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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漫焦点

韶华不为少年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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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夏天，美国动画电影《蓝精灵》在

中国大陆上映，一干中年观众拖家带口前往

电影院重温童年旧梦。出人意料的是，观众

们只看到了熟悉的蓝色小精灵形象，耳边却

没有响起儿时熟悉的旋律。毕竟《蓝精灵之

歌》是1983年广东电视台在引入动画剧集

时创作的本土歌曲，在美国电影中自然不会

出现。

时隔12年，2023年春天，众多中年观众

又因为一部日本动画电影走进电影院，期待

在大屏幕上看到熟悉的篮球队员，聆听经典

主题曲。遗憾的是因为影视制作中的版权

原因，他们同样没有等来原来的主题曲。不

过他们依旧在电影院里为那些熟悉的情节

大笑、流泪甚至呐喊，在一瞬间回到童年。

这部日本电影，就是漫画家井上雄彦亲自执

导的动画电影处女作《灌篮高手》。

《灌篮高手》漫画、动画系列作品在中国

的观众基础要追溯到改革开放初期。20世

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国际间文化交流的增多

与电视机的大范围普及，很多动画佳作被引

进并在黄金时段播出，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

《哆啦A梦》《龙珠》《美少女战士》《名侦探柯

南》等等，构建了一代青少年的共同记忆。

这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运动主题动画片，当属

井上雄彦的《灌篮高手》。

在中国尤其是各类校园，一直有着较为

浓厚的篮球氛围，这一题材本身就具备极为

广泛的群众基础。动画片《灌篮高手》新奇

的构思、引人入胜的情节和生动鲜活的人物

形象更是让观众耳目一新。酷帅的小前锋

流川枫、迷途知返的得分后卫三井寿、满腔

赤诚的中流砥柱中锋赤木刚宪、冷静自信的

控球后卫宫城良田，以及作品的绝对主角、3

个月时间成长为优秀队员的天才球员大前

锋樱木花道，每个角色都形象清晰且独具特

色。观众们在101集的动画中，见证着樱木

花道凭借努力和热忱从零基础成长为优秀

的篮球队员。他们所在的球队也在地区预

赛中一路过关斩将，几乎全胜，偶尔败北，最

终获得全国大赛的参赛入场券。在整个过

程中，观众有极强的代入感，青少年们心潮

起伏，热血沸腾，很多人因此走入球场练习

篮球，无疑成为他们学生时代应试备考之外

的一段珍贵记忆。

与原有的漫画作品不同，动画作品在全

国大赛前便戛然而止。据说是因为井上雄

彦与东映动画理念相左，于是在1996年第

一季播出后便终止了版权合作。喜欢《灌篮

高手》动画片的观众们，只能一遍遍地翻看

漫画，去“脑补”动画中没有讲完的故事。不

料十余年后，井上雄彦居然亲自执导了《灌

篮高手》动画电影。自2022年 12月开始，

该片在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上

映，并荣获第46届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动

画片。截至 2023年 5月 9日，《灌篮高手》

动画电影的全球票房已达 2.3 亿美元。《灌

篮高手》动画电影于2023年 4月20日在中

国大陆首映后，票房也十分可观，目前已超

过6亿元。虽然首映安排在一个工作日的

深夜，电影院里却出现了很多白天还要正常

上班的中年人。他们呼朋唤友，成群结队，

穿着主角的队服，挥舞着手中的荧光棒，用

不熟练的日语唱着动画片主题曲《直到世界

尽头》，似乎在期待着当天的电影永远不会

散场。

在电影中，井上雄彦没有照抄照搬漫画

情节，而是采用了新的叙事视角，将主角中

最不起眼的宫城良田的故事，穿插进全国大

