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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我市举办了首届“厦门国际动漫节”、“全海豚”杯动画作品大赛是厦门国际动漫节的主要活
动项目之一。
它按照影视动画、游戏动画、网络及手机动画、实验动画、演示动画、广告及包装动画这样的分类未
设置奖项，是创新的尝试。
“全海豚”杯的参赛作品不限于动画片这个美术电影的分支，还包括了各种各样的动画新形式，比较
全面地反映了动画产业的发展现状。
为动画这种新分类提供理论基础的是李中秋先生与本书作者黄鸣奋先生等。
计算机硬软件与网络的发展给动画业以革命性的推动。
前者极大地提高了动画制作的效率，而网络传播的便利性与普及性给动画的各种各样应用提供了可能
。
今天，动画的应用已经渗透到许多领域，影响着人们的工作与生活。
在这个新兴的产业中，艺术家固然是必不可少的主导，却有半数的从业者是从软件学院培养出来的。
许多软件园设有动漫专区。
从数字內容制作的角度来看，软件与动画这两个似乎毫不相干的行业已变得边界模糊。
“全海豚”杯奖项设置方面的创新与“泛动画”的概念都体现了动画业发展的上述趋势。
黄鸣奋教授在这本著作中，结合动画实例分析，简洁直观、深入浅出地对“泛动画”所包含的动画类
别逐一进行了阐释，使读者对“泛动画”的概念及其所包含的意义有了全面的了解。
这样的研究对动画知识的传播与普及无疑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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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鸣奋教授在这本著作中，结合动画实例分析，简洁直观、深入浅出第对“泛动画”所包含的动
画类别逐一进行了阐述，使读者对“泛动画”的概念及所其所包含的意义有了全面的了解。
这样的研究对动画知识的传播与普及无疑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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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心境——效果演示动画《兔子》（1998）  06．唯有信仰力无穷——宗教福音动画《埃及王子》
（1998）  07．飞起双链锁蛟龙——过程演示动画《三峡导流明渠截流》（2002）  08．纵是傀儡亦多情
——原理演示动画《蒂姆汤姆》（2002）  09．拟得风云细端详——事件回放动画《郭晶晶夺冠》
（2004）  10．此身疑在仙境中——全景漫游动画《杭州印象》（2006）  11．横空出世真造化——建筑
效果动画《布达拉宫》（2006）  12．乐在逍遥对话中——辅助教材动画《大梦王小书包》（2007）  13
．九天揽得明月归——教学课件动画《嫦娥一号》（2007）（三）广告及包装动画：通过服务实现双
赢增值  01．虚实人物连袂舞——电影特效动画《电子世界真霸战》（1982）  02．巨笔绘出大洋来—
—电影特效动画《坦尼克号》（1997）  03．蔬菜恐怖出灵感——电影预告动画《超级无敌账狗——人
兔的诅咒》（2006）  04．泪眼相看华南虎——公益广告动画《冬天来了》（2003）  05．沁入尽在不言
中——品牌广告动画《代码猎手》（2006）   06．疯九网站聚人气——政治广告动画《台湾九九俱乐
部CRAZY9》（2007）  07．青丝长伴君怀舞——商品部广告动画《头发的故事》（2007）  08．妙笔生
花绘海韵——楼盘广告动画《五缘湾一号》（2007）  09．探索世界靠智慧——企业形象动画《海尔兄
弟》（2001）  10．波传环宇结同心——节目包装动画《五洲电视台》（2008） （四）影视动画：利用
数码技术营造奇观  01．人为刀俎我鱼肉——动画短片《达菲鸭》（1953）   02．戏仿竟成盖世功——
动画短片《何为歌剧，大夫》（1957）  03．技入化境转天真——动画短片《小小米罗许》（1999）  04
．何当独自蹁跹舞——动画短片《过程》（2001）  05．传神写照交谈里——动画短片《瑞安》（2004
