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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
——新中国70年国产动画电影创作回顾

截至8月31日，《哪吒之魔童降世》已经收获票房46.78亿，超越《流浪地球》位居产业化以来中国电影单片票房第二名。与此同时，该片在澳洲、北美等海外市场上映

也取得近年来罕见的优异成绩。此前国家电影局专门组织召开影片研讨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哪吒之魔童降世》创作和市场成功背后是中国动画电影的整体发展。

国产动画片作为电影中重要的类型和样式，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受到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为代表的中国动画创作力量在不同的历

史时期分别创作出了如《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宝莲灯》、《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等多部优质作品，丰富了国内观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在世界范围内

获得多个奖项，为中国动画片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

虽然与欧美日韩等国相比，我国动画电影起步较晚，但是国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都通过多种手段给予大力支持。电影产业化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动画

电影呈迅猛发展态势，在资金、生产、市场、人才、教育、衍生品开发等产业各环节全面推进。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中国动画电影创作影响深远。从2015年至2019年，基于优秀传统文化题材的动画作品显著增多，优秀传统

文化成为连接影片与消费者的有力纽带；国产动画电影作品产量不断攀升，成为动画生产大国。与此同时，国际合作愈加频繁；动画基地布局总体完成；创意、研发、衍生

品授权等产业链日趋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初步建立，全国多所高校开办动漫专业，就业人数屡创新高；动画公司和企业大量涌现，产业辐射人群日趋广泛，产业产值和社会

影响不断增大，目前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相关数据显示，在2019年的前8个月里，中国电影市场已经有25部本土动画电影上映，其中1部票房过10亿，4部票房过亿，14部票房过千万。在政策和资本的支持

