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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于动画的教育和研究，我是一个外行，但作为一个动画爱好者，自忖对动画的喜爱程度可能在平均
水平之上。
且不说童年时代观看《大闹天宫》等经典动画片后的终生难忘，也不说作为家长陪伴儿子观看《猫和
老鼠》、《狮子王》、《七龙珠》等舶来品时的其乐融融，即便时至今日，虽然公务繁忙，但只要有
诸如《赛车总动员》、《加菲猫》、《变形金刚》等佳作播映，我仍尽可能抽出时间来一睹为快。
不过，一个众所周知、且令国人不能不感到苦涩的现象是，这个领域和市场多年来被海外特别是美欧
日韩等国家的产品“垄断”得太久了，甚至连孙悟空、花木兰等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也被这些海外产
品所运用而大获其利，可本土的优秀动画产品却几乎销声匿迹了。
对此，如果单以“文化帝国主义”的义愤和口号责之，似乎并不全面（文化产品的输入输出毕竟是自
愿交流的过程），也于事无补。
但不管怎样，近几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家庭到学校，从成人到儿童，在全国范围
内有一种呼声日趋强烈，有一个共识正逐渐形成，即这种局面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因为，在当今这个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无论从经济（文化娱乐产业作为拉动国民经济的火车头）
、政治（文化精品构成提升国家形象的软实力），抑或文化（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教育（培养新一
代接班人）角度看，振兴包括动画产业在内的文化产业，都已然是一个迫切需要探讨、解决的现实而
重大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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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复旦博学·新世纪动画专业教程：影视动画艺术鉴赏》共分为十二章，分别探讨了影视动画的
艺术特性与鉴赏、影视动画的类型，影视动画的主题、影视动画人物的典型性格塑造、影视动画的情
节结构、影视动画的视觉风格、影视动画的形象设计、影视动画的表演、影视动画的节奏与悬念、影
视动画的音乐、影视动画的改编以及影视动画的技术。
全书结构庞大，论述充分，图文并茂，既有理论的分析，也有具体作品的解析，是目前国内为数不多
的系统讲解动画艺术鉴赏的教材之一。
　　《复旦博学·新世纪动画专业教程：影视动画艺术鉴赏》可作为相关院校动画专业或相关专业的
教学参考书，也可供动画创作人员、相关研究人员和广大读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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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个时期：从20世纪20年代到“二战”结束。
这一时期美国动画傲视群雄，在上一阶段发明创造的基础上继续推动了技术的一次次突破性进步。
从动画片开始具备叙事功能和通俗趣味起，美国和欧洲动画的发展开始分道扬镳。
在基本技术确立以后，美国动画开始了大踏步前进，发展成为风头甚健、一时无两的动画王国，并据
此形成了成熟的动画工业模式。
而20世纪20年代，“一战”后的欧洲各种思潮风起云涌，艺术观念纷呈，电影创作者关心的是如何重
塑电影的形式，他们对新的美学观念的兴趣更甚于对技术开发的兴趣。
英国开始探索动画片的功能性，德国发明了实验型动画技法，还有一些国家采用了不规则构图、印象
主义与抽象主义画风，蒙太奇技法等也开始进入动画世界。
美国的沃尔特？
迪斯尼公司创立于1923年，从此以后，迪斯尼一次次突破了世界动画电影技术的局限，迪斯尼的发展
历史成为一部动画技术的发展史。
1924年3月，世界上第一部真人与卡通复合的影片《爱丽丝海上之日》由迪斯尼推上银幕；1928年世界
上第一部有声动画《威利号汽船》和1932年第一部用三基色色染印法拍摄的胶片动画片《花与树》由
迪斯尼推出；1937年，迪斯尼第一次使用多层摄影机营造视觉深度拍摄了《老磨坊》；1940年，世界
第一部多层次动画《木偶奇遇记》诞生；同年拍摄的第一部立体声技术动画《幻想曲》，无论在声音
与画面的对位，还是摄影技术、色彩等方面，迪斯尼都首开历史之先河，甚至比同时期故事影片的技
术更先进，极大地促进了动画的发展。
这一时期，欧洲出现了零星的动画艺术改造活动。
1926年，欧洲最早的动画故事片之一的《阿基米德王子历险记》，使用了一种特殊的黑色剪纸，同时
还大胆尝试利用新的材料——蜡和沙子辅助制作动画，被公认为是剪纸动画片领域中的经典之作；苏
联动画片起步较早，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批造型和内容都很优秀的作品，如大型木偶片《新格列佛游
记》等；德国的奥斯卡？
菲斯辛格以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1931年)为主旋律表现的抽象动态图案，和音乐中的特定元素
产生同步对位的效果；动画在英国开始迈开大步，1935年，连？
莱发明了直接在胶片版上画的“直接动画”，1937年，《商品交易的花纹》尝试用废弃的镜头，贴上
各种抽象花纹，创造了技法动画片；法国和加拿大都开始步入了动画的发展阶段，纷纷采用新的材质
和制作手段来丰富动画的表现力，如运用涂了颜色的石膏像制作立体动画，用大头针深浅不一地插在
白色原画布上的“针幕拍摄法”制作图线动画等；挪威动画师发明了借助于牵线和机械装置让木偶动
起来的设施，取代了以往的“逐格拍摄法”。
可见，这一时期欧洲拍摄的动画影片着重在内涵、层次、绘画风格上进行提升，对于技术的研究和发
展并没有特别的贡献，但是内容的诉求和品质的发展，必然引发动画在形式上和技术上的推进。
同时，这一时期中国和日本的艺术家都利用自己摸索出来的技术拍摄了各自国家历史上的第一批动画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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