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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国动画理论综述的资料来源主要依靠中

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当当网等网上书

店以及上海市图书馆馆藏资料。文章检索目标是中文

核心期刊（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和北京大学核心期

刊目录，有个别例外），其中文学理论类刊物12本，艺术

理论类刊物42本，传播学类刊物15本，综合社科期刊

62本，大学学报（人文或社会科学版）91本，总计222

本，全部属于人文社科类期刊。经检索，获得2018年与

动画相关论文421篇，各种图书19本。

选择核心期刊目录检索的原因是国内每年发表的

有关动画、动漫的论文可达4000篇左右，数量十分惊

人，而本课题组研究力量不足，不可能进行全面的梳

理，因此有些有价值的论文可能被遗漏。

一、动画片生产

这部分文章共计49篇，可分为2个大类。

1.动画片生产技术研究

动画片生产技术研究的文章总计12篇。可大致分

为两类：一是讨论相对来说比较技术化的文章，二是

在讨论技术的同时也涉及了美学、商业等方面的问题。

在有关技术的部分，我们看到了相当专业的对于技术

问题的讨论，比如几何分形技术如何被用在数字动画

的制作中，三维模型如何在运动镜头中使用，3D打印

在动画片中的使用等。相对来说，涉及美学的部分却未

表现出新意。

2.动漫产业研究

有关动漫产业研究的文章共37篇。可分成“对动

画片营销及产业模式现状的研究”和“对动画产品生

产策略及问题的思考”。关于动漫营销与现状研究的

文章总共13篇。其中有多篇文章注意到了日本、美国的

动画产业状况，以及马来西亚的代工动画等。

讨论动漫生产策略的文章共有24篇。其中有不

少是思考地域动画产业发展状况的，涉及的地域有

广东、浙江、江苏、山西、河南、福建，以及大陆与台

湾合作发展的可能性等。一些思考中国动画产业问题

2018年中国动画理论综述
文_聂欣如 / 责编_一申

【内容摘要】2018年中文核心期刊发表动画相关论文421篇，出版动画理论相关图书19本，本文对

这些论文和书籍进行了综合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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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8年动画理论各类文章数量及比重

总计
（篇）

生产 创作 接受 理论 其他

421 49 78 121 124 49

100% 12% 18% 29% 29% 12%

表2 2018年动画理论各类书籍数量及比重

总计
（本）

动画史 动画大师 动画理论 翻译 其他

19 3 1 6 5 4

100% 16% 5% 32% 26%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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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惹人注目，如苏锋的文章《动画创意—中国

