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裴龙翔

《中国奇谭》第一集《小妖怪的夏天》播

出后，一则评论让该集的导演於水仿佛找到

了知音。评论是这样说的：“看到这个动画

片，突然感觉像回到了童年，然后一个无聊

的下午突然变得明媚起来。”於水说自己特

别喜欢这段文字，也让他联想到了自己童年

的时光。

国风审美、平台独播、独立剧集……抛

开这些标签化的因素，《中国奇谭》究竟为何

能火出圈？

打动人的是情感连接

由“小妖怪”“鹅鹅鹅”打头阵，《中国奇

谭》从内容到绘画风格等，都对传统神话进

行了新世代表达。接地气的叙事方式让观

众耳目一新，“你在教我做事”“去做，按照

我的方法做”等台词，搭配幽默风趣的画

风，让当下观众在品味动画叙事的乐趣时

有所共鸣。在山洞中，小猪妖说想要去外

面的世界闯一闯，而妈妈担心他太辛苦、关

心他葫芦里有没有装满水的温情对话，也

加强了观众的情感带入。

《中国奇谭》技术总监单传蓬认为：“人

类是有国界的，但是情感是无国界的。任

何一个世界的每个角落的人都可以去读懂

你的故事，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乡村巴士带走了王孩儿和神仙》一集

中，弹幕里不时闪现网友对童年细节的回

忆。“小时候学校的钟就是这样的”“房顶

上粮食盖上防水布，细节好评”“五毛钱的

烟 花 ，好 怀 念 啊 ”…… 让 人 瞬 间 回 到 一 个

孩子的视角，去观察和理解世界，更让许

多网友回想起了童年少不更事，对一切充

满 好 奇 的 时 光 ，不 少 人 都 留 言“ 破 防 了 ”

“泪目”。

陈廖宇总导演对项目的内核有自己的

思考：“神话可以是古代的，但今天也有，未

来也可以有。它其实就是人类对未知东西

的想象或者对自己内心愿望的投射，甚至神

话中的形象就是人或人性的某一面的具象

化表达”。陈廖宇说自己对于导演的要求，

除去技术技巧，更关键的在于情怀、审美方

面的沉淀，对于现实的敏锐度和人性理解同

样不可或缺，“创作要体现人性，或建立与当

下生活之间的联系。”

中国风的表达在不断演进

最先吸引网友“入坑”的是极具中国传

统审美的绘画风格。《小妖怪的夏天》“中西

结合”微创新，在最为传统的二维平涂手法

上，融入中国画的技法，以增强平面绘画的

光影、透视和体积感，令人感受到满满的“上

美影”式画风的童年回忆杀。《鹅鹅鹅》则在

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手绘素描的笔触，黑白红

的强烈对比增强画面的神秘感和模糊性，最

后在无限的想象空间中，突出了短片中国志

怪风的诡异气质。

三维动画《林林》、二维动画《乡村巴士

带走了王孩儿和神仙》、剪纸定格动画《小

满》之后，网友开玩笑称“留给《中国奇谭》的

艺术形式不多了”。主创人员透露，接下来

还将有偶片定格动画《玉兔》、三渲二动画

《小卖部》和《飞鸟与鱼》等作品。

“总结起来，就是两句话：不预设中国

风，真诚创作就会自然流露；传统应是为我

所用，而不该成为表达的负担。”陈廖宇这

样表达创作的体会。

画面语言之外，陈廖宇认为《中国奇谭》

的叙事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了含蓄内敛

和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特点，不同于西方注重

感官刺激的手法，为观众留下了想象和解读

的空间，也是吸引大家观看和讨论热度不减

的重要因素。

“这几年，中国的动画题材都想讲自己

的故事，也确实做到了。”陈廖宇认为，进入

网络时代，不同国家之间的互动交流，使得

艺术流派很容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面

对中国风的作品，身份焦虑是难免的，“中国

人做动画总归还是该有中国人的特征。”在

他看来，文化的魅力在于不断发展演进，他

以运动员获奖为例，大家曾习惯了运动员登

上奥运领奖台时表现得中规中矩，但北京冬

奥会时，运动员领奖显得更为放松和自信。

他认为这种改变既来自传统文化的积淀，也

来自不断的发展和创新，而《中国奇谭》也呈

现出了类似的特点，“你的创作、表达和表现

能构成当下中国的一部分。”