赛最精彩的比赛中。电影在原著基础上介

绍了宫城良田的成长经历，预告了他前往美

国打职业篮球赛的光明未来。对于这种安

排，有一种解释是，1.68米高的宫城良田最

接近日本普通男性的身高，井上雄彦想以这

样的“平民化”主人公激励更多的青少年投

身篮球运动。值得一提的是，很多粉丝对此

前主角樱木花道的未来也十分好奇，因为在

漫画结局时他尚处于脊柱受伤的康复期，之

后的经历在此片中并未交代。其实在作者

的另一部以残疾篮球运动员为主角的作品

《real》中，已经透露了樱木花道的未来：他最

终成为一名家喻户晓的篮球明星，为这个故

事留下一个童话般的美丽结局。

《灌篮高手》是日本20世纪90年代出版

的体育漫画，后改编为101集的长篇动画剧

集，随后被引入中国。作品以日本神奈川县

湘北高中篮球队（以下简称湘北队）队员为

主人公，以对篮球一窍不通的高一学生樱木

花道的视角展开，讲述了湘北队的队员们为

了实现全国高中篮球联赛上“称霸全国”的

梦想而努力奋斗的故事。作品以充满趣味

的校园生活、紧张刺激的比赛场景、性格各

异的人物形象、专业扎实的篮球素养赢得了

青少年的喜爱。动画剧集在1996年结束，

当时并没有制作湘北队参加全国联赛的部

分，让不少观众引以为憾。时隔27年，2023

年 4月，《灌篮高手》电影版在国内院线上

映，讲述的正是湘北队在全国大赛中战胜蝉

联全国联赛冠军的山王工业高中篮球队（以

下简称山王队）的故事。

电影由漫画作者井上雄彦担任编剧和

导演，这也是井上雄彦的导演处女作。尽管

是第一次做导演，但井上雄彦呈上了一份令

观众满意的作品。影片没有继续使用樱木

花道的叙述视角，而是以湘北队后卫宫城良

田 的 视 角 展

开，在湘北队

与山王队在篮

球场上紧张厮

杀的过程中，

以插叙方式讲

述了宫城良田

自小到大的成

长经历和心路

历 程 。 小 学

时，宫城良田在哥哥宗

田的陪伴下开始打篮

球，宗田比良田年长三

岁，球技也好，得到大

家的关注和赞誉。但

不久后宗田遭遇海难

去世，母亲将宗田的东

西封存，带着良田和妹妹搬了家。从此在他们的生

活里没人再提宗田的名字，那是家庭的伤口，也是良

田心中巨大的遗憾。尽管母亲强烈反对，良田依然

坚持打篮球，也依然坚持使用宗田的球衣号码——7

号。他还特地戴上宗田的护腕，因为打败山王队是

兄弟俩共同的梦想。在比赛中，作为控球后卫，宫城

良田像个灵活的轴承一样带着队伍高速

运转，对方防守他的球队队长深津号称日

本高中生中的第一后卫，为人沉稳，技术

老道，对局势把控力强，宫城良田顶着巨

大的压力带领球队绝地反击，自己也突破

了心理上的疑惑，同时对往事释怀，与家

人和解。而在比赛与回忆中，湘北队的每

一个人也都完成了自己的成长与蜕变。

这场迟到27年的比赛本可以成为一

部“粉丝向”电影，但井上雄彦并未耽溺于

安全的老路，而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创

新。人物方面，他大幅简化了人物关系的

复杂度，完全从宫城良田的视角出发，将

队伍内部和应援团队的人物关系一笔带

过，甚至删掉了樱木花道向赤木晴子发出

热爱篮球的宣言这一重要场景。画面上，

影片没有继续使用更具漫画感的二维动

画，而是使用了三渲二的技术，使人物更

加写实，形体真实饱满，动作紧致流畅，加

上并不喧宾夺主的低饱和度背景色调，使

观众在观看比赛时有了身临其境的体

验。表现手法上，井上雄彦将漫画创作手

法引入动画，人物出场是以手绘黑白线稿

出现的，当人物在不具空间感的白纸上动

起来时，画面自然而然且令人惊喜地完成

了从平面到立体的转变。在影片高潮部

分，比赛进入倒数、山王队全力进攻、湘北

队即将以一球决定胜负时，画面褪去色

彩，音乐悄然消失，人物带着漫画效果线

急速运动并逐帧变成漫画般的黑白线稿，

只有投入决胜球的樱木花道还保留着色

彩饱满的三渲二人物形象，就像在绝境中

忽然看到希望般令人激动。配乐方面，尽管动画剧

集的多首主题曲已成为经典动漫歌曲，但井上雄彦

依然采用了全新的编曲，主题曲是电子摇滚风格，节

奏激昂，情绪饱满，将比赛的每一次攻防推向让人心

潮澎湃的高潮。

时隔27年，《灌篮高手》依然为人们带来感动。

对于动画剧集来说——有人喜欢它的内容，它在轻

