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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动画电影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长安三万里》》圆桌对话圆桌对话：：

你的你的““文化基因文化基因””动了没动了没？？

这是一次同古代“文化顶流”的跨时空会面，更是一次中国人的精神寻根之旅。一句句耳熟能详的唐诗背后，

观众得以见天地、见众生，更是见自己……

情景交融让唐诗“自然而然”

许 莹：首先想请邹靖导演介绍一下，电影《长安三万
里》的创作源起与创作周期。全片故事构思时是“先有的诗后
有的人”还是“先有的人再有的诗”？为什么挑选这48首古诗
入片？

邹 靖：《长安三万里》是追光动画“新文化系列”的开篇
之作，“新文化系列”的宗旨是要去挖掘中国文化中那些最闪
耀的部分。我们认为一个关于大唐、诗人和诗词的故事，非常
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的高度。我们希望能展现出盛唐风貌，展
现出那种天朝气韵，展现出诗人们波澜壮阔的人生，和诗词
艺术所蕴含的无穷魅力。

《长安三万里》从最初的创意诞生，到电影完全制作完
成，大约经历了三年的时间，其中片中最华彩也是最具挑战
的“将进酒”段落，就花费了整个团队将近两年的时间制作。

关于故事中是“先有的诗后有的人”还是“先有的人再有
的诗”的问题，其实整个的创作理念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并没有绝对的先后。在某些段落，我们觉得一定要表现某一
首诗，比如《将进酒》，那我们就会设计合理的情节和当时人
物的状态，以使故事的发展能够让这首诗自然地被吟诵出
来。而在另一些段落，比如孟浩然家外面的情景，是先有的这
段情节，然后我们觉得此处比较适合放进《春晓》这首诗，于
是就让高适和李白在感慨景色中，自然地念出来了。所以整
体上，是一个相互的过程，关键点在于，诗的出现要自然，不
能为了念而念。

诗歌是深埋于每一个中国人骨血中的文化基因，我们在
诗的环境中长大，成人后，我们会进入不同的领域，走上各自
不同的人生，在某些时候，那些诗歌也许被我们淡忘了。《长
安三万里》在筛选诗歌的机制上，首要一点就是耳熟能详，我
们选了很多人都熟悉或有印象的“名篇名句”，就是为了唤醒
每一个中国人关于“诗的记忆”。在影片结尾的长卷中，我们
特意选取了不同方言、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中国人去吟诵
这些诗篇，其目的就是想要在那一刻用诗词连接我们每一个
人，我们的民族会被这些诗词凝聚在一起，而这种凝聚是跨
接时间和空间的。

许 莹：故人已矣，文脉千载。看完全片我很好奇，哪首
诗会是你们的“心头好”呢？

王一川：谈不上哪一首最好，因为都好，都彼此不可替
代。它们其实是各有其个性和风采，正是它们的个性化存在
才共同支撑起盛唐诗歌气象。只是就这部动画片中的艺术形
象表现力来看，黄河之滨吟诵《将进酒》和结尾遇赦后朗诵
《早发白帝城》两处，诗歌形式及其内容与动画形象之间的相
互交融效果尤其令人惊艳！

彭 敏：太难抉择，我先选《上李邕》吧。李白一生自比大
鹏，即便经历了长久的蹭蹬，在世俗世界到处碰壁终无所成，
临终时，仍然不改自我期许——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
力不济。而从《上李邕》当中我们清晰地看到，大鹏图腾在青
年时代便已深植于李白的血液之中，李白睥睨天下的精神人
格得到了极致的呈现。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何
其雄壮！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何其自信！这种
飘逸豪迈、磅礴万物的气势与诗风，似乎是李白与生俱来的
天分与才性，他天马行空、变化莫测的写作方式，也无意于遵
守任何既定的规范和格式。在后世，杜甫、李商隐、白居易等
都有很多徒子徒孙、千秋传人，但李白却不可学，不能学，无
法从技术层面去复刻他的诗歌魅力，他的人格面貌、灵魂质
地和诗歌风格，都是那么的独一无二。

