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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风格寻突破

中国动画发展已有百年。上个世
纪《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小蝌蚪找
妈妈》等一批经典作品，以水墨动画、
剪纸动画等形式，融入京剧、皮影戏
效果，在国际上形成了独树一帜的

“中国学派”。
“尽管如此，我认为中国动画的

全面发展是在最近20年。这里的‘全
面发展’是指艺术创作、产业经营、
文化传播三方面共同发力、相互推
动、齐头并进。”浙江大学影视与动
漫游戏研究中心主任盘剑说。

他认为，在艺术创作方面，以 2015
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为标志，中国
动画开始全面重建“中国学派”，陆续
推出了一批广受欢迎的作品，如《大鱼
海棠》《白蛇：缘起》《雾山五行》《中国
奇谭》等。盘剑说：“这些作品的题材
内容虽然也注重神话传说，但运用了

‘改写’的创作模式，强调对原著的‘新
创’，而不是忠实于原著的‘改编’。”

论坛现场，《岁时令》《嫦娥》《芯
际奇缘》《白素贞》《读行侠》等多个动
漫项目及多部动画新作进行了发布。
从中可以看出，传统文化、神话传说
依然是当下中国动漫创作的主流。比
如《岁时令》将每个传统节日拟人化，
创作形成漫画、小说、插画等形式，以
此讲述传统节日在过去、现在和未来
可能发生的故事。

北京电影学院中国动画研究院副
院长曹小卉，也是中国电影金鸡奖美
术片奖评委。他从近几届金鸡奖美术
片奖提名、获奖作品分析，认为中国动
画创新与发展的表现之一，是以新观
念、新形式、新方法、新技术来表现传
统题材、传统文化。“我们也在题材上
寻求突破，比如《长安三万里》是历史
题材，重视角色的内心表现和形象塑
造；还有作品关注现实生活，比如讲述
中学生成长故事的《茶啊二中》。”曹小
卉认为，中国动画可以向中国故事片

“取经”，学习中国电影创作中的新思
路、新模式、新变化，用动画更好地表
现现实生活。

技术革新促发展

“现在，全球动画发展又到了一个
关键的节点。动画从一开始的手绘，
到数字技术、3D 制作，再到现在可以

完全用人工智能（AI）生成，其发展就
是一个技术不断革新的过程。”国际动
画协会（ASIFA）副主席李中秋说。该协
会1960年成立于法国，目前在全球有
5000多个会员，包括50多个成员国。

本次论坛中，很多与会人士都谈
到技术，特别是AI技术对动画创作的
影响。杭州玄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秦时明月》《斗罗大陆》《武庚
纪》等动画片总编剧、总导演沈乐平
分享了生产动画的过程。他介绍，公
司有五大虚拟平台，包括虚拟片场、
虚拟演员、虚拟影棚、虚拟拍摄、虚拟
表演，依靠这些平台实现剧本的可视
化。“就表演来说，真人表演是不可
复制的，但每一次虚拟表演都是一个
数据，可以被记录下来，也可以复
制。”沈乐平说，他们已经积累了上
百万条表演数据，并进行数字归档，
随着虚拟表演数据的积累，其使用将
更加高效，人物表演也将更加灵动。

“AI虽然已经变得非常强大，但它
目前并不能代替艺术家的创意和思

考，它依然是一个工具，但不是一个普
通工具，而是一个超级自动化的工
具。”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
院院长王雷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

（AIGC）是动画技术发展过程中一个
新的里程碑，带来的结果将是人类和
算力共同创作。他认为，在技术快速
更迭的今天，AI 对内容传媒行业的改
变才刚刚开始。

韩国清州大学教授、导演鱼一善
展示了 AI 在电影拍摄中的运用。“AI
可以算出观众的喜好，也可以在影棚
里参与创作，但我认为要想生产出能
够打动人的艺术作品，最需要的还是
灵感和情感。”

跨界融合打造IP

论坛现场设置了动漫展区，其中
展示的文创产品，如帆布包、纸扇、青
瓷工艺品等，吸引了不少观众购买。

在内容创作精品化的同时，中国
动漫衍生产业开发越发受到重视，动
漫IP打造呈现出跨界融合的特点和趋
势。比如动漫与文博、非遗、旅游等
行业的融合，为传统行业打开新的发
展空间。