松活泼的校园生活和紧张激烈的晋级比赛中游刃有

余地转换；有人喜欢比赛时让人紧张的剧情节奏，恰

到好处的渲染和出人意料的临场表现让比赛峰回路

转、跌宕起伏；有人喜欢它塑造的性格各异的人物，

无疑是一部华丽的群像戏，每个人都有鲜明的性格

特点，那些人物就像身边熟稔的老友，带着青春的剪

影，把失败、不甘、不敢宣诸于口的心动和大

声喊出的热爱演绎得热血沸腾。而在电影版

中，宫城良田个人的成长带上了亲人死亡的

沉重感，梦想的色彩描着孤独与倔强的灰边，

他的强大来自于团队的友情、奋斗的收获、对

比赛胜利的执着信念，还有成长带来的释然。

《灌篮高手》动画电影就像一首温和的诗，却饱

含着巨大澎湃的情感，让人在黑暗的影院里再

次忆起青春、梦想、热爱和心底那些不曾消散

的少年意气，那是青春的底色，在生活的淬炼

里熊熊燃烧，直到世界尽头。

与其说这部电影是一场青春的告别式，

不如说是向未来的再启之章，故事里的人物

各自找到人生的方向，观众注视着他们的身

影，再微笑着走向自己的人生之路。

在法国手绘动画片《小淘气尼古拉》的开

头，动画师描绘了两位作者——法国作家勒内·

戈西尼和画家让-雅克·桑贝——从不同的地方

奔赴一家咖啡馆共同讨论创作的场景。两个充

满幽默感和松弛感的创作者坐在夕阳下的咖啡

厅里，决定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小尼古拉。

这是一部关于作者和作品的电影。电影中

有两个重要的时空——第一个是小尼古拉的故

事时空，这里有小尼古拉的一家人、他在学校的

朋友和老师；第二个

是勒内和桑贝的生活

时空，这里有两位作

者的创作过程，以及

他们的成长经历。与

《小淘气尼古拉》以往

的影视改编作品相

比，这部手绘动画既

是勒内和桑贝共同创

作的小尼古拉系列故

事，也涉及到勒内和

桑贝的生活——以及

他们之间的友谊。而串联起这一切的，正是小

淘气尼古拉。

在小尼古拉的故事时空里，原汁原味地呈

现了插图故事书中那些令人忍俊不禁的情节。

小尼古拉的外婆来到家里看望他，但是爸爸和

外婆之间的关系并不好。外婆的到来让小尼古

拉兴奋不已，她不仅给自己带来了玩具飞机，还

允许自己违背爸爸妈妈的要求，吃很多的糖和

蛋糕。爸爸和外婆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在客厅

和餐厅吵个不停。入夜，小尼古拉终于因为吃

得太多生病了。

勒内和桑贝创作出了小尼古拉的形象，这

个可爱的小角色也出现在两位作者的生活空

间当中。渐渐地，小尼古拉与勒内和桑贝成为

了朋友，并且得知了二人的成长经历。勒内出

生在法国，两岁的时候随家人移民到阿根廷。

为了躲避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勒内开始了颠

沛流离的生活。桑贝在童年时要经常忍受继

父的耳光，他带着自己的画从波尔多来到巴

黎，并在这里遇见了同样热爱文学和绘画的勒

内。难以想象拥有灰色童年的两位创作者，能

够描绘出轻松幽默的《小淘气尼古拉》，这似乎

是勒内和桑贝对自己童年的一种疗愈。小尼

古拉在自己的故事和两位作者的生活之间不

停穿梭，他既是爸爸妈妈的淘气儿子，又是勒

内和桑贝的忠实小伙伴。他害怕和女生接触，

认为女生是奇怪的生物，但在和女生接触一天

之后发现女生同样聪明和热爱运动，于是他在

傍晚睡前做出一个决定——长大后，自己会与

今天见到的这名女生结婚！这些真实又有趣味

性的想法令人忍俊不禁，让人不禁联想起自己

的童年。

1977年，勒内突发疾病去世，桑贝得知这一

消息后极度伤心。桑贝和小尼古拉一同回忆了

勒内去世前10天的情景，当时桑贝和勒内在一

起就餐。虽然此时的勒内已经是闻名于世的著

名作家戈西尼，但桑贝还是坚持为这顿晚餐付

账——这是他表达二人还是好朋友的方式。

《小淘气尼古拉》曾经被改编为真人实拍的

同名电影，但这部二维手绘动画电影更令笔者

喜爱。一方面，在动画的形式上，二维手绘更加

贴合原作中桑贝的绘画风格；另一方面，小尼古

拉作为串起两重时空的角色，令观众对创作者

的成长经历和创作过程有了进一步了解。在时

空切换时，动画师特意用带有晕开白边的效果

来表现《小淘气尼古拉》的故事空间——甚至在