将构建新时代本土原创IP宇宙

开创了“中国动画学派”的上海美术电

影制片厂，塑造过哪吒、黑猫警长等一个个

经典动画人物形象，众多经典作品陪伴了一

代代观众。《中国奇谭》的爆火，更是让从小

看着上美影作品长大的观众直呼“爷童回”。

看一集少一集的观众忍不住发问：“‘中

国小妖怪’的故事就只有 8集吗？”今年上海两

会期间，上海市人大代表、上影集团董事长王

健儿回应说，《中国奇谭》是上影集团全力推

进“十四五”精品内容战略的重要成果之一。

作为上影“十四五”精品内容战略与大 IP开发

战略融合发展的重要项目，《中国奇谭》将打

造的是一个 IP 宇宙，每一个短片都会根据自

己的特性，拥有不同的 IP发展规划。

上影将广泛借鉴海外成熟的开发模式，

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市场特点、结合上影

实际，探索出中国大 IP 开发路径。王健儿进

一步透露，未来的“小妖怪们”会有自己的大

电影、自己的衍生周边。

“美影厂采用了艺术短片集的形式，集

聚了一批优秀的动画导演，也给予了大家自

由的创作空间，在互相讨论甚至互相竞争中

完成了一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

王健儿表示，当代青年对中华文化的自信，

对中华文化创新表达的追求，为打造中国自

己的动漫 IP宇宙提供了新的机会。

“比如我们正在研究动漫产业发达的日

本所采用的制作委员会模式，这一模式在联

合制作团队、平台、产业资源和资本上有成

熟的经验。”王健儿说上影将加快迈出大 IP
开发的第二步——为《中国奇谭》组建独立

的 IP 开发运营公司。“把中华文化的魅力更

好地呈现给青年、呈现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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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日前，一部满满中国风的动画《中国奇谭》正不断带给观众惊喜。8 个植根于中

国传统文化的独立故事依次上线，赚足眼球又让人充满期待，在超 17 万网友打分下

取得 9.3 的高分。片子究竟有多火？元旦开播，不仅 11 天播放量就超 6265 万次，并

且上美影天猫旗舰店的两款正版周边也以极快的速度销售一空。

国风审美、平台独播、独立剧集……抛开这些标签化的因素，《中国奇谭》究竟为何能火出圈？

中国动画做到了“讲自己的故事”

视 线G

艺 评G

刘颖余

“音乐诗人”钟立风说：“如果说摇滚一

直在路上，那么，民谣就一直在路旁。”

民谣歌手小河说：“民谣不是流行，是流

传。民谣不是一首歌，不是一种音乐方式，

是一种魂。”