）  06．有灵难得常相拥——动画短片《458纳米》（2005）   07．若非喜剧当何堪——动画短片《坠落
的艺术》（2005）  08．风流尽付一笑中——动画短片《绅士决斗》（2006）  09．妙手丹青贵点睛——
动画短片《夜车惊魂记》（2007）     10．巾帼美名海外传——动画长片《花木兰》（1998）  11．无邪
童心察幽明——动画长片《魔法阿妈》（1998）  12．丑容悦心为真爱——动画长片《怪物史莱克》
（2001）  13．自古英雄出少年——动画长片《天才小子吉米》（2001）  14．魔法人情多关联——动画
长片《千与千寻》（2001）  15．奋勇拼搏为自由——动画长片《小马王》（2002）  16．千里寻子见真
情——动画长片《海底总动员》（2003）    17．雪地悲歌思娘亲——动画长片《五岁庵》（2003）  18
．人兽本可如兄弟——动画长片《熊的传说》（2003）  19．无言之中透刚强——动画长片《疯狂约会
美丽都》（2003）  20．真爱岂缘神仙水——动画长片《怪物史莱克2》（2004）   21．再作冯妇驭风云
——动画长片《超人特工队》（2004）  22．时有另类出少年——动画长片《鲨鱼黑帮》（2004）  23．
魔界自有宁馨儿——动画长片《红孩儿》（2005）  24．幽灵岂是无情物——动画长片《僵尸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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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25．邀君共作踢踏舞——动画长片《欢乐的大脚》（2006）   26．报国沙场继父志——动画
长片《小战象》（2006）   27．风驰电掣多关情——动画长片《赛车总动员》（2006）     28．不胜之胜
梦成真——动画长片《冲浪企鹅》（2007）  29．秘密尽藏厨师帽——动画长片《料理鼠王》（2007） 
30．异笔勾勒龙文化——动画长片《功夫熊猫》（2008）  31．五环旗下奏凯旋——动画系列片《福娃
奥运漫游记》（2007）  32．丹青百科出湖南——动画多系列片《蓝猫淘气3000问》（1999）（五）游
戏动画：设计可交互的大千世界  01．自古灵感出闲暇——终端射击游戏《空间大战》（1962）  02．
庞大产业自君始——街机射击游戏《电脑空间》（1971）  03．方寸之地决雌雄——手持驾驶游戏《美
泰赛车》（1976）  04．拼板拼出大文章——终端益智游戏《俄罗斯方块》（1985）  05．三维互动新水
准——PC射击游戏《毁灭战士》（1993）  06．一招一式总关情——PC角色扮演游戏《仙剑奇侠传》
（1995）  07．股掌之间玩天下——多平台事时战略游戏《魔兽争霸》（1994）  08．何当对酒话聊天—
—网络社交游戏《哈宝旅馆》（2000）  09．世间万象皆再造——PC战略仿真游戏《模拟人生》（2000
）  10．虚实世界相对抗——GPS对抗游戏《现在您能看到我吗？
》（2001）  11．孤身涉险君真健——家用动作冒险游戏《汪达与巨像》（2005）  12．善恶正在一念间
——电视射击游戏《生化奇兵》（2007）  13．潜龙谍影谱新篇——手机动作冒险游戏《合金装备》
（2007）  14．橙蓝双门任穿行——家用动作智力游戏《瑞口》（2007）（六）网络和手机动画：借助
新媒体而广泛流传  01．智熊扮演新鱼雁——网络通信动画《偶见宠物》（1996）  02．芳容一度倾天
下——网络导播动画《阿娜诺娃》（2000）  0a．何当瀚海施编目——网络浏览动画《巴别塔》（2001
）  04．引擎化为五色笔——网络搜索动画《数字的秘密生活》（2002）  05．安得窃听现真形——网
络监视动画《面向智力共同体的艺术史》（2002）  06．心绪无端话傀儡——网络聊天动画《超电影》
（2002）  07．雪花飞舞鹿橇来——网络贺卡动画《和圣诞老人在一起》（2005）  08．爆笑万方无厘头
——手机动画连续剧《大闹西游》（2005）  09．无线娱乐多噱头——手机动画《大话G游》（2006） 
10．平凡生活有真趣——手机动画《刺激的儿童节》（2007）  11．此生愿化身千亿——手机动画“视
