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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中国学派”既要传承更要超越
《天书奇谭 》 4K修复版重映 ， 遍地

文章追忆 “上海美影厂的旧时光”。 没有
谁会质疑， 1980年代的 《天书奇谭》 《哪
吒闹海》 《山水情》 和1950年代的 《大闹
天宫》 《骄傲的将军》 等， 是中国动画电
影曾经的巅峰作品。 上世纪后半期， 中国
动画电影经历两段黄金时光， 那些年里的
创作大量融入传统美术、 戏曲曲艺、 传奇
话本和民间故事， 到1980年代末， 电影研
究者以 “事后之明” 形容这些作品造就了
动画的 “中国学派”。

时过境迁， 《天书奇谭》 重映， 海报
上诸多主创的名字已围上黑框 ， 斯人已
逝， 追寻已远， 美影厂的旧作再现于大银
幕， 感伤的情怀之外， 更值得思考的是，
这些作品以及笼罩着它们的 “中国学派”
的概念， 是被封存在电影博物馆的静物，
还是， 它们内在活泼的生命力能成为存续
于当代的创作观念？

现任美影厂厂长速达提到 《天书奇
谭》 修复过程时， 在具体的调色和配乐细
节中， 尝试作些平衡， 中和它的时代感，
顺应当下观众的观影习惯。 但这些微调和
平衡是必要的么？ 这让人想起之前 《大闹
天宫》 的修复， 修改画幅， 增补原画， 改
成宽银幕， 且做了3D效果。 但那一次的
尝试结果并不理想， 新老观众都不需要一
部伪装成新片的老电影。

《天书奇谭》 是诞生在38年前的动画
电影， 它的时代感和超越性是同在的， 不
回避它创作中的时代痕迹， 才可能真正认
知它在审美层面的超越性。

许多七零后、 八零后的私人回忆里，
《天书奇谭》 和 《大闹天宫》 代表了 “最
好的中国动画”， 但其实这两部作品的创
作背景完全不同， 表达方式和美学特色的
差异也很大。 《大闹天宫》 诞生于民族
意识强烈的大环境中， 动画语言大量吸收
戏曲表演的修辞， 大量动作场面的设计思
路来自京剧武戏 。 为了维护 “戏 ” 味 ，
《大闹天宫》 的平均镜头时长要远远长于
常规动画， 近似于用动画再现和维护戏曲
的韵致， 当然这也造就了 《大闹天宫》 独
特的观感。

《天书奇谭》 上映的1983年， 当时的
文化环境和创作氛围都不同于 《大闹天
宫》 时。 《天书奇谭》 带着鲜明的八零年
代气息， 创作者固然延续了行业传统， 从
传统文化的留存中吸收大量素材， 但剧作
和视听表达的时代感是很强烈的。 它不是
简单化地继承1950年代或更早的 “民族遗
产”， 它是立足于1980年代的创造。

《天书奇谭》 的情节来自罗贯中、 冯
梦龙先后根据民间传说和市井话本整理改
写的长篇神魔小说 《平妖传》， 罗贯中在
元明之际编了前20回， 到了晚明， 冯梦龙
的增补定稿版本是40回。 这不是一部为人
熟知的小说， 《天书奇谭》 的编剧选取且
保留了原作中若干角色的有趣 “人设 ”，
深入浅出地调整成更容易被普通观众、 尤
其小观众接受的版本： 小说中私刻天书到
洞窟石壁的白猿精， 成了 “袁公”； 诡计

多端的狐母圣姑姑， 是老狐精； 左腿因伤
致残的小狐精， 成了贪吃的胖狐狸； 张昌
宗转世的媚狐狸， 便是狐女； 从蛋里孵出
来的 “蛋子和尚”， 就是蛋生。

导演钱运达曾在捷克留学， 《好兵帅
克》 的 “聪明傻， 傻聪明” 劲头学到骨子
里， 编剧王树忱是上海人形容的 “冷面滑
稽”， 这对组合在 《天书奇谭》 里的创作
原则是 “奇、 趣、 美”。 创作者充满勇气
和想象力地从唐宋背景的神魔小说里提炼
了角色和人物关系 ， 结合当时的时代特
色， 改写出一部充满幽默感和讽喻色彩的
世情戏剧。

故事明线是蛋生阻止三只窃取天书秘
密的狐狸精祸害人间， 但这个剧作冲突的
根源在暗线， 是看守天书的袁公和天庭之
间的分歧， 袁公质疑天庭垄断天书， 任人
间陷入苦难， 他坚信天书应为人所用、 造
福人间。 袁公的造型设计， 参考了戏曲中
的红生， 也就是关羽的模样， 一目了然地
象征正直和公义。 但他让人联想到的并不

