我们看到国产战争电影复
兴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影片在暴力呈现和战争反思之间也做出了
有益的探索和努力，结尾伍千里制止伍万里的
滥杀倾向时，以“有些枪必须要开，有些枪可以
不开”阐明了中国军人面对战争的终极态度，这
种战斗和情感相交替的方式，也为本片增添了
战争电影应有的战争反思价值。从这个角度讲，
《长津湖》在战争叙事上的新探索和新表达，无
疑为业界树立了良好的前进方向，为国产战争
影片的后续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毫无
疑问，《长津湖》将会振奋疫情影响下的中国电
影市场，影片中志愿军战士以青春、热血和生命
化作守护祖国铜墙铁壁的精神信仰也将激荡新
时代观众的爱国情怀。

保家卫国的血性精神 爱国主义的激荡情怀
——评战争片《长津湖》 □饶曙光

探国产动漫艺术发展之路
□徐小棠

写
作
的
意
义

□
饶

俊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思考，
写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从电视剧播出到现在，直到
我下定决心写这篇稿子时，才忽
然有了答案。

9月 18日晚，是《在希望的
田野上》播出的第三天。我的高中
同学，毕业于山东大学，毕业后回
老家做了公务员，他此时正在驻
村。其实，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有
十来年没有联系了。他却发信息
跟我说：“老同学，我眼睛是在半
湿润状态中看了这部剧的前四
集。我一直在想，张楠、曹骏、饶俊
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那段开
场白，让我记忆中浮现出熟悉的
影子，剧中烧房子那件事，也让人忆起往
事。说实话，你之前编剧的《花千骨》，尽管
周边很多人都在追剧，可我基本没有去看。
应该是个人性格原因，我不喜欢这样的题
材，更不喜欢那么太虚无的东西。但是看过
《在希望的田野上》，特别是在驻村助力乡
村振兴这样特殊的环境中看这部剧，真的
很有感触。我无法从你们专业的角度去评
价一部剧的好坏，我只知道这部剧有较强
的现实感和时代感，有很多能引起我共鸣
的东西，有很多能感动我的地方。老同学，
向你致敬！”

说实话，从业十年，这是第一次有人跟
我说“向你致敬”。我想，这也许就是我写作
的意义。

9月 20日晚，有一位高中时交的笔
友，他在某地教育局当局长。我们没有微
信，他用短信发了很长一段话给我，说：“饶
俊兄，实不相瞒，我更喜欢你高中时的笔
触，颇有一点沈从文的味道。但你后来做编
剧后，再也没有看过你的文章。但看了你的
新剧《在希望的田野上》，令我颇受启发。最
近正响应教育部教育体制改革的号召，你
剧中提到的乡村教师晋升通道的问题，在
我们这样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积弊已久。我
新任局长，便要面对这么棘手的事情，说实
话，心里很没底。但看了你的剧，我想，不仅
鼓励了我要刮骨疗伤，还给我提供了很好
的思路，城市教师，十年去乡村轮岗三年，
是个不错的提议。真诚地跟你说声感谢。”

他的这声谢谢，让为播放量而愁得彻
夜难眠的我稍有宽慰，其实我跟剧中的张
楠有同样的困惑，他说：“我的文章，真的有
那么大的影响力吗？”我也想问，我做这样
的剧，真的有意义吗？但是这位笔友的信，
让我有了一点继续前行的力量，他是教育

局局长，通过他的努力，我相信，
可以改变很多农村孩子的命运。
不敢居功，但我想，我也尽了一
点绵薄之力。这，也是我写作的
意义。

9月21日晚，中秋节。有位
高中的女同学，是一村一大的驻
村大学生。她毕业于上海海洋大
学，尽管不是双一流大学，但对
于贵州籍考生而言，已经是一本
线才能进的大学。她就是在上海
工作过，最后又回到老家驻村
的。她给我发微信说：“饶俊，很
久没有联系了。我也不知道给
你发信息是否合适。我在村里
有点干不下去了，我们现在的身
份很尴尬，不算体制内的人，而
我，也一直没有勇气去考。倒不
是我考不上，家里也一直在逼
我。我想，以我的学习能力，考
上不是难事，这还能比高考难？
只是我一直都没有想好，是否要
进体制。驻村的生活很苦，我拖
儿带女的，日子很艰难。我一口
气看了六集你的新剧，别问我为
什么只看六集，因为目前只能免
费看六集。原谅生活如此拮据
的我，就不充会员了。说了这么
多，我是想来谢谢你的，你剧里
有句话让我决定继续待下去，而
且积极备考下半年考试。这句话
就是‘总是需要有人要去努力，
去尝试，否则这里就这样一直穷
下去了’。”

9月 25日，老家街道办事
处主任给我发来一张微信截图，

里面是街道办组织大家看这部剧的通知，
得到大家的积极响应。随后，街道办的书记
给我打电话，说他昨天看到凌晨两点半，看
得泪眼婆娑，他目前所在的街道，是区里教
育改革的试点，本来没有头绪的他，看了
剧，受到一些启发。不仅街道办，现在全区
都在组织大家观看这部剧，希望我有时间，
可以回去跟大家开个座谈会。

作为创作者，何德何能，因为我的作
品影响别人的人生规划，甚至是一个地方
政策的制定，这又会影响到多少人呢？甚至
有一位师长看完后对我说，万一当地也这
么改革，得去农村待几年，有些城市的老师
可能会恨你。可这，就是我创作的意义。我
相信，通过她，一定可以让她所在的乡村变
得更好。我不在田野，却也似乎为田野贡献
了一点力量。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
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
史的‘剧作者’。”

