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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中国学派”一甲子不忘初心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迎来60华诞

特邀百老汇和莫斯科人艺剧目

据新华社 动画“中国学派”的摇
篮——上海电影集团上海美术电影
制片厂近日迎来 60 华诞。从《大闹
天宫》到《哪吒闹海》，从《小蝌蚪找妈
妈》到《山水情》，从《金猴降妖》到《宝
莲灯》，还有三个和尚、九色鹿、阿凡
提、雪孩子、西岳奇童、葫芦兄弟、黑
猫警长、没头脑和不高兴……走过一
甲子，上海美影厂孕育出品了600多
部动画作品，获得了动画界“中国学
派”的美誉。

站在新起点，面对日趋激烈的国
际影视市场竞争，几代中国动画人始
终不忘初心，继往开来。

“4 年只做一部动画”
经典藏在细节中

“4年只做了一部动画电影，这与
今天有些剧组 4 个月拍一部电影完
全不同，老一辈艺术家的付出可以用
伟大来形容。”上海电影集团总裁任
仲伦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成立60
周年之际十分感慨。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上海电影制
片厂美术片组诞生，上海美术电影制
片厂于1957年成立。其创造的最重
要里程碑之一是《大闹天宫》。“老艺术
家们甘耐寂寞，每天加班加点，只为让
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动画形象站起来。”
上海美影厂现任负责人郑虎说。

半个多世纪前，《大闹天宫》的诞
生圆了中国早期动画开山者之一万
籁鸣的“西游梦”。如今年逾八旬的
万籁鸣之子万国伟回忆，父亲酷爱

《西游记》，尤其是大闹天宫。上世纪
50年代他走到哪里都带着一本《西游
记》小册子，在上面写写画画，把整部
动画片脚本的框架都标在了上面。

“最难完成的是孙悟空的形象设
计，大家总觉得不够完美，后来请当
时演绍剧的‘南猴王’一个个动作讲
解，猴要有‘猴腔’，这样才最终有了
动画孙悟空形象。”《大闹天宫》原画
组组长、81岁高龄的严定宪回忆。

直至今日，上海美影厂依然保持
着老艺术家们为动画片“接地气、下
生活”的创作习惯。

不忘初心，扛起中国特
色动画审美之旗

“我不愿模仿！”这是已故上海美
影厂首任厂长特伟经常提起的五个
字。他被称为中国“水墨动画之父”、
动画电影“中国学派”创始人之一。
在他的领导下，自上世纪50年代起，
上海美影厂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西方
国家动画发展模式的中国之路。

从1955年筹备《骄傲的将军》开
始，特伟主导的美术电影创作就尝试
探索中国传统戏曲与动画的结合。
很快上海美影厂又从齐白石国画中
汲取灵感，艺术团队夜以继日研发，
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小蝌蚪找妈
妈》诞生了。后来，又有《牧笛》《鹿
铃》等，动画界的“中国学派”初具规
模，扛起中国特色动画审美之旗。

多位八旬高龄的老艺术家说，动
画“中国学派”能在世界上站稳脚跟，
靠的是不忘初心，坚守文化自信。

1957 年进入美影厂的钱运达曾
被派去捷克实习，回国那天就立下志
向，“要拍出中国味的动画”。后来，
他执导《金色的海螺》特别选择剪纸
工艺；改革开放后，又执导《天书奇
谭》，突出中国古典神话风格。

今年已88岁高龄的他说：“我们

的木偶片，剪纸片，加上美术、音乐、
台词、表演等等，都是要寻找民族动
画的东西。”

新甲子，动画“中国学
派”谋复兴

近年来，中国电影产业快速发
展，多部国产动画电影单片票房过亿
元。上海美影厂所积累的中国原创
动画形象知识产权估值累计超过100
亿元，而动画“中国学派”的复兴依然
任重道远。

6 月 1 日，上海美影厂发布 2017
年至 2021 年新片及创作五年计划，
传统经典动画形象将“再生”，一批全
新的动画系列也将问世。

2017年暑期，院线动画大作《大
耳朵图图之美食狂想曲》将率先登
场。更令“粉丝”兴奋的是，今年国
庆档期，童自荣配音的阿凡提，将

“搭档”李扬配音的巴依老爷，首次
登上院线银幕，演绎 3Ｄ影院动画

《阿凡提》。
围绕经典形象开发，上海美影厂

还将出品影院动画片《雪孩子之伴我
一生》《孙悟空之火焰山》，新制作的

《神奇少年桑桑三部曲》《五重奏》《巨
人花园》《孔子之道》《小熊包子》等，
有望覆盖全年龄段动画观众，构建起
更全面的动画娱乐产业链。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水墨动画传
承之作，艺术大片《斑羚飞渡》继承前
辈艺术家的创新精神，将当代国画的
水墨动物形象搬上大银幕。“美影新
生代不是简单复制前辈的工作，而是
不断创新，相信未来一定会迎来动画