动画产业再升级的关键因素》（《同济大学学报（社

科版）》2018年第3期），指出了制约中国动画产业发

展的两个重要的问题：创意人才培养和版权保护。比

较特别的是陈亦水的文章《国漫史上“第二次黄金

期”到来了吗？—当代中国动画创作模式、产业特

征与文化探寻》（《当代动画》2018年第1期），该文一

方面对当下动画产业的“黄金期”提出质疑，一方面

却把今天动画的成就归功于高科技手段，强调与中

国动画的民族性没有关系，把手段方法与文化属性

混为一谈，这样的论证既自相矛盾，也有悖于一般文

艺理论的常识。

表3 “动画片生产”各类文章数量及比重

总计

（篇）

动画片生产技术 动漫产业研究

技术 技术与美学 营销及现状 策略与思考

49 8 4 13 24

100% 24% 76%

二、动画片创作

有关动画片创作的文章总计78篇，分成7个部分

讨论。

1.创作综论

创作综论类文章共11篇。这类文章对动画片创作

进行总体性的讨论，既有针对中国动画片的，也有针对

美国动画片的。其中毕露予的文章《国产动画电影创

作中的审美偏谬现象分析》（《电影文学》2018年第10

期），指出了中国动画创作中的三个问题：重现代化而

轻民族化、重趣味性而轻教育、重形式而轻内容。

2.动画片造型

动画片造型类文章共7篇。涉及了我国的彩塑、敦

煌壁画，以及日、美动画造型和色彩方面的问题。其中

何荣的文章《几何形在动画角色造型设计中的应用》

（《装饰》2018年第5期），讨论了日美动画人物造型对

于几何形体的运用，以及几何体在心理功能上的美学

效应。

3.动画片主题与人物塑造

动画片主题与人物塑造类的文章共16篇。基本上

都是围绕中、美、日动画片展开的相关讨论，其中马华

的文章《从〈超人总动员〉系列看超级英雄电影的动画

突围与挑战》（《当代动画》2018年第2期），比较了美

国动画片《超人总动员》以及后续《超人总动员2》之

间在主题和表现手段上的异同，指出了这一差异产生

的相应的时代社会背景，揭示出了动画作品构成的深

层机制。

4.动画片叙事

动画片叙事类文章共11篇。其中徐坤的文章《美

国电视动画中的动物叙事》（《中国电视》2018年第2

期），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动物叙事。作者指出：“若

以‘动物中心论’观点进行审视，人类的一切伦理道德

价值将被重估。表面上，我们在此看到的只是一只昆

虫的眼睛与人类眼睛对视，但萨特早已指明：‘（这）决

不是眼睛在注视我们，而是作为主体的他人在注视我

们。’”“动物叙事”概念的提出，是对传统叙事立场的

一种颠覆，颇有创新的意味。

5.动画片创作中的文化研究

动画片创作文化研究类文章共8篇。这些文章提

到了中国的皮影、江南古镇、园林等文化因素在动画中

所起的作用，以及讨论了外国动画电影的爱情、梦幻、

神学等文化因素。

6.中外创作比较

将中外动画片创作进行比较的文章共12篇。这

些比较涉及主题、题材、表现、叙事、审美等诸多方

面，其中聂欣如的文章《“成长烦恼”之美日中动画

电影比较》（《当代动画》2018年第1期），归纳出了美

国动画片中人物的成长有从儿童转向成人的趋势；日

本动画要求儿童经历磨难，改正错误成长；中国动画

片中的成长问题则全部归咎于成人，成长儿童本身

无缺点错误，显示出了三个国家对于成长问题的不同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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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