但是对于这群返乡工作的人，他们常
常被误解，他们只是失败了、混不下去了、
放弃了在大城市生活的人，可谁又能说，回
到乡野之间，建设昔日的家乡，不是一种成
功的选择？

这部剧的故事，90%源于真实生活。我
想，我并非是这部剧的独立编剧，这些在一
线驻村的干部，那些仍在为美好生活而奋
斗的老百姓，是他们，共同帮我创作了这个
故事。

我不知道未来是否还有机会创作类似
的题材，但我知道，我未来的创作，应该要
走什么样的路。

（作者系网剧《在希望的田野上》编剧）

创作谈

丰收鼓，震天响。金箩筐，扁担扬。
“中国农民丰收节”自2018年设立以来，已
成为展现中华农耕文明、传承丰收节俗、弘
扬乡村文化的重要窗口。9月23日，第四
个“丰收节”到来之际，作为庆祝活动重要
组成部分的丰收节晚会于央视综合频道和农
业农村频道播出。

吃水不忘挖井人，丰收不忘感党恩。今年
恰逢党的百年华诞，晚会以“庆丰收、感党恩”
为主题，着力展现三农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
的大国基础和稳健力量，展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伟大成就，将“感党恩、听党话、跟党
走”作为贯穿全篇的深层表达。

《丰收歌儿献给党》《唱支山歌给党听》
《光荣与梦想》等歌舞表演让农民群众以节日
为媒、释放情感，进一步增强认同感、幸福感、
自豪感，进一步激发农民群众奔向美好生活
的干劲，汇聚全党全社会推进乡村振兴的强
大合力。

深入基层，扎根人民，矢志三农，助力振
兴。本届“丰晚”主会场第一次走出北京演播
室，来到南海之滨广东汕头。主舞台搭建于底
蕴深厚、特色鲜明的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
舞美设计以“一艘大船”为主造型，象征着56
个民族在祖国大家庭中共庆丰收。舞台中融
入中国纹饰、中国鼓等传统文化符号，人造水

面形成的梦幻感和后面的海面融为一体、相
映生辉。整体层次分明、灵动大气，渲染出浓
浓的节庆氛围。

以汕头主舞台为核心，晚会特别设置了
“天南海北选食材”环节，通过5G跨屏技术
联动四川德阳、湖南长沙、浙江嘉兴、西藏林
芝、四川喜德、福建福鼎、山东乐陵等多个地
区，和全国观众一起徜徉于祖国各地的饕餮
美食盛宴，感受“稻香满溢迎宾朋，东西南北
庆丰收”的宏大场景。

今年“丰晚”继续坚持以农民为主角，紧
扣农业强、农村美和农民富的时代旋律，多角
度、全维度展现中国农民的精气神儿。晚会秉
承“小故事展示大背景，小人物体现大政策”
的创作理念，聚焦一群有精彩励志故事的模
范新农人。2021年全国十大农民重磅揭晓，

“麦爸”“菜妈”“龙虾姐”“佛手果叔”“西瓜奶
奶”以及石氏祖孙、太空育种专家、北京大学
返乡青年代表等悉数闪亮登场，丰收中国的
气势、亿万农民的风采、农耕文明的厚重、全
面小康的喜悦通过这些代表人物的讲述淋漓
尽致地呈现出来。

此外，晚会还创新性地设计了“康康”“美
美”两个“丰收宝宝”作为虚拟吉祥物，并搭配
汕头剪纸、潮州刺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
了科技与文化的完美对接。 （央 讯）

千里沃野庆丰收，万户农家感党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1农民丰收节晚会走进广东汕头

《《在希望的田野上在希望的田野上》》

9月25日，由中国高等教育专
业委员会主办，中共佛山市委宣传
部、佛山市南方未来电影创新研究
院承办的2021中国影视艺术高峰
论坛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影视教
育专业委员会第23届年会在广东
佛山开幕。来自全国数十所高校、
科研机构的影视专家学者汇聚一
堂，共同探讨高校影视教育和人才
培养中的热点问题，把脉中国影视
发展新趋势、新路径。

开幕式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影视教育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黄会林发
布了《2021中国高等影视教育倡
议书》，呼吁全国高校影视教育工
作者对影视专业人才培养进行反
思，树立以德为先、以艺为本的教
育观念，在教学和实践中加强理想
信念、伦理道德教育，培养学生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艺术观，在新形势下明确新要求，
落实新举措，加强影视专业人才的
道德规范和社会责任教育。

此外，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
影视产业发展和南方影视中心建
设，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影视产业
发展高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影
视教育专业委员会、中共佛山市

委宣传部在会上共同签署了《粤港澳大
湾区影视产业发展智库战略合作协议》。
黄会林表示，影视教育专业委员会将推
动粤港澳大湾区影视产业发展智库整合
影视行业专家队伍，把学术的理论优势
与佛山的电影实践结合起来，实现1+
1>2的效果，指导和推动佛山乃至粤港
澳大湾区影视文化和产业的创新、持续、
健康发展。中共佛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倪谦谈到，佛山迈出探索创建粤港澳
大湾区影视产业合作试验区的步伐，期
盼论坛专家学者进一步认识佛山、关注
佛山、携手佛山，为推动佛山影视产业发
展建言献策，助力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

论坛期间，与会嘉宾围绕粤港澳大
湾区影视产业发展以及国内外电影工业
热点话题，开展为期一天半的专题报告
及研讨。 （粤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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