是本土化的关羽， 他更像是中国版普罗米
修斯 ， 一个盗火者 。 “人和神的冲突 ，
人对神的挑战” 这个暗线的主题， 让 《天
书奇谭》 的剧作格局在传承的同时有了超
越感。 至于故事的明线部分， 蛋生和狐狸
精们斗智斗勇的过程中见识人间百态———
盲目的底层 ， 贪婪的和尚 ， 钻营的官员
……喜剧的能量来自内核生猛辛辣的讽刺
精神， 可以说， 在1980年的语境中， 《天
书奇谭》 是一部富有强烈时代气息的喜剧
文本， 它用 “笑点” 表达着时人的痛点。

片中既有山水清幽、 园林雅致的古典
意趣， 也有狐狸们在洞府里蹦迪的炫酷段
落。 那段 “狐精艳舞”， 当年让小观众目
瞪口呆， 成年观众大呼时髦。 这是 《天书
奇谭》 创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点， 即， 主创
们大量参考绘画、 壁画、 文物和戏曲获取
素材的同时， 他们创造的形象和画面仍然
是立足于观众日常经验的。 影片的12万张
原画， 大量源自画师们四处采风， 从实实
在在的现实中临摹而来。 片中出现的舞龙

舞狮、 皮影表演、 热闹赶集， 甚至渔船人
家， 在当时很多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

《天书奇谭》 成为经典， 并不是抽象
的审美的胜出， 恰恰是它的 “时代感” 造
就了它， 从精神气质到经验细节， 它是对
它所诞生的那个时代的回应。

对于今天的创作者而言， “想做过去
那样的动画”， 这很可能是无能的逃避。
“中国学派” 和 “民族特色” 的艺术动画，
不是简单挪用戏曲、 国画、 民族遗产的元
素所造就的。 局限于细节的刻板复制， 脱
离当代生活经验和时代诉求的静态碎片，
并不构成文化。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表达，
人们的经验、 智识和审美习惯， 总是不可
避免地在时间的流逝中被辩证地重组———
这是 《大闹天宫》 和 《天书奇谭》 带给今
天的创作者们的冲击和思考。 在这些作品
里， 观众同时看到了继承和超越， 在它们
之后， 后续的创作者们多大程度做到了继
承和超越呢？

（柳青）

本报讯 电影 《穿过寒冬拥抱你》 将
于12月24日在全国上映， 影片聚焦普通
武汉市民真实自然的生活， 将他们在疫
情之下充斥着人间真情的百态人生娓娓
道来， 带人们重温那个寒冬里的抗疫记
忆。

《穿过寒冬拥抱你》由薛晓路执导，黄
渤、贾玲领衔主演，朱一龙、徐帆、高亚麟、
吴彦姝、许绍雄主演。近日，影片发布全新
人物海报，黄渤饰演的快递小哥阿勇有牵
挂的家庭，却选择告别亲人，以志愿者的
身份运送旅客和物资，“这时候不谈钱”。

贾玲饰演的外卖骑手武哥在人满为患的
火车站窗口，努力打听着滞留外地的女儿
回乡的可能。徐帆饰演的旅行社老板刘亚
兰生意遭受重创， 与高亚麟饰演的丈夫
李宏宇在家爆发争吵 。 然而 ，在阴霾笼
罩之时， 爱与思念却比以往更加热切，普
通人把自己化为彼此最坚实的依靠。武哥
用手机与朱一龙饰演的钢琴老师叶子杨
互相打气 、传递惦念 ，上演 “不见面的浪
漫”。许绍雄饰演的餐厅老板沛爷，与吴彦
姝饰演的退休医生谢咏琴，无法面对面诉
说思念，便在楼下以戒指遥遥立誓，许下

“疫情一结束，我们就结婚”的感人约定。
据悉 ， 电影取材自真实人物事件 ，

导演薛晓路在创作前期走访了疫情期间
各行各业的志愿者们， 收集了大量故事
素材。 电影中每一个人物都浓缩了真实
的原型故事。 提起家乡武汉， 朱一龙坦
言 “疫情期间武汉人民展现了非常强大
的韧性， 同时又非常积极乐观”， 徐帆则
表示 “我的家乡是一个很伟大的城市 ，
这里的市民让人敬佩， 他们经历了常人
无法经历的东西”。

（艾文）

《穿过寒冬拥抱你》 演绎小人物的抗疫百态

《天书奇谭》

《
骄

傲
的

将
军
》

《九
色
鹿》

《哪
吒
闹
海》

《山
水情》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