杭州动漫游戏学院一直在做“动
漫+良渚文化”方面的创新。“我们围绕
良渚文物的纹样、良渚的故事、良渚的
元素，从不同层面进行创作，不仅有手
提袋、T恤、丝巾这些日用品，也有良渚

‘搜神记’潮玩公仔系列，形成了动漫
良渚元宇宙，还开发了良渚文化游戏，
借助数字娱乐手段推广良渚文化。”杭
州动漫游戏学院教师苏焕说。在他看
来，“动漫+”模式就是充分运用动漫自
身的特点和优势，通过与不同产业的
深度融合与协同创新，提升相关产业
的表现力、叙事力、感染力和传播力。

近年来，不少城市和景区都有了
自己的吉祥物。打造动漫 IP，不仅有
利于塑造地方品牌形象，还能引流动
漫粉丝，产生新消费。

云宝就是浙江省嘉善县大云镇的
吉祥物 IP，由当地云澜湾温泉的一股
暖气变化而成，其主要特点是“暖”和

“萌”。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副教授王艳
分享了云宝的诞生过程。“当地打造

‘中国甜蜜度假目的地’，并主打亲子
游，因此要有一个甜蜜、暖萌的氛围。”
她说，云宝自2017年亮相后，衍生出亲
子绘本、亲子音乐剧、主题动画片，增
强了受众黏性。“云宝IP的开发还在继
续，希望能够打造成一个关于中国故
事的超级 IP。”在王艳看来，超级 IP 应
该具有超广延伸性、超强识别性，并且
能够引起大众的共鸣和认同。

激活传统文化、塑造城市形象、打造文旅品牌

中国动漫“秀”出新意与活力
本报记者 赖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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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赖 睿

近年来，一批国产动画电影亮相大荧屏，《西游记之大圣

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长安三万里》等作品，以好故事、好

制作收获了不俗的观众口碑和票房表现。与此同时，中国动

漫产业快速发展，动漫 IP 开发持续升温，正成为激活传统文

化、塑造城市形象、打造文旅品牌的新动能。

日前，由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等指导，浙江大学文学院、浙

江大学影视与动漫游戏研究中心、浙江大学经济与文化研究

中心、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宣传部（区文创发展中心）等联合

主办的2023FADC中国动画艺术与动漫产业高质量创新发展

（余杭）论坛在浙江杭州余杭区中泰跳头文艺集镇举办。论坛

聚焦动画艺术创作、产业发展等领域，关注艺术与技术、生成

式人工智能（AIGC）等前沿话题，旨在推动中国动画艺术和动

漫产业高质量发展。

部分良渚“搜神记”潮玩公仔。 受访者供图

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剧照。 网络图片

来自六大洲96个国家及地区的纪
录片报名评优、近 4000 人参与论坛讲
座、38 部纪录片展映吸引观众 7000 余
人次……11 月 24 日至 26 日，由中国
美术学院主办的第六届西湖国际纪录
片大会（简称“IDF”）在浙江省杭州市
举办。期间，来自俄罗斯、美国、德
国、法国、日本、印度等 12 个国家的数
十位嘉宾，围绕纪录片推优、提案、展
映、论坛、工作坊等展开交流，探索当
今新技术环境下纪录片创作生产的更
多可能。

从 2017 年首届至今，IDF 影响力
逐渐凸显，规模不断扩大。本届大会
主题为“众·人”，设有“西湖荣誉”评优
单元、“IDF 论坛”学术单元、“纪录之
光”展映单元三大内容板块。

IDF 不仅是“西湖国际纪录片大
会”的英文缩写，也是“我·纪录·事
实”的英文缩写。中国美术学院院
长、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艺术总监高
世名对本届大会主题作出解读：IDF
强调与现实不即不离，扎根“众·
人”的生活世界，从生动、复杂的现
实中，发掘深层、有温度、知行合一
的力量，以开放的叙事、多元的语言
谱写纪录电影的新篇章。“我们要从
现实中体会人间情味，从乡土与社
会、家国和历史的复杂关系中探究百
姓精神生活，从人生的日常与无常中
汲取心灵滋养。”

