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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视机时代成长起来的人，基本上都具备读解两种语言的基本能力。
一是牙牙学语，用嘴巴说，常常都从叫“妈妈”开始。
而另一种，就是视听语言，用眼睛看，用耳朵听——除了在睡觉前看着插画听妈妈读故事之外，最多
的还是从电视动画片里面学会的。
电视机如同客厅里的戏院，快乐的观众们可以在戏台下或坐或躺，人们离动画如此之近几乎触手可及
——带着无比熟悉的亲切感，很多人开始了对动画创作的学习。
然而，会品味一道美味的菜不等于就能成为一个好厨子，当一个充满热情的观众从光辉灿烂的前台冲
到后台准备开始拜师学艺的时候，等待他的只是一堆没有生命的木偶模型，陌生吗？
真的很陌生。
对于很多初学动画的人来说，一切都是陌生的。
也许我们已经掌握了很多具体的单项技术，比如造型设计、场景设计、故事板的绘画、原动画规律
、Haya、3D MAX等，但是真正的创作是什么样子的？
创作是把所有的在基地训练的技能都拿出来综合地应用，是解决很多的意想不到的问题，是学会忽然
停下所有的工作，然后不断地重复、重复⋯⋯总而言之，当真正开始尝试创作的时候，很多人忽然发
现自己原来还只是在起跑线上。
学习动画创作就是掌握一门语言，正如李阳曾经说：学英语就像学游泳，不可能在岸上学完了所有所
谓的技巧之后就能马上变成好手，关键是下到水里，在水里学习和总结体验。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学习动画也需要这样，不管是不是掌握了全部，先泡到水里去，从熟悉水开始
，从了解水里的生活方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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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记录的是一次完整的关于艺术创作的实践，也是所有参与者的成长过程。
书中包括了：认清编写剧本的立场、强调道具细节的精巧、三维角色模型的制作、制片的统筹分配至
关重要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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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矛盾的典型性。
没有矛盾就没有故事的推进，如果我们不能为一个“普通家庭”寻找到一个典型的矛盾，那么我们的
故事就无法产生独特的趣味性，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性”的主题也无法从中体现出来。
这样，我们创作的大方向逐渐地被整理出来了：一个普通的家庭，一个典型的矛盾。
如果把我们所想表现的主题比作“太阳”的话，那么我们此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尽快寻找到一滴能反
射出“光点”的小水珠。
1.2保护——构筑概念寻找到一个有趣的想法是件让人兴奋的事，初始的想法就像是一颗在艺术创作者
心里埋下的种子，细心地放下去再慢慢地覆盖上土，然后就是焦急地等待发芽结果。
谈何容易。
因为还需要我们懂得去呵护和培植，否则脆弱的成长会轻易夭折。
因为题材选择越具体就越难，所以很多意志薄弱的作者很容易放弃和更换刚刚拿定的主意。
怎么办？
有效的方法是尽快在初始的想法中导入一个具体的概念。
所谓“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产物，是通过使用抽象化的方式从一群事物中提取出来的
，反映其共同特性的思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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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情节动画短片创作解析》：民族性是什么？
只讨论传统或幻想未来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身边正在发生的一切才是穿起过去和将来的线索——没有
对当代的认知，我们无从找到发力的方向。
在世界面前，中国动画的形象已经被定格在“传统”的位置上太久了——如何表现身边的生活，如何
表现身边的时代，是我们真正需要寻找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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