著名音乐制作人张亚东则认为：“能察

觉到生命中那些特别脆弱又美好的东西，并

且非常明确地表达出来，这就是民谣”。

他们对民谣的定义各不相同，但又大抵

相似：界定民谣的，不是其看似简单而质朴

的音乐形式，而在于其对生活的贴近、记录

和思考。民谣的基调是接纳和理解，而非反

叛和愤怒，所以，民谣尽管常常有淡淡的忧

伤，但其建设性和陪伴感很强，容易成为大

众生活共情的缘起。

过往，公众对于民谣和民谣歌手有很多

刻板印象：穷、装，矫情，无病呻吟……网上

常有各种分析“民谣套路”的热文，也照例会

迎来不少网民喝彩，但即便如此，民谣也会

时不时火上一小段——从赵雷到柳爽，从

《成都》到《漠河舞厅》。

民谣一直在路旁，但也从未被遗忘。

当一直在路旁的民谣和民谣音乐人，来

到舞台中央，我们便见到了眼下热播的《我

们民谣 2022》。

这是民谣和民谣音乐人第一次如此

集中地被看见，被聆听，因此也被人称为

“青春祭奠之试听盛宴”。但“祭奠”云云，

显然有点过头了。老实讲，有许多歌，我

是 第 一 次 听 到 ，而 且 没 想 到 竟 然 如 此 好

听，如此动人。

这当然不足为怪，此前，民谣从未面对

如此之大的舞台，连张亚东也常有遗珠之

恨，又遑论普通听众。

不过这样也很好，怀旧和探寻，共同前

行，我们对民谣和民谣人便有了更多的好奇

心和了解。

出 于 节 目 效 果 的 需 要 ，《我 们 民 谣

2022》依然采取竞演的方式，但奇怪的是，离

开的没那么悲伤，留下的亦未敢张狂，他们

只是努力唱好自己想唱的歌，展示自己最想

展示的音乐，如此而已。

因此，小河永远执着地唱“童谣”，张玮

玮一定要鼓捣自己的民谣合成器，这显然对

晋级不太有利，却是当下他们最想做的。

自始至终端坐在那里安静聆听的李宇

春说，音乐不只是在舞台中，也在生活中。

对观众如此，对音乐人亦然。通过节目，我

们听到了好听的民谣，也大略看到了民谣人

的真实生活，于是，舞台上下，歌哭笑泪，一

齐迸发，以致周云蓬笑言：“我的歌需要脱口

秀治疗”。

这自然不是讨好脱口秀，而大抵是民谣

音乐人生活常态的写照。正如万晓利在《陀

螺》里想表达的：每个人都是一个陀螺，生活

是无情的鞭子。民谣音乐人，最终也会成为

一个日渐油腻的人，然而他们到老还是那个

衣带渐宽终不悔的人。

“在路旁，孩子们在打雪仗。在路旁，姑

娘们在等情郎。在路旁，老人们在晒太阳。

在路旁，有人没完没了地歌唱；在路旁，一朵

鲜花正在开放。在路旁，鸟儿展开它的翅

膀。在路旁，欢乐的号角已吹响，在路旁，有

人没完没了地歌唱。”当钟立风和老伙伴小

河、马条、张玮玮各自操起钟爱的乐器，忘情

地唱起这首《在路旁》，我听到了希望，更听

到了幸福。

真的，如果能活在一首歌里，那一定是

种幸福。

一直在路旁，从未被遗忘

本报记者 苏墨

日前，根据作家刘慈欣同名科幻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三体》正

在央视八套和腾讯视频热播。因对原著有着极高的还原度，引发

观众热评与关注，超过 150万人次参与评分，也创下了腾讯视频

评分人数的记录。

剧版《三体》从 2007年的科学家自杀事件讲起，以纳米科学

家汪淼的离奇经历，引入“科学边界”组织及《三体》游戏。在联合

作战中心史强的协助下，汪淼开始逐渐接近事实真相，《三体》游

戏的秘密竟是两个文明为了生存空间，孤注一掷的生死相逐。

主创团队表示，原著的高热度、高口碑已经说明了故事本身

受到的认可度极高，无须做太大改动，影视改编的难点是用视听

去支撑文字的表达。尊重原著是创作基调，开发过程中，经历过

很多试错，“至少有20版以上方案，不断推翻重来，对故事本身的

理解也在不断加深，才有了现在的方案，在改编过程中，剧版没有

降低科学内容的比例，而是几乎按照原著中的内容，花了较多的

篇幅去呈现复杂的科学原理。”

为了降低观众看剧的“门槛”，该剧采用了很多技术手段去呈

现这些抽象复杂的科学知识。例如关于“物理规律在时间和空间

上是均匀的”这样一个基础定律，剧中用影像化的手段，经典还原

了原著中丁仪通过台球的运动解释粒子对撞，引导汪淼得出结论

的情节；在拍摄“宇宙闪烁”的场景时，使用通俗易懂的“灯泡和物

体之间关系”来类比复杂的物理学理论……拉近观众与角色、科

学知识之间的距离。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松川感叹：

“该剧将‘三体’游戏这个硬骨头大胆而细致地呈现了出来，剧情

代入感很强，画质精美，背景音乐对气氛烘托得非常棒,很多经典

情节看得热血沸腾，可以看出从导演到演员，以及大量幕后的主

创制作人员的用心。”