本届大会“西湖荣誉”评优单元共

收到 96个国家及地区的 641项有效报
名。经过初审、复审等环节的遴选，共
有 15 部纪录片脱颖而出，入围第六届
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西湖荣誉”评优
单元，并最终评审出“IDF 优秀纪录短
片”“IDF 优秀华语纪录片”“IDF 评审
委员会特别推荐”“IDF优秀纪录片”获
奖作品。

凭借 《废物故事》 摘得“IDF 优
秀华语纪录片”奖的导演郑仪飞表
示，自己曾在 2019年获得 IDF创投单
元奖金，正是这笔奖金支持他完成影
片创作。“回到IDF参展一直是我的心
愿，能够得奖实在惊喜和幸运。这个
奖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是鞭策，提醒
我要继续做出好作品。”郑仪飞说，
未来他将继续关注故乡和县城青年的
故事。

“IDF论坛”学术单元举办了“亚洲
纪录片联盟学术论坛”“国际女性纪录
片论坛”“青年学者论坛”3场学术论坛
以及国内外知名纪录片学者参与的 2
场学术讲座。其中，“亚洲纪录片联盟
学术论坛”以促进亚洲文化发展与国
际交流为出发点，推进亚洲纪录片联
盟的发展，商讨如何迎接亚洲纪录片
面对的机遇与挑战。

“纪录之光”展映单元共展映38部
纪录片，世界首映纪录片 3 部、亚洲首
映纪录片 7 部、中国首映纪录片 12
部。其中，开幕纪录片是德国导演维
姆·文德斯的《安塞姆·基弗：流年之

声》。影片主角为当代最具创新精神
的画家和雕塑家之一安塞姆·基弗，导
演以 3D的影像形式，与基弗一同钻入
了他们用艺术构建的如迷宫般的时空
洞穴。该片曾获得法国戛纳电影节

“金眼睛奖”最佳纪录片提名、美国评
论家选择纪录片奖提名等。

此 次 展 映 单 元 还 增 设 了 VR 板
块，全天开放，观众可以戴上眼镜沉
浸式观影。中国传媒大学大二学生王
倩是一名纪录片爱好者，此次她专程
来到杭州参加本届大会。“难得有机
会看到许多纪录片的国内首映，这里
氛围特别好，体验感也很好，给大家

提供了学习机会。”王倩说。
IDF 大会为纪录电影前沿探索提

供了交流平台。中国美术学院电影学
院院长徐小明曾导演和监制多部影
片，也是历届 IDF 系列剪辑工作坊导
师，他表示，纪录电影需要更多冒险和
创新，“立足电影本体，探索未来影
像。创作者要不断将想象力进行更好
的视觉表达，承担起创作者的责任，推
动人类精神文明前进”。杜海滨是此
次 IDF 组委会执行长，他表示，青年创
作者可以从表达真实自我开始，逐渐
放宽视野，记录时代与社会发展。

闭幕式上，中国美术学院党委副
书记刘正表示，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
不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更是思想的
交流和碰撞。本届大会促进全球优秀
纪录片互鉴对话，加强了中外优秀纪
录片的交流。中国美术学院作为主办
方,将 立 足 专 业 性 、 学 术 性 和 国 际
性，持续将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打造
成中国纪录片界具有鲜明标识的“靓
丽之窗”。

促全球优秀纪录片互鉴对话
——第六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侧记

杨雨千 杨胜杰

促全球优秀纪录片互鉴对话
——第六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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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现场，观众在浏览展映信息。 主办方供图

本报电（记者刘梦丹） 黑龙
江省望奎县素有“皮影之乡”的美
誉，望奎皮影作为中国皮影戏的子
项目，2011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近年来，望奎县坚持“保
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
发展”，稳步推进皮影保护传承工
作，让这一古老艺术重新焕发勃勃
生机。

作为“江北派”皮影戏的创始
人之一，74 岁的谷宝珍培养女儿
关海英研学皮影艺术近 40 年，后
者逐渐成长为望奎皮影戏“江北
派”第五代传承人。目前，以母女二
人为代表的望奎皮影剧团已整理
有关皮影的文字资料 5 万余字、