许 莹：明代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说：“作诗本乎情、
景。……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长安三万
里》要想把唐诗表现到位，情和景的营造与搭建自然是其最
关键的两个抓手，我们也不妨先从片中的情和景谈起。从

“景”来看，该片在还原大唐山河风貌等方面下了哪些功夫？
从“情”来看，该片又是如何用超现实的表现手法外化诗人

内心情感的？
谢君伟：从景来看，我们跟随李白、高适等众诗人的脚

步，去走他们走过的路，去看他们看过的景，进行了很多地
方的实地采风。我们去了西安，仔细研究了长安城的沙盘
图，西安城坊与坊之间的布局，明德门的具体构造和关于西
安的种种细节，最终我们呈现出了繁华宏伟的长安。我们去
了松潘，看到了依山而建的这座古城，才有了我们现在险峻
的泸水关。我们去了黄龙，登上海拔4000米之上，看着黄河
九曲十八弯，我们才有了《将进酒》中银河的灵感来源。同时
对于不能实地去采风的地方，我们进行了大量的文字、图片
研究，呈现出了辽阔的塞北、温柔的扬州、残破的梁园废墟
等。并且我们对画面的构图、色彩、灯光进行了艺术处理，做
了一些留白，让三维画面呈现出一种东方意境，以此去展现
唐朝的壮美。

从情来看，我们去感受诗人们诗中所蕴含的精神。在潼
关，我们登上城墙感受着哥舒翰口中吟出的“北斗七星高，
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年轻的他驻守边
关，敌人不敢跨过边关一步，而现实的他身体已经老迈，他
知道只要守在潼关，长安就能得救，可是他不得不出关迎
击，这是一场必输的战斗，他不关心自己的生死，只在乎长
安的安危。如此的无奈，如此的不甘，我们把这种情景展现
给观众，让观众体会哥舒翰的心境。我们更把李白40岁左
右写的《将进酒》用动画电影这一充满想象力的方式呈现在
观众眼前，这其中充满了李白的自由、洒脱、浪漫、豪迈和悲
苦，随着“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声音，李白
洒酒成水，仙鹤冲出，带着诗人们，也带着观众翱翔在李白
的精神世界中，看到了银河黄河海天相接，和天上宫阙中的
先贤们撞杯饮酒，飞向天边，最终落在了现实的万古愁的李
白脸上。我们想让观众通过我们的展现体会到李白的情感，
体会李白充满矛盾的一生。

我们用此景此情，构建出了唐代的万里壮美江山，我们
塑造出了这些诗人们人生中的失意与得意。

别样视角“察人观史”

许 莹：《长安三万里》巧妙采用高适的视角来展现李
白。仅从作者意图来看，谁是这部片子的真正主角？为什么要
这样选择？

邹 靖：如果单从戏剧角度上看，这部电影是以高适的
视角去讲的，以他的人生经历贯穿了所有故事发展，所以他
应该是第一主角。但李白和高适的很多人生侧影是交汇的，
在故事当中两个人物一直相互影响着往前走。同时因为李白
太具有存在感和熟知度，他的光芒很强，所以这部电影也会
呈现出一种双主角的感觉。

我们之所以选择高适作为主视角，其中的一个原因是，
我们不想单纯塑造一个“李白传”的电影，我们希望《长安三
万里》能有一种辽阔、厚重的史诗感，能够展现更多元素，所
以我们找了一个比较客观的视角去观察李白。而第二个原因
是我们想让观众能够更好进入故事。高适很像每一个普通
人，坚毅不屈，一路走来，终成大器。在高适的人生旅途中，他
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他成长，逐渐变
得完整，影片最后，高适其实集合了这些角色的影子。同时高
适如岩石一般坚毅的性格，使他和李白在一起的时候，会碰
撞出对比很强的戏剧效果。历史上对高适的评价也颇高，旧
唐书里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综上所述，我
们最终选择了以高适的视角进入这个波澜壮阔的故事。

