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仍以“唱诗班”系列国风动漫为例，这一系

列动画严谨的场景细节可见其用心。

比方在街坊市集出现的传统工艺“糖画”，

中秋佳节贩售的各色福字和生肖“灯笼”以及

当地“舞火龙”的习俗，而对于成功考取功名之

人，其家门口便会伫立“功德石碑”的细节也

同样在剧中得到了还原。甚至小到蝴蝶身上的

“翅膀”，创作人也并未放过展现传统“剪纸手

艺”的机会。至于国韵画风的场景就更不用说了，

充斥着整部创作，让人目不暇接。

有网友注意到，在《相思》中，六娘家门口

的对联都换了三次：小男孩“投豆”，六娘报之

以粥时，六娘家门口对联是“传业诗书得真趣，

开意花草生远情”；长大后变为“花落为添疏鱼

影，柳飞欲伴春燕归”；嫁人后为“巧借花容添

月色，欲逢良夜度春宵”。

这组动画的缘起是上海嘉定宣传部要拍摄

一系列展现当地文化名人的片子，“唱诗班”团

队介绍，为了让故事更加真实可靠，在短片故

事出来之后，团队的每一个人都翻遍古文典

故，掏空百度文库，反复请教编剧老师和历史

顾问，包括在绘制分镜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

对细节的考究，比如为了一个灯笼穗儿的形状，

他们甚至会发疯似的熬上三四个大夜反复推敲

考证。就是这样每一处的细节设计，赋予了影

片别样的生机，让故事和画面看起来更加动人，

紧紧地抓住了观众的眼睛，还原出中国文化的

独有味道。

 谈“国漫崛起”还为时尚早

上世纪 60 年代的《小蝌蚪找妈妈》开创了

中国经典水墨画动画片时代，70、80 年代的《哪

吒闹海》、《天书奇谈》等好作品又是一个高峰，

但到了90 年代以后好像精品就越来越少。尤

其从近年来受到市场肯定的中国风动画片来看，

作品风格依然摆脱不掉日本动漫所带来的影响，

虽然故事及人物来源于本土，但已经不是上世

纪 80、90 年代那种原汁原味的中国风动画片了。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豆瓣电影中查阅发

现，在动漫类电影的评分中，评分 9.2 以上，

排名前十的动画电影，仅有一部中国作品上榜，

它就是 1961年版的《大闹天宫》，而其他高评

分动漫作品基本被日本、美国包揽。

对于最近几年接连涌现出一批国漫精品，

有人大呼“国漫崛起”，不过，对于这个说法，

动漫业界人士也毫不掩饰地表达：为时尚早！

或许“唱诗班”系列动画片让我们看到了中国

动漫的另一种可能。

同时，剧本的硬伤、“强拗中

国风”等问题依然存在，而且业

内人士表示，如今动画片市场并

不被看好，中国动漫行业依然处

于依靠国家扶植才能实现运转的状态，

许多国产动画片在制作上不过关，而

很多制作精良的动画片由于缺乏资源与

推广导致夭折，而由此衍生的行业问题

也比比皆是。彭擎政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中

国动画市场确实存在着很多问题，因为动

画涉及的产业链非常复杂，但是不要对中国动

画行业现状太过灰心，任何一个行业都有一个

成长的过程，对这个行业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去

坚持。”

国漫崛起与否我们在这里就不再探讨了，

毕竟今年的图景究竟是阶段性的历史现象还是

创作力的常态化输出，这还需时间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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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漫”惊喜不断，熬出浓浓中国味

  对中国传统文化巧妙解读

从《相思》到《一生至爱》，从《元日》

到《游子吟》，从《饮湖上初晴后雨》到《夜

思》，中国唱诗班每次出手，都是一部情

怀满满的中国风动画，故事或缠绵悱恻，

优雅深情，或才子佳人，家国情怀……

他们一年才出一集动画，却红爆了网

络，豆瓣评分平均 8.3 以上，B 站评分则

高达 9.8。为什么这些动画片能这么“火”，

甚至“催泪”，我们不妨从网友们传颂最

多的“相思篇”中一窥究竟。

《相思》中，创作者依托于素有“诗佛”