“江北派”皮影戏重点唱段 32 段，

搜集传统影卷 25 部，收集用于影
人雕刻的影图4册、照片100余幅。
全县从教育系统抽调了10余名中
小学教师参加学习培训，为提升青
少年对皮影艺术的兴趣、培养本土
皮影人才打下良好基础。

硬件建设是保护和传承的基
础，也为皮影艺术发展提供坚实保
障。2017年，望奎群众文化艺术中
心专门辟建了 150 平方米的皮影
戏传习所和拥有60个软座席的皮
影戏展演小剧场。在望奎县文化馆
的皮影展厅，常年展出皮影老图片
50余幅，影卷、乐器等200余件；望
奎县还将建设皮影广场，让地域特
色文化融入城镇建设。

上图：望奎皮影剧团艺人在操
作皮影。 孙福军摄

本报电（王仁贵） 全方位展
现美丽中国建设成就的图书 《绿
水青山看东方》，近日由新华出版
社出版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全党全
国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绿色成为新时代
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为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
文明故事，《绿水青山看东方》精
选了近 3 年来 《瞭望东方周刊》
80篇生态文明建设报道。在这些
报道中，可以看到北京、上海、
天津、重庆、广州、深圳、厦
门、成都、武汉、南宁、杭州、
银川、太原、兰州、岳阳、桂林
等城市“绿色蝶变”背后的生动
故事，观察绿色宜居环境如何给
人民带来获得感和幸福感。

《绿水青山看东方》 以系统、
严谨、权威的报道，全方位、全
地域、全过程描绘了各地如何推

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系统治理，在蓝天、碧水、净土
保卫战中交出的答卷；如何加强
生物多样性保护，打造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样板；如何统筹生态
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让良
好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

《绿水青山看东方》，看绿色
发展理念正深入人心，看美丽中
国新画卷正徐徐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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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记者徐嘉伟） 日
前，中国传媒大学与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联合主办的“无障碍信息
传播与人权保障”研讨会在京举
办。本次研讨会分为“构建残障
包容性的社会：来自中国、蒙古
国和印度尼西亚的经验”及“无
障碍赋能残障人士：全球视角和
国际经验”两个主题，邀请来自
中国、法国、蒙古国、马来西亚
等十余个国家的代表，以现场或
视频的形式参会，共同探讨提升
社会的残障包容性、推进信息无
障碍传播赋能残障人士的路径
方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
办事处主任夏泽翰指出，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通过全民信息计划，
将无障碍信息获取置于公众数字
社会建设的最前沿。希望本次研
讨会能够激励我们建设一个更加
公平、包容、无障碍的数字未来，
让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到数字时代
带来的巨大机遇。

研讨会现场，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信息与传播处数字包容、政
策与转型部门主任兼“全民信息
计划”秘书处负责人欧敏行发布
了《“全民信息计划”2023—2029
年战略方案》；中国传媒大学无障

碍信息传播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
任赵淑萍以“光明影院”为案
例，介绍了无障碍信息传播的视
听实践与中国模式；中国传媒大
学无障碍信息传播研究院教授吴
炜华展示了无障碍感知（听、嗅、
触、摸）与数字博物馆模式有机结
合的“光明博物馆”体验项目，该
项目以无障碍 NFC 展馆信息激
活、导览音频、可触摸展品、志
愿者互动手册、在线云展厅等多
样态内容产品为主，为视力残障
群体提供无障碍博物馆的游览
体验。

据悉，本次研讨会是中国高校
首次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面
向全球开展无障碍信息传播的理
论与实践交流，旨在构建以推进全
球信息无障碍传播与保障人权为
主题的高端交流平台，今后拟按年
度就共同关注的主题继续举办。
会上还发布了无障碍信息传播论
坛 2024 年度会议主题——“无障
碍信息传播与数字素养”。

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权发展基
金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指导，
中国传媒大学主办，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联合主办，中国传媒大学
无障碍信息传播研究院、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承办。

让数字技术惠及更多人
“无障碍信息传播与人权保障”研讨会在京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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