许 莹：观众是否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彭 敏：表面上，高适占据了最多的篇幅，但对我来说李

白才是真正的主角，并且不动声色地主导了全片的剧情走向
和精神气韵。很多观众花钱买票，恐怕也都是冲着李白去的，
而制作方对此显然也洞若观火。一个最显著的例证就是，李
白《将进酒》全诗的视觉呈现成为全片最大的高潮和名场面，
而高适代表作《燕歌行》仅仅呈现了前面四句，我眼泪正要掉

下来时就戛然而止，这是我对这部电影深感遗憾的地方。此
外，影片中倾注巨大笔墨和心力着重呈现的，往往也是李白
人生的重要节点，高适常常像个工具人，只提供一个观察的
视角。就连高适抗击吐蕃大军所出的奇计，完全和李白八竿
子打不着，也被叙述为高适受到了李白的启发，所以我认为
影片的主角是李白，只不过影片采用侧面描写的方式，选中
了高适作为观察的视角。

许 莹：片中李白与高适这一组人物关系展现了“中国
人灵魂的两面”。表面看来，儒和道是对立的，但实际上二者
又是相互补充和协调的，儒道互补的双重人格从某种意义上
也造就了中国历代士人的常规心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
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身在山林却心存魏阙。您对此怎么看？

王一川：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说的是，同《旧唐书》等
可靠史书记载比较，影片相对抬高和美化了高适，例如《旧唐
书》就说高适“言过其术，为大臣所轻”。特别是他最后的云山
城妙计破敌之策，就是虚构出来的。

唐代诗人中确实可以一般地区分出所谓“兼济天下”与“独
善其身”两种人生态度来，高适与杜甫可以分别列为其中的代
表。在我看来，李白是一个例外的存在：他是一位中国文学史
上罕见的天才诗人，生来就是“天马行空”般的存在。同李白这
位难以理喻的“天才”相比，高适和杜甫都是可理解的“人才”。

彭 敏：李白和高适一样都是要兼济天下的。李白自己
说得很清楚：“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兼济”与“独善”、“魏阙”与“山林”、“仕”与“隐”的矛盾常常
发生在仕进无门、云途受阻之时，或者是官场的瘴疠污浊与
诗人的天性发生激烈冲突之时。李白一生都热衷于功名仕
进、发奋作为，即便他曾经隐居山林，其实也是在走“终南捷
径”，通过隐居养望，来获得统治者的征辟拔擢。李白一生并
没有体验过真正的政治生活，故而我们无从知道他是否会和
陶渊明一样“不堪吏职”，但我们通常都认为，李白并不具备

“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政治素质，他的自我认知和真实
禀赋之间存在着深深的错位。

许 莹：影片塑造了一批冠绝古今的文人骚客群像，除
李白、高适之外，还有李龟年、杜甫、贺知章、王维、王昌龄、常
建、岑参、张旭、李邕等，还虚构了像裴十二这样的女性人物。
想请您从专业角度分析一下，片中群像人物关系的搭建，在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平衡得怎么样？

彭 敏：如果要讲历史真实，那么李白和高适不是相识
于初出茅庐的青年时代，而是在饱经沧桑的中年才遇见彼
此，高适也不会是李白最好的朋友（李白最好的朋友很可能
是《将进酒》里的“丹丘生”——元丹丘），并且他们的友谊最
后没能经受住安史之乱的考验，身陷囹圄的李白写诗向身居
高位的高适求救，后者选择了已读不回。但我个人以为，艺术
创作不可过分拘泥于历史真实，历史真实往往是琐碎平庸、
枯燥乏味的，抖落历史真实的枷锁，保留东鳞西爪的真实，然
后大刀阔斧去虚构和改造，这是很多创作者非常自然的选
择，如此一来，作品的深度、可看性才得到坚实的保障。但有
一点不可随便逾越：中国人最重道德判断，所以艺术创造不
可轻易改变历史人物的道德属性，不可颠倒黑白，混淆忠奸，
否则观众很容易用脚投票。