之称的唐代诗人王维的同名诗篇《相思》，

讲述了嘉定名士王初桐和隔壁的六娘青梅

竹马、红豆定情最后却因家庭条件相差

悬殊而无缘相守的爱情故事。

画面一点开就是一股清新而不失现代

感的国画风，片中的小男孩拿着一粒红豆

跑到隔壁六娘家，向意中人展示手上的瑰

宝，男孩在细雨中木立不前，而女孩的一

句“不就是红豆吗？”，“激”得男孩立马

接话：“这不同，这是王维诗里的红豆”，

并开始吟读“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而最后一句“此物最相

思”却始终吟不出口。那种羞涩、含蓄、

木讷，但又急于表达的神态在画面中可谓

活灵活现，看客都“着急”了。此后，两

人长大后在街边擦肩走过而不语、隔墙遥

寄相思，直至六娘出嫁男孩情绪爆发……

中国人那种含蓄的情感表达，以及有情人

终不得相守的哀怨嵌入人心，秀才和六

娘那份心酸无奈的遗憾恋歌在“相思”的

悠扬曲调中结束。

短短 9 分钟的剧情就已然让观影者

感怀身受，情绪波澜，这种巧妙地对中国

传统文化解读的方式，让人不禁叫绝。

从“细节控”，看中国味

一部作品是否真的质量

上乘，资深观影者往往

会以“细节”评判。就

像“正午阳光”出品的

诸多剧集被称作“良心

剧”就离不开细节的精

雕细琢、道具的煞费苦

心。在这些评价颇高的国

产动漫中，细节也是一个值

得一说的亮点。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余枚珠

走进电影院看动画片

早已不是孩子的“专利”，

当下，一批制作精良的国

产动画正捕获“大人”们

的心。

3月初，“中国唱诗班”

时隔一年新推出的动画《一

生至爱》收获海量好评，

全片以梅花为“媒”，讲述

了元朝书法家赵孟頫与诗

人管道升相见、相爱、相

怨再到重归于好的爱情故

事，经典的《我侬词》配

上中国风满满的动画，感

人至深。

“美哭了！”“惊艳！”

“中国动画最美的样子

……”，这一系列动画延续

着“唱诗班”中国文化的

路子，网友好评不断。

在此之前，今年 1 月，

国产动画电影《白蛇：缘

起》上映后也是一片叫好，

再回观 2018 年涌现的《大

世界》《刺客伍六七》《魔

道祖师》，以及由陶虹担任

出品人的《风语咒》等作品，

这一批“国漫”集体刷新

了人们对国韵画风的审美

高度，带来优质的视听享

受。

有人因此高呼“国漫

崛起”“国漫终于找到了自

己的路”，而“唱诗班”系

列的 85 后导演彭擎政却

说，还需要给国

产动漫一

些耐心

和 时

间。

荐影 国漫
精品

对于中国风动漫，你有什么想说的。
扫一扫，参与讨论吧！

动漫《相思》海报。

                      《大护法》 
上映日期 : 2017-07-13

影片讲述了弈卫国的大护法，一个矮矮的红

胖子，为了找回出走的太子，只身来到花生镇。

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故事，也是一次寻人路上的

奇遇。但它的特别之处在于，用动画片的方式拍

残酷的成人世界，有一种特别奇妙的效果。就像

是童真与暴戾的对撞，或温热与冷冽的交锋，无

法调和，最终热得更热，冷得更冷，直指人心。

《白蛇：缘起》
上映日期 : 2019-01-11

捕蛇村红叶似火、风景如画，村外崇山峻岭、

层林尽染，永州城流光溢彩、灯火辉煌。影片水

墨风非常惊艳，漫天蒲公英无比浪漫，纸人军团

极致震撼，动作戏让人瞠目结舌。2019 年的第一

份国产惊喜。

《魔道祖师》
上映日期： 2018-07-09

动漫《魔道祖师》改编自同名小说——晋江

耽美文头牌，单章点击量破 200 万（全文共一百

二十六章），这部动漫起初为人称道的就是画风，

有网友评论说，“在学日仿美的趋势中简直是一股

清流，片头像墨渍未干的中国画，人物颜值又可

比明月光，细节处理也实在良心，连向来严苛的

原著党也赞不觉口称展现了看书时的一切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