“迭代”——这是很多剧迷观看后的感受。“中国科幻电视剧

也进入了工业化时代”。业内一致认为。通过动作捕捉技术、CG
手段等前沿技术手段，书中充满想象力的绚烂宇宙诗篇实实在在

地“立”在了观众面前，汪淼眼中的倒计时影像、“宇宙闪烁”、“三

体”游戏、“古筝行动”等“名场面”都精彩地呈现出来。

而这背后是都是开创性的工作。比如古筝行动，切割之后船

要撞成什么样，没有任何一部影片和已有资料可以作为参考。船

体切割后的每一个变形都是不一样的，每一片都要单独设计，没

有办法用传统电影美术的方式来完成。它不是纯粹的刚体，还会

扭曲变形，这在特效行业里面叫“刚体的动力学模拟”。最后主

创团队只能用真的钢，把它压成片、窝成船型，然后用挤压机一片

片地挤，挤完之后再推上去焊接成一条船。

好的科幻影视剧在国内相对稀缺，从剧版《三体》就可以看出

其制作难度上远超其他常规项目。但中国科幻题材影视剧的工

业化水准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提高。

市民“苏轼主题展”上体验传统拓印技艺

2月1日，成都，市民在四川博物院的“高山仰止 回望东
坡——苏轼主题展”上体验拓印技艺。据悉，主办方体验活
动，就是让游客能够认识非遗艺术的价值，零距离感受中华
传统文化的魅力。

张忠苹 摄/视觉中国

剧版《三体》：以视听语言呈现原著内容

青岛西海岸新区为工匠颁奖
本报讯（记者杨明清 张嫱 通讯员殷世山）日前，“我在

你身边”青岛市西海岸新区第三届“新区工匠”颁奖典礼暨“十

个一”系列活动成果汇报展演举办。

据悉，“十个一”系列活动旨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清

廉文化和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活动期间开展了诗

歌散文、演讲书画、摄影视频、创作歌唱等丰富多彩的文体比

赛活动。

作为“十个一”代表作之一，微电影《我在你身边》在现场

首映。影片以西海岸新区辛安街道总工会主席陈起发的日常

工作为主线，以多名基层优秀工会干部为原型，展现了西海岸

新区 1300多名基层工会主席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工的

感人事迹。

据悉，“新区工匠”每两年举办一次，今年经过逐级推荐、

资格审核、公众投票、专家评审、会议研究、社会公示等程序，

确定了刘利全等 10名同志为第三届“新区工匠”、李泽敬等 10
名同志为“新区工匠”人才库提名人选。

2月 1日，在中国工艺美术馆、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里，很多家
长带着孩子前来，在文化氛围浓郁
的各展厅参观、游览、学习，充实假
期生活。

作为中国工艺美术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国家级博物馆，这里刚刚“上
新”了多个展览，既有传统的大师杰
作，也有新的展陈技术带来的全新
体验，还有面向观众开放的国内首
家“活态传承”实验室，让工艺美术
和多彩非遗在这里交相辉映，吸引
了众多参观者前来。

本报记者 吴凡 摄
22月月11日日，，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的中央大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的中央大厅，，55米高的米高的““兔吉祥兔吉祥””引人驻足引人驻足。。

22月月11日日，，一名家长带着孩子们参观剪纸艺术作品一名家长带着孩子们参观剪纸艺术作品。。

博物馆里过寒假

深港家庭亲子共读计划启动
本报讯（记者刘友婷 实习生李雨馨 通讯员梁兴利）日

前，由深圳市妇女联合会与香港岛妇女联会携手举办的“童阅

未来”深港家庭亲子共读计划暨“深港结对”活动启动。

活动以传承红色经典，弘扬爱国精神为主线，以构建深港

亲子“和谐大家庭”为目标，面向深港家庭、跨境学童家庭，通

过结对阅读、亲子共读、研学走读等形式，引导深港家庭营造

良好家庭阅读氛围，项目全年预计开展各项活动约 30 场次，

服务约 2000人次。

下一步，“童阅未来”项目将以传统文化节日为契机，开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阅读活动，组织深港家庭、跨境学童深

入家教家风实践基地、儿童友好实践基地走读研学。此外，深

圳市妇联将推动实施深港家庭互访交流计划，促进深港两地

家庭的深度融合。

深圳市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彭迎九表示，希望深港两地

家庭能充分交流，成为朋友，相互学习、交换阅读书目、分享阅

读故事，共同成长，让深港两地的家庭和孩子，一起走访两地的

山山水水，体验民俗民风，涵养两地同宗同源、相近相亲的文化

认同，传承家国情怀，共同感受祖国的美好和文化的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