频化身”（2007）  12．顺应时变小麦包——网游动画动电影《大唐风云》（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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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03 动画节理念我们既要看到实验动画、演示动画、广告及包装动画、影视动画、游戏动画、网
络及手机动画等相对鲜明地表现了当代动画发散化、专业化、服务化、奇观化、交互化、互联化的趋
势，又要意识到当代动画彼此渗透的必然性。
这种渗透的前提主要是数字化所带来的统一编码、统一媒体。
正因为如此，厦门国际动漫节将“泛动画”作为自己的重要理念之一。
根据李中秋先生的看法，当前，动画领域正在发生六种变化：产量由低趋高，生产成本由高趋低，生
产周期由长趋短，内容由广义趋于个性化，创作群体范围越来越大，制作单位越来越小。
随着技术的发展，个人工作室会成为主体。
泛动画由动画片、CG和动画表现构成。
其中，动画片包括电视系列片、影视长片（含美术片与故事片）、系列短片等，CG包括影视特技、
广告、节目包装等，动画表现包括设计效果、事件回放、教学课件、虚拟现实等。
与此相适应，泛动画人才培养的学习方向应当包括创作能力、新媒体技术、新的制作手段、不断出新
的动画应用市场等；发展方向有新媒体、传统媒体新应用、展示与设计、广告、教育材料、仿真和虚
拟现实、艺术创作和包装等。
“泛动画”一词最早是由李中秋在中国动画网上提出来的（2002）。
他后来在吉林国际动画教育论坛、韩国首尔动画节上加以宣传（2004）。
2006年4月28日，在第二届中国国际动漫节（杭州）所举办的活动中，有一个名为“数字技术与泛动画
时代”的分论坛。
《电视字幕（特技与动画）》编辑部以“喜迎丰收硕果，再聚动画之都”为题对此做了报道（见该
刊2006年第3期）。
李中秋先生在“艺术教育与文化创意产业论坛”  （北京电影学院，2006）等场合对“泛动画”进行了
阐述。
其后，报刊上陆续有文章使用这一术语。
例如，吴宏波、孙萌提出：“今天的动画艺术正在经历一个媒体革命的重要时期，如同从电影动画到
电视动画的革命一样。
动画也从一门艺术形式向一个数字内容产业转变。
动画产业和相关行业的发展，也将改变目前动画的就业状况。
这就是‘泛动画’领域，它是包括网络、移动性新媒体动画、多媒体技术应用、游戏、教育软件、智
力玩具、电子出版等一切需要或可以利用动画技术的领域。
随着数字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泛动画’领域的人才需求，将远远超过目前的教育规模。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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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对动漫的兴趣，最初是在陪孩子看《米老鼠与唐老鸭》的过程中产生的。
在写作《数码戏剧学：影视、电玩与智能偶戏研究》（2003）时，我将注意力集中在西方动画技术的
历史发展及其戏剧价值上。
《互联网艺术》（2006）一书所关注的则是当代西方网络动画。
真正接触到动画产业的实务，是从2008年参与筹办首届厦门国际动漫节高峰论坛开始的。
本书对动画的分类来源于这次动漫节的奖项设计。
参与奖项设计的李中秋、刘天榕、林旌扬、黄玉玲、吴志强等同人对我多所启发。
林旌扬博士作为厦门信息产业局副局长负责筹办这次动漫节高峰论坛等工作，不仅亲自带队去欧洲考
察，而且与国际动画电影协会建立了密切联系。
在厦门市领导的重视与支持下，首届厦门国际动漫节取得了圆满成功，我也因此大开眼界，得以完成
此书的写作。
谨致谢意。
动画似浅实深，要作出恰当评介，并非易事。
书中对于动画作品的分析，是从不同学科的角度进行的。
除自己的观感和思索外，参考了不少相关材料（尤其英文版维基百科全书）。
对于这些文本的作者，我深怀感激。
李娅菲博士帮我搜集理论资料，谨此致谢。
本书因厦门大学特聘教授经费而得以出版，厦门大学出版社玉成此事，牛跃天编辑精心校订。
这些帮助都是我所难以忘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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