‘中国学派’的复兴。”青年水墨动画
导演施屹说。 ■许晓青

据新华社“英国戏剧现场”第三
季在华放映项目日前开幕，23 部戏
剧作品将登陆19个城市。值得一提
的是，本季增加了美国百老汇音乐
剧《她爱我》和莫斯科人民艺术剧院
的契诃夫名作《樱桃园》两部非英国
剧目。

“戏剧现场”即通过银幕放映舞
台剧。2015 中英文化交流年之际，
中国国家话剧院将英国国家剧院的
戏剧现场引入中国。去年起该项目
扩展至英国多家剧院，今年更增加
了美俄两国剧院作品，目前已在北

京、上海、广州、台北等 21 个中国城
市累计放映千余场，观众超过 15 万
人次。

项目负责人李琮洲介绍，第三季
的放映剧目中，莎士比亚剧目仍然占
有相当比重，包括《暴风雨》《李尔王》

《爱的徒劳》《无事生非》《理查二世》
《理查三世》《亨利四世》《亨利五世》
《冬天的故事》《罗密欧与朱丽叶》。

本季放映剧目还有电影《X战警》
经典组合主演的哈罗德·品特剧作《无
人之境》、“哈利·波特”丹尼尔·雷德克
里夫主演的荒诞剧《罗森格兰兹与吉

尔登斯吞死了》、布里斯托老维克剧
院与英国国家剧院联合出品的音乐
剧《简·爱》、丹玛尔仓库剧院复排的
萧伯纳名作《圣女贞德》、托尼奖获奖
导演伊沃·凡·霍夫复排的易卜生剧
作《海达·高布乐》、奥利弗奖得主罗
里·金奈尔主演的布莱希特名 剧《三
分钱歌剧》等。

李琮洲说，作为本季特邀剧目，
《她爱我》是百老汇出品的托尼奖获
奖音乐剧复排作品，《樱桃园》则是莫
斯科艺术剧院的契诃夫名作百年纪
念演出。 ■白瀛

据新华社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
及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重
点和难点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
的农村。中宣部、文化部、财政部新
近出台的《关于戏曲进乡村的实施
方案》，提出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实
现戏曲进乡村制度化、常态化、普及
化的工作目标，形成了切实增加农
村公共文化服务总量、有效丰富农
民精神文化生活的行动方案，可谓
公共文化服务补短板的实际行动，
也是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实现农村
文化小康的重要举措。

实施方案明确了戏曲进乡村活
动以县为基本单位实施，要求县级
人民政府做到“两个纳入”：纳入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纳入政府购
买公共文化服务范围，并明确了宣
传、文化、财政等部门各自的职责。
对此，北京大学教授、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主任李国
新说：“强化政府主导，为扎实推进
戏曲进乡村活动提供了有力保障。”

实施方案要求各地宣传文化部
门在广泛征询农民实际需求的基础
上，定期发布并调整年度戏曲进乡
村的剧（节）目目录。李国新认为，
这是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确立的基
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制度和反映公
众需求的公共文化服务征询反馈制
度的具体化。同时，实施方案明确
中央财政通过现有资金渠道对国家
级贫困县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予以
适当补助，体现了政府主导戏曲进
乡村的示范引导作用。

与以往单纯的政府送戏下乡相
比，戏曲进乡村活动的社会化程度
明显提高。李国新从三个方面解
读：首先，农民群众、戏曲艺术表演
团体、戏曲艺术专业人员、相关社会

团体和人员全面参与。其次，“进乡
村”和“育团队”紧密结合，通过“结
对子、种文化”，对农村文艺人才进
行传帮带，造就农村文化繁荣基
因。第三，主要以政府购买的社会
化方式确定戏曲进乡村的服务主
体，不分所有制性质，不论专业业
余，不管“高档”“草根”，政府依据

“自下而上、以需定供”的原则，考虑
就近服务和降低成本等因素，以多
种方式向所有具备条件的承接主体
公开采购，以市场机制和市场手段
实现政府主导的职责。

与此同时，在服务方式上，实施
方案要求坚持多措并举的原则，以
戏曲艺术表演团体进乡村演出为
主，同时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多媒体
提供经典剧目，以活动联动的方式