“文心涵濡”的坚实一步

许 莹：《长安三万里》是一个全龄向的动画：孩子们收
获“我会背诗”的成就感、青年人得到“职场艰难”的共鸣、中
老年观众获得“历经沧海”的感悟……今年暑期档的黑马影
片事实上都很好地实现了与观众的“共情”，也包括凭借野草
精神攀登属于自己人生高峰的《八角笼中》、爱我者予我深海
牢笼的《消失的她》。动画创作如何更好打通同观众的共情命
脉，又该注意哪些问题？

王一川：《长安三万里》是此前若干年来中国式动画片
领域的一次集大成式创作，特别是在总结《西游记之大圣归
来》等动画片创作成就基础上，将动画艺术创作引向了当前

人们高度关注的中华文明史高峰气象的动画构型上，为后
来者提供了一种值得师法和跨越的典范性作品。它给未来
动画片创作的一点重要启迪在于，既要有新颖而动人的动
画造型，也就是要以动画片本身的艺术成就感动人心；又要
在其中寄托深厚的历史文化蕴藉，给观众带来心灵的共情
和提升。这两者缺一不可，否则就是跛脚的艺术或不平衡的
艺术。这让我想到已故美学家李泽厚先生的观点：人的审美
能力有三个层级：最低层的是“悦耳悦目”，稍高级的是“悦
心悦意”，最高的是“悦志悦神”。现在不少作品只满足人的
最低层审美需要，大多数都无法抵达稍高层，而能够攀登最
高层的则特别稀少。《长安三万里》可以说已经跨越最低层
而抵达稍高层了，还展现出未来攀登最高层的潜力，值得重
视和期待。

许 莹：您曾提出“文心涵濡”的理念，指的正是依托中
国古典“文”及“文心”传统以及相关的人生境界论传统，吸纳
以古典“心学”为代表的中国古典人生智慧资源，形成以中国
特有的“文心”为核心的美育文脉传承。您认为这部电影在

“文心涵濡”方面做得如何？
王一川：我对这部影片的美学成就是持美中有不足的评

价态度：虽然存在抑李扬高的偏颇以及高李叙事与唐诗吟诵
之间的不平衡，但能够运用动画造型手段去诠释唐代诗人及
其诗歌创作活动，甚至让48首唐诗都纵情镶嵌入动画故事
整体中、唤起观众的唐诗吟诵冲动，从全民美育角度看，这本
身就是值得肯定的大众美育和公共美育效果。记得我去看电
影的时候，现场另有三对母子一道观看，其中有一个男孩就
激动地跟着影片吟唱起《将进酒》。这个场面是感人的，我不
仅没有感觉到不合适或不舒服，反而感觉到这是多么令人欣
慰的美育奇观！所以，我想有保留地说，这部影片在我自己标
举的“文心涵濡”方面已经迈出有力的步伐，成为一个值得重
视和师法的典范作品了。

我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影视作品乃至所有门类的文艺作
品，都能够尽力开掘本门类的表现力特长，以符合艺术规律的
方式，致力于“文心涵濡”的追求，在涵养年轻人的“文心”方面作
出新建树。从这个角度看，《长安三万里》虽然有不足，但总体
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这样的成功之作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许 莹：追光动画重点打造了新传说、新神榜、新文化三
大产品线，《长安三万里》正是“新文化”的第一部。在激活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池春水”方面，您有哪些心得体会？未来
还会有哪些新作品、新举措？