处理小尼古拉的一段动作剪辑时，动画师还使

用了线描的方式，整个画面只有小尼古拉的衣

服被涂上了红色——这也是桑贝在插图中使用

的上色方式。

在现实生活中，让-雅克·桑贝于2022年辞

世。影片中，小尼古拉曾问桑贝：“我是不是也

会死？”正像桑贝在影片中答复小尼古拉的一

样，因为这部优秀的作品，小尼古拉永远不会

死，他会在一代代小读者的欢笑中永远开心地

生活下去。

闪闪发光的金色童年
——法国动画片《小淘气尼古拉》 □李 萌

目前，许多动画短片选择利用

画外音（也即Voice-over）的方式

来讲故事。这种方式常常为影片

的叙事提供了许多便利。有一些

故事的信息，若仅靠画面与对白，

需要很长篇幅才可能表达清楚，独

白/旁白却仅用三两句话就足以讲

明。这让叙事变得非常经济简

单。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我和吸铁

石和一个死去的朋友》。男主角的

独白为画面所补充的信息量很大，

因此稍慢的镜头剪辑节奏也并不

显得拖沓。

但我们有时会发现，在同样声

画结构的部分作品中，声音和画面

的 关 系 却 出 现 了 某 种 倒 转 。

Voice-over这样的称呼，在一定

程度上指代了画面作为叙事的基

底，声音出现在叙事空间之外的情

形，后者无非起到附加的、额外的、

再覆盖一层的作用。然而有些时

候又并非如此。在部分作品中，声

音的叙事功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

用，带有讲述感的独白或旁白，提

供了绝大部分的故事信息；相较而

言，画面反而成了“可有可无”——

《坐在我脸上》就是这样的作品。

在这部动画短片中，画面里对女主

角和房间进行了三维扫描与重

建。场景中那些带有数码故障效

果的细节，充分隐喻了女主角内心

的挣扎困境。但若是没有第一人

称的独白叙述，恐怕视觉内容的表意

是无法被锚定的和不清晰的。因此，

如果要另造出一个概念的话，画面应

该承担了 Image-over的功能（或许

可以不准确地对译为“声外画”）：声音

是基础，画面才是附加——严谨些讲，

它不完全是Voice-over的对立面或

反题，而是其最极端、最特殊的一种。

Image-over的情况很容易被诟

病为作品在动画之本质上失焦了。表

达得直白一点，有人认为，没有使用能

突出动画特点的方式来讲故事，更像

是一部听觉媒介为主的作品，怎么还能叫

动画呢？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或许声称

“动画就应该如何如何”的立场也难免具有

较大的局限性。

当然，还有另一种情况，即声音和画面

的重要程度可谓旗鼓相当，甚至是平行关

系——例如《浪漫安魂曲》。画面是中式

武侠与水墨元素，男女二人在比武；而声

音所传达的内容则是女人在电话里和男

人提出分手。这两条线索没有必然关联，

却微妙地产生出对照关系，遥相呼应，形

成一种有趣的垂直蒙太奇。这些都在提示

着我们，一部影片中的声画关系有许多值

得探讨的地方。

声
音
与
画
面
谁
才
是
主
导

—
—

动
画
中
的
﹃
画
外
音
﹄

□
刘
书
亮

面对山王队的全场紧逼策略面对山王队的全场紧逼策略，，宫城良田宫城良田（（77号球衣号球衣））淡定地指挥队伍把握好比赛节奏淡定地指挥队伍把握好比赛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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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樱
木
花
道
的
世
纪
击
掌 宫城良田宫城良田（（左左））年幼时与哥哥宗田在球场练球年幼时与哥哥宗田在球场练球

桑贝桑贝（（左左））和勒内和勒内（（中中））在讨论在讨论《《小淘气尼古拉小淘气尼古拉》》中的角色中的角色 故事空间中去夏令营的孩子们故事空间中去夏令营的孩子们 动画短片动画短片《《坐在我脸上坐在我脸上》》剧照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