“联村演出”，以小分队形式深入偏
远分散的小村落，还特别强调戏曲
演出要顺应农时“错时服务”。

“戏曲进乡村既对戏曲艺术领域
各类主体提出了新要求，也为戏曲艺
术事业发展打开了新空间。”上海社
科院研究员、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巫志南说。

戏曲艺术与乡村生活关系十分
密切，我国数百种戏曲剧种，如辽宁

“莲花落”、吉林“二人转”、陕西“老
腔”、新疆“曲子戏”、江西“采茶戏”、
湖南“花鼓戏”等，无不饱含浓郁的
乡愁和泥土韵味，其中为数不少仍
活跃于场院村头。

“广袤的乡村有戏曲最稳固的舞
台和最忠实的观众。不仅如此，清新
的乡村、质朴的乡民、纯真的乡愁，以
及变化中的村镇，是戏曲艺术创作不
竭的素材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讲，戏
曲进乡村实是促进戏曲艺术繁荣的
有利之举。”巫志南说。 ■周玮

据新华社 两张有着 2300 多年
“席龄”的彩漆竹席，在河南省文物
科技保护中心重露真容。它们长约
2.5米、宽约1.8米，是迄今为止我国
战国楚墓中出土的最大彩漆竹席，
被称为中国“首席”。

记者日前在河南省文物科技保
护中心一睹“首席”风采。它静静地
躺在特制的水池中，由髹着红黑两
色的篾丝编织而成，回字纹加十字
星图案十分精致，透过水光，依然可
以感受到它的光洁、亮丽。

“这是国内首次使用液氮冷冻技
术提取饱水脆弱文物的一次成功尝
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
河南省文物科技保护中心主任陈家
昌博士介绍说，“为最大程度保持文
物原有形态，彩席是运回实验室后在
特制水池中一步步揭展开的。”

两年前，彩席出土于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河南信阳城阳城遗址
8号楚国贵族墓。

“出土时，彩席沉在墓室底部，
与漆木器残件、泥土混杂在一起，杂
乱无章地团成一卷。彩席强度十分
脆弱，轻轻一碰就断裂、破碎，无法
与墓室底部泥土分隔直接提取出
来。”陈家昌说。

经历两千多年的地下饱水埋藏，
彩漆竹席的性状与正常竹席已完全
不同。为及时有效、最大程度地保持
文物结构及承载信息的完整性，保护
专家尝试使用液氮冷冻技术，将彩席
及周边泥土混杂物整体提取到考古
实验室做进一步保护处理。

冻结后的彩席强度明显增加，
运到实验室解冻后，工作人员采用

去离子水对其进行了清洗、脱盐等
技术处理。随后，将其浸泡在特制
水池中，敷贴上PVC薄膜，借助水的
浮力小心翼翼地揭展。

经过半个月揭展，保护专家们
最终还原出了 4 张较为完整的彩漆
竹席，红黑竹席、黑黄原色竹席各 2
张，其中两张大席宽约 1.8 米、长约
2.5米，两张较小的宽约1.2米、长约
2.3米。

竹席等竹编在我国南方历史悠
久。此前，现存湖北博物馆的 1965
年出土于江陵沙冢 1 号墓的一张长
51厘米、宽24厘米的战国竹席，曾是
我国唯一被保存下来的彩漆竹席。

为使彩席承载的历史信息最大
程度地、完整地展现出来，科技人员
利用多种先进设备，对彩漆竹篾表
面、背面、表面漆膜及层位的结构进
行了分析。经测定，饱水状态下彩
席的竹篾厚约0.15至0.2毫米，而漆
膜的厚度只有0.02至0.03毫米，约相
当于正常头发丝的四分之一。

“我们试图利用现代技术手段
分析还原彩席的制作和髹漆工艺。”
陈家昌说。

彩席目前只能暂时“生活”在水
池里，前期的提取、清洗、脱盐、揭展
等，也只是全部保护工作的一小步。

他透露说，彩漆竹席脱水保护
的可行性修复方案已获得国家文物
局批准实施，根据保护方案制定的
可行性试验工作已基本就绪。下一
步将对彩席实施脱水、定型、修复等
保护工作，使其恢复 2300 多年前使
用时的原貌，并有望于明年初展现
在公众面前。 ■桂娟

6月6日，《文明之海——从古埃及到拜占庭的地中海文明》特展在天津博物馆开展。该展览展示了数家意大利博
物馆的藏品，吸引众多市民前来参观。本次展览将持续到8月6日，免费向参观者开放。图为特展中陈列的展品“还愿
人像”。 ■张誉东 摄

“英国戏剧现场”在华放映第三季开幕

戏曲进乡村 文化进生活
——专家解读戏曲进乡村实施方案

探访古老彩漆竹席如何“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