下，中国动漫产业已经走过粗放发展的阶段，开始步入注重质量和效益的集约发展阶段，正在完成由动画生产大国向动画生产强国转变。

▶ 1950 年 2 月，原东北电影

制片厂美术组的特伟、靳夕、方明

等人奉调到上海加入上海电影制

片厂，以此为标志，新中国的动画

片创作以上海为中心逐渐开展起

来，中国动画片也开始进入蓬勃

发展的阶段。

▶ 1955年的《乌鸦为什么是

黑的》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动画

片，该片于1955年获得文化部优

秀影片三等奖，1956 年获得第八

届意大利威尼斯国际儿童电影展

览会儿童文艺影片一等奖，1958

年获得意大利国际纪录片和短片

展览会荣誉奖状，赢了国内外的

一致认可，也标志着中国动画从

此进入彩色时代。

▶ 1957年4月上海美术电影

制片厂成立，中国动画片进入一

段繁荣期。各位艺术家在上海相

互取长补短，在各自的创作经验

上进行总结，摆脱了美国和苏联

的影响，摄制出一些新题材、新风

格的动画片，形成了具有民族风

格的中国动画发展之路。

▶ 万籁鸣、张光宇、张正宇

等人在 1961 年和 1964 年制作出

的大型动画片《大闹天宫》上下

集，先后获得包括中国第二届大

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动画电影、捷

克斯洛伐克第 13 届卡罗维发利

国际电影节短片特别奖、第二十

二届伦敦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

奖、中国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

艺创作评奖委员会一等奖、厄瓜

多尔第五届基多国际儿童电影节

三等奖、葡萄牙第十二届菲格腊

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评委奖在内的

多个奖项。迄今为止，《大闹天宫》

已经在全球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

上映，为中国动画片赢了了巨大的

世界声誉，孙悟空也成为全世界观

众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

▶ 1979 年为庆祝建国三十

周年摄制的《哪吒闹海》，代表了

80 年代中国动画创作的最高水

平。此外，《哪吒闹海》也是中国

第一部大型宽银幕美术片，也是

第一部在戛纳参展的华语动画电

影，是中国动画在与世界接轨中

迈出的关键一步。

▶ 上 海 美 术 电 影 制 片 厂

1999 年出品的动画电影《宝莲

灯》，是中国动画片首次采用故事

片的导演和录音师，在画面、造

型、配乐上都进行了精心设计，获

得了第 19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

佳美术片奖、第 6 届中国电影华

表奖优秀美术片奖、第 9 届中国

电影童牛奖优秀美术片奖等奖

项，该片于1999年7月30日上映

后，在全国取得了2500万元票房。

▶ 2001 年的《小虎斑斑》是

中国第一部全三维制作的动画

片，同年动画短片《青娜》也制作

完成，这是我国第一部全数字制

作的动画短片，标志着中国动画

在数字制作方面迈上新台阶。

▶ 2006年的《春田花花同学

会》成为电影产业化改革以来首

部票房突破千万元的国产动画，

2008年林超贤导演的《风云决》将

这一纪录提升到 2434 万元，2009

年的《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牛气冲

天》首次将国产动画票房带入“亿

元时代”。

▶ 2010年，中国从产量上超

越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动画

生产国。

▶ 2014 年《十万个冷笑话》

上线并受到好评，之后《龙之谷》、

《大鱼海棠》、《大世界》、《大护

法》、《白蛇：缘起》等针对非儿童

受众或合家欢题材的动画作品开

始频繁出现。

▶ 2015年7月10日《西游记

之大圣归来》上映，该片在当年暑

期档取得 9.56 亿票房，让资本看

到了动画电影的市场潜力，自此，

民间资本接替市场补贴进入动画

电影领域，动画电影开始成为各

路资本追捧的热点。

▶ 2016年，“东方梦工厂”制

作出了第一部中美合拍动画电影

作品《功夫熊猫3》，在中国内地电

影市场上收获 10 亿票房。同年

另一部中美合拍动画片《摇滚藏

獒》也在中国市场上映，质量颇受

业内好评。

▶ 2019 年 7 月，国产动画电

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上映，上映

37天票房46.78亿元，位居中国电

影票房榜第二名，不仅创造了中

国动画电影的新纪录，也在澳洲

等海外市场飘红，登顶十年华语

影片上映首周末票房冠军。

新中国的成立，不仅带来了时代

变革，也为动画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活

力和新生。一方面，统一的新中国为

人才集聚创造了条件，原先国统区和

解放区的动画创作人才能够一起为新

中国的动画事业作贡献；另一方面，由

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意识形态领域有

重要作用，而动画片在造型特点和表

现形式具有独特性，受到格外重视。

1950 年 2 月，原东北电影制片厂

美术组的特伟、靳夕、方明等人奉调到

上海加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以此为标

志，新中国的动画片创作以上海为中

心逐渐开展起来，中国动画片也开始

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

在 1950 年-1956 年间，中国动画

片创作者拍摄出的大部分动画作品，

都以少年儿童为目标受众，创作者充

分发挥了动画片通俗易懂的特点，制

作出以可爱动物形象讲述童话故事的

《谢谢小花猫》、《小猫钓鱼》、《机智的

山羊》、《乌鸦为什么是黑的》等，以及

讲述中国传统民间故事传说的《骄傲

的将军》、《神笔》等，很多新中国动画

的开创性作品都出自这一时期。

其中，1955年拍摄的《乌鸦为什么

是黑的》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动画片，

该片于 1955 年获得文化部优秀影片

三等奖，1956年获得第八届意大利威

尼斯国际儿童电影展览会儿童文艺影

片一等奖，1958年获得意大利国际纪

录片和短片展览会荣誉奖状，赢了国

内外的一致认可，也标志着中国动画

从此进入彩色时代。

以“探民族形式之路，敲喜剧风格

之门”为创作宗旨的《骄傲的将军》创

作于 1956 年，该片由华君武编剧，特

伟和李克弱导演。影片通过对“临阵

磨枪”这一成语的艺术性展现，提示观

众在革命取得阶段性胜利时不能放松

警惕，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片中不

仅造型上融入了京剧脸谱，在表现上

也借鉴了诸多戏曲的艺术手法，并且

片中采用了戏曲中的锣鼓伴奏，极具

传统戏曲风格，开创了中国动画片“民

族风格”的先河。