其他类的文章共13篇。其中主要是国内外动画导

演、动画教育家的访谈以及动画创作者自己的创作总

结，也包括一些未能归入其他分类之中的创作文章，如

有关音乐、照明的创作等。

三、动画片接受

这一部分的文章共有121篇，分为5个部分。

1.动画片作品分析

动画片作品分析评论文章共9 6篇。其中涉及

美国动画片13部，总计文章29篇；涉及日本动画片7

部，总计文章8篇；涉及中国动画片21部，总计文章35

篇；其他类以欧洲动画片为主，涉及影片12部，文章

24篇。

美国动画片最受关注的是《寻梦环游记》，可谓好

评如潮，这部影片同时也是2018年被评论最多的动画

片。不过在有些影评中却将这种赞美说过了头，比如周

郁峰、李珵在文章《〈寻梦环游记〉：记忆、家庭与梦

想》（《电影评介》2018年第3期）中认为，这部影片“对

于死亡的理解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本质的差异，以

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观念“敬鬼神而远之”，但

墨西哥在一年一度的亡灵节载歌载舞，用色彩丰富的

剪纸装点这个节日”。这里引的是孔子的话，但是孔子

也说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说明孔子并不反对神

明，只是认为将过多的精力花费在祭祀上不妥当。再

说，这部影片受到中国人欢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

国人也有祭拜祖先的风俗，但是某些身为中国人的影

评者对此似乎是一无所知。

日本动画最受关注的还是《你的名字》，与2017年

一样，但评论者似乎开始痴迷于“二次元”这个概念，

如周志强的文章《涨满了情感的无情者—〈你的名

字〉的“事件”寓言》（《文艺争鸣》2018年第3期），先

说了“这部二次元电影，其中国观众集中在具有动漫阅

读习惯的青年群体”，然后针对问卷调查又说：“调研

显示，将近一半的这部电影的观众，包括我在内，并非

日本电影的特别爱好者。在图中可以看到，只有13.95%

的观众属于平时喜欢看日本电影，而绝大多数观众都

是电影的‘基础观众’，即以电影作为一种日常生活伴

随性文化消费的族群，而不是通过特定电影趣味的消

费标榜其个性的族群。”这样的说法难道不是与前面

说法自相矛盾的吗？

中国动画片最受关注的是《大护法》，但是评论的

数量只占17%，说明关注度不是很高，对《大鱼海棠》

《小门神》等影片的关注分散了焦点。

其他影评类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对欧洲动画片的

评论，《至爱梵高·星空之谜》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张

斌宁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作为画布的银幕—〈至爱

梵高·星空之谜〉创作探析》（《当代动画》2018年第1

期），对这部影片的优缺点进行了讨论，文章汇聚了大

量资料，能够使读者对于影片的认知上升到一个新的

境界。

2.动画片传播

有关动画传播的文章共有14篇。文章的来源分别

来自新闻传播学的刊物和电影学的刊物。新闻传播学

对于动画的研究大多关注作品的传播途径、传播效

果，以及与意识形态相关的话语分析，为动画的研究

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如何威的文章《从御宅到二次

元：关于一种青少年亚文化的学术图景和知识考古》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10期）非常仔细地考察

了“御宅”亚文化在日本及美国、中国台湾等地的研究

状况，以及“二次元”概念在国内的兴起，注释多达98

条。王念祖、李常庆、陈婷的文章《限播令后日本动漫

在中国的传播与衍生的动漫亚文化影响研究》（《中国

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年第2期），以详尽的数

表4 “动画片创作”各类文章数量及比重

总计
(篇)

综论 造型
主题
人物

叙事 文化 比较 其他

78 11 7 16 11 8 12 13
100% 14% 9% 21% 14% 10% 1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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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定量分析描述了日本动漫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而在电影学刊物上发表的相关文章则更多关注作品的

本身，如向朝楚的文章《日本动画中军国主义的表现特

征及危害》（《当代电影》2018年第10期），这是学科方

向带来的不同。

当来自电影学的作者试图从传播学的途径来讨

论动画问题的时候，往往会习惯性地从定性的研究出

发，所做的分析和得出的结论自然无法与受过专业训

练的定量研究相提并论。反过来也是一样，从传播学

的角度来讨论动画理论和本体，同样也会显得“文不

对题”。如王凌轩的文章《动画符号对新媒体的影响：

基于“冷热媒介”理论的思考》（《现代传播》2018年第

1期），不仅对早已无人问津的“大动漫”概念津津乐

道，而且认为：“动画的具体的工艺技法不再成为值得

关注的因素，这就好像在动画艺术内部，尽管如《久保

与二弦琴》这样制作精良的定格动画影片可以非常逼

近CG的效果，但无论是人偶定格拍摄还是3D建模都

不会影响到这部影片所携带的故事情节和美术风格。”