谢君伟：《长安三万里》是追光动画“新文化系列”第一部
作品，新文化系列是以历史中广为尊崇的闪光人物和经典作
品作为创作对象，我们用动画电影的形式，向观众讲述这些
闪光的人物故事，从而对我们自己的历史和经典作品有更深
入的了解和热爱。

我们希望《长安三万里》是有吸引力，有生命力的。唐诗
是融入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血液中的文化基因，我们用48首
耳熟能详的诗句串联起整个影片，让大家一听到这些诗，就
能唤起对诗词的记忆。同时，我们更加立体地展现了这些我
们熟悉又陌生的诗人们，让潇洒的李白，耿直的高适，顽皮可
爱、缺了一颗门牙的小杜甫，活灵活现、有血有肉地出现在观
众面前。我们更加用动画电影充满天马行空想象力的视觉语
言呈现了诗中意境，让观众能够置身诗词世界之中。

此外，我们认为一定要结合当下的时代精神。观众看《长
安三万里》，看的是这些诗人们的人生，也是在看自己的人
生，这些伟大诗人们在历史洪流中的抉择对我们的人生有着
指引作用。只有把文化瑰宝和时代精神相结合，这个作品才
能传播得更加久远，才会更加富有生命力。

追光动画“新传说”“新神榜”“新文化”三个系列会齐头
并进，2024年《白蛇：浮生》会与观众见面，而另外两个系列
作品也在持续开发中，追光动画会不断地把更多结合传统文
化和当下时代精神的作品呈现给大家。

7月16日，电视剧《欢颜》在北京大学举行了超前观影会。
该剧讲述了热血青年徐天秉承父辈的信仰与嘱托，从南洋出发
到广东，一路经福建、江西、浙江，最终抵达上海，成功将资助革
命的物资送交组织手中，完成自我人生淬炼与使命送达的年代
传奇故事。

该剧的导演、编剧徐兵表示，创作这部剧最大的初衷是想讲
一个少年的成长。“成长过程中会遇到不同的人，会不断遇到让
他成长的人，这个过程中有痛苦、有恐惧，但回忆他们的时候，最
多浮现的是‘欢颜’。”该剧从乱世之中各色小人物的自我选择切
入，呈现了时局下众生的复杂处境、危难中各阶层人物的革命理
想与矢志不渝的坚持，从“小切口”展开对“大时代”的洞察。

作为腾讯视频X剧场推出的第二部精品短剧，《欢颜》融合

了大量的黑色幽默元素，以独具风格化、戏剧化的全新表达方
式，通过接力护金的情节，展现主角徐天一路上的成长，立体呈
现出时局之下普通人与家国命运与共的生活图景，以及历史洪
流下蓬勃生长的信仰之光，让观众收获更深层次的精神共振与
情感共鸣。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在观影会上表示，《欢颜》将革命
故事融入个人成长，表达了小人物内心对信仰的坚守，也带来别
开生面的群像画卷，有很强的独特性和艺术性。中国传媒大学教
授戴清将《欢颜》定位为“浪漫惊险公路剧”，她认为影片展现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不同的建筑风格、地理地
貌，这些场景构建起作品鲜明的地域空间和美学特征。作品带有
隐喻象征的美学追求，以风格化的审美来讲述信仰的故事，对观
众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杨茹涵）

继上海电影节展映“读秒售罄”一票难求
后，电影《雪豹和她的朋友们》于7月22日再
度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八座城市十家影
院开启超前点映，让来自高原的宝藏“动物天
团”与热爱大自然的朋友们提前在大银幕“亲
密接触”。

“感动”“纯粹”“平等”“共鸣”……超前点
映后观众纷纷在第一时间分享了观看《雪豹
和她的朋友们》的感受。该片透过牧民摄影师
的视角，拍出了自然界最原始、最本真、最野
性的力量。从生命力满满的高原生物，到目不
暇接的视觉奇观，影片带给观众强烈的情感
震撼。据悉，该片将于8月4日全国公映。

（影 讯）

电视剧《欢颜》超前观影会在北大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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