1957 年 4 月，原上海电影制片厂

美术组从上影分出，单独成立“明确以

少年儿童为主要服务对象。但在题材

和形式上也考虑到成人的欣赏趣味，

力求做到‘老少咸宜’”的上海美术电

影制片厂，这也是新中国第一家独立

摄制美术片的专业制片厂。

美影厂的建立体现了国家的重

视，一时间，万氏兄弟、钱家俊、特伟、

方明等全国优秀动画创作人才云集上

海，为后来中国动画 60年代的繁荣期

奠定了人才基础。

以 1957年美影厂成立为标志，中

国动画片进入一段繁荣期。各位艺术

家在上海相互取长补短，在各自的创

作经验上进行总结，摆脱了美国和苏

联的影响，摄制出一些新题材、新风格

的动画片，形成了具有民族风格的中

国动画发展之路。

这一时期的中国动画在作品上表

现为，创作类型不断扩展，出现了剪纸

片、折纸片、水墨动画片等新的美术片

类型；表现内容丰富，叙事风格多元化

发展，在保留美术片通俗易懂特性的同

时更加注重情节和叙事。如《金色的海

螺》、《没头脑和不高兴》等作品都力求

通过动画叙事达到道德教育的效果。

在美影厂，万籁鸣、张光宇、张正宇

等人历时四年，分别在1961年和1964
年制作出了大型动画片《大闹天宫》上

下集，把中国传统神话传说中的形象融

入恢弘场景和绚烂色彩，又用极具民族

风格的表现方式展现出来，通过孙悟空

和玉帝、龙王、天兵天将的形象对比，表

现了中国人民的抗争精神。

《大闹天宫》上映之后在国内外引

起强烈反响，先后获得包括中国第二

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动画电影、捷

克斯洛伐克第 13 届卡罗维发利国际

电影节短片特别奖、第二十二届伦敦

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中国第二次

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委员会一

等奖、厄瓜多尔第五届基多国际儿童

电影节三等奖、葡萄牙第十二届菲格

腊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评委奖在内的多

个奖项。迄今为止，《大闹天宫》已经

在全球超过 40个国家和地区上映，为

中国动画片赢得了巨大的世界声誉，

孙悟空也成为全世界观众家喻户晓的

艺术形象。

不只《大闹天宫》，《小鲤鱼跳龙

门》（1958年）、《小蝌蚪找妈妈》（1960
年）、《牧笛》（1963年）、《黄金梦》（1963
年）等都是这一时期创作出的优秀作

品，是这些优秀作品，让中国美术片的

创作风格和艺术水平得到了国际认

可，“中国动画学派”就此形成。

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

就曾表示：“中国美术片，是在中国电

影事业中，找到独自方向的比较卓越

的部门。”

除了埋头创作，中国动画这一时

期在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可喜进

展。1956年，前苏联导演瓦诺著、杨秀

实翻译的《动画电影》，由艺术出版社

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系统讲述动画

电影创作技术的著作，也反映出了中

国动画向国外先进理论学习的态度；

1959年，程季华主编、李少白、邢祖文

编写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出版，这是

“第一次对中国动画的历史，尤其是美

术电影的历史发展做了当时最系统

化、理论化的梳理”；1960年，王树忱撰

写的《新中国美术片的成长》刊登在

《美术》杂志上，该文阐述了美术电影

在宣传方面的重要作用。

1960 年 1 月-2 月，由中国电影工

作者联谊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美

术电影制片厂联合举办“美术电影制

作展览会”，在北京展览期间，包括阳

翰笙、华君武、吴作人、张光宇、叶浅

予、万古蟾、陈荒煤、蔡楚生在内的电

影、动画创作者和理论家进行了座谈

和讨论，具体分析了中国美术电影当

时的生产经验，并对存在的问题和未

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有益探索。

除北京外，“美术电影制作展览

会”还先后在国内7个城市进行巡展，

后来还赴香港进行展览，获得了不错

的国际声誉。

总体说来，从 1947年的《皇帝梦》

开始，中国美术片经历了十几年的飞

速发展，创作出了一系列优秀作品，取

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极大提高了中

国动画片的世界地位，为中国动画片

日后的发展提供极大助力。

（下转第4版）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影片

哪吒之魔童降世

功夫熊猫3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熊出没·原始时代

熊出没·变形记

大鱼海棠

熊出没·奇幻空间

白蛇：缘起

熊出没之雪岭熊风

熊出没之熊心归来

熊出没之夺宝熊兵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3:俄罗斯奇遇记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兔年顶呱呱

十万个冷笑话2
大卫贝肯之倒霉特工熊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喜气羊羊过蛇年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虎虎生威

小猪佩奇过大年

十万个冷笑话2
风语咒

赛尔号大电影6:圣者无敌

神秘世界历险记4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牛气冲天

上映时间

2019年7月26日

2016年1月29日

2015年7月10日

2019年2月5日

2018年2月16日

2016年7月8日

2017年1月28日

2019年1月11日

2015年1月30日

2016年1月16日

2014年1月17日

2012年1月12日

2018年7月6日

2011年1月21日

2017年8月18日

2017年1月13日

2013年1月24日

2010年1月19日

2019年2月5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8年8月3日

2017年8月18日

2018年8月3日

2009年1月16日

票房
（单位：亿元）

46.87
10.01
9.56
7.14
6.05
5.64
5.21
4.51
2.94
2.87
2.47
1.67
1.58
1.38
1.33
1.26
1.24
1.24
1.24
1.19
1.12
1.08
1.04
1.00

2009年以来中国市场票房过亿国产动画电影市场信息

（表中数据截至9月1日）

■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政策扶持、人才集聚 动画电影“十七年”迎来蓬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