按照这样的逻辑，听现场音乐会和听录音、去美术馆看

原作与看印刷品的区别也都不必要介意了，作者关心的

只是信息，不是艺术。

3.动画片受众研究

动画片受众研究的文章共7篇。包括了有关美、日、

中动画的受众研究，以及儿童对于动画音乐的认知等。

4.动画片功能研究

讨论动画片功能的文章共3篇，全部都是讨论美

国动画的视觉审美以及疗愈功能。

5.相关翻译文章

2017年相关的翻译文章只有关于日本动画的1篇。

四、动画片理论

关注动画片理论的研究共有124篇文章，分为4个

部分。

1.动画片类型研究

动画片类型研究文章共14篇，其中有6篇是关于先

锋实验动画的，其他涉及了冒险动画片、科幻动画片、

真人合成动画片等。其中王莹的文章《吐槽动画的界定

及研究》（《当代动画》2018年第2期），提出了一个新

的类别概念：“吐槽动画”，并认为这类动画主要是以

语言来推进故事和吸引观众的。

2.动画片美学研究

有关动画美学的讨论文章共有53篇，远远超过

2017年。

第一，在动画本体研究的部分，共有12篇文章。所

谓本体研究，也就是对于动画这一事物的基本属性和

范畴的研究。由于动画学的不成熟，动画本体的研究

也是一个没有“门槛”的领域，各种问题相对较多。主

要的有概念先行，似乎只要把动画纳入一个概念即可

找到它的本质属性，不论这个概念来自麦茨、拉康、波

德里亚、索绪尔还是其他什么人。另外，以新媒体技术

为理由，试图推翻传统的动画概念，或谋求动画的“自

由”，颠倒了艺术与技术的关系或遗忘了概念需提供

认知的前提。本体论的研究其实还是有门槛的，这个

门槛就是：当你试图建立新的、推翻旧的本体理论时，

先要仔细研究前人的东西，从逻辑上、理论上指出其

不能成立之处，而不是自说自话。

第二，在个人美学风格研究的部分，共有10篇文

章。其中涉及美国、法国、中国导演的各一篇，其余全

部是研究日本导演的，涉及的人物有宫崎骏、新海诚、

近藤喜文、汤浅政明等。其中谢韫的文章《作为马克思

主义艺术家的宫崎骏》（《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

6期），从政治经济学和女性主义的角度对宫崎骏作品

美学风格进行读解，颇有新意。

表5 “动画片接受”各类文章数量及比重

接受
（篇）

作品
分析

传播
受众
研究

功能 翻译

121 96 14 7 3 1

100% 79% 12% 6%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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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民族风格研究的部分，共有21篇文章，相

比2017年爆发式增长。其中除了研究日本、美国、俄国

动画民族风格的几篇文章之外，大部分都是讨论中国

动画的。在讨论中国动画民族风格的文章中出现了两

种彼此对立的意见，一种认为当下的中国动画已经达

到了现代的民族化，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种“民族

化”不过是徒有其表，本质上还是对美日的模仿。

第四，在时代美学研究的部分，共有10篇文章，这

些文章对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动画一派赞誉之声，

但究竟何为“现代”“后现代”，尚无统一认识。

3.动画片史论研究

有关动画史论的文章共有21篇，远远超过去年。除

了对于港台动画发展的研究之外，对于中国动画史的

研究呈现出了细分的态势，研究中国动画起源的有张

玲玲的文章《探索中国民族动画之源》（《中国电视》

2018年第8期），该文将中国动画的历史从美学上延展

到了古代木偶艺术；研究抗战时期和解放区中国动画

的文章有多篇，如李镇的《抗战动画片〈农家乐〉史料

考释》（《当代动画》2018年第1期）；研究新中国十七

年动画和中国动画学派是热点，如聂欣如的《新中国动

画的“民族性”问题》（《艺术百家》2018年第1期）；对

于新时期中国动画的研究，如游宇的《中国动画40年：

理想的声音与艰难的历程》（《电影艺术》2018年第6

期），反省了中国动画在新时期的发展历程，指出：“中

国动画创作的民族化表达普遍呈现出传统文化‘在场

的形式’和‘缺席的价值’并存的虚弱表达，未能将‘民

族化’从形式审美提升到传达传统文化精神内涵的表

现高度。”从总体上看，有关史论部分研究文章的质量

相对较好。

4.动画片文化研究

动画片文化研究的文章总计36篇。除了一部分文

章研究美国、日本等国家地区的动画与文化之外，绝大

部分都是研究中国动画的。这部分文章涉及的主题有

跨文化和多元文化、鱼文化、动物文化、非遗文化、地

域文化、符号文化、传统文化、戏曲文化、神话、视觉文

化、声音文化等。

五、其他

其他类的文章共有49篇，可分为3个部分。

1.动画片资讯

动画片资讯主要是一些总论性的文章和报告，都

不是专门针对动画的，但是涉及到动画，共有6篇文章。

2.动画人才培养

关于动画人才培养的文章共有12篇。主要是有关

动画学科建设、课程建设以及人才培养方法等方面问

题的讨论。

3.其他

其他类的文章共31篇。这些文章大多讨论的是动

画与其他艺术或事业的交叉领域，如文化产业、品牌传

播、电影、电视、纪录片、信息可视化、虚拟社区、VR、

游戏、体育、医疗、网络文学、科普、出版，等等。

六、动画理论书籍

2018年度动画理论书籍的筛选原则如同往年，剔

除教材、技术、管理、通俗类读物之后，共19本。

1.动画史（3本）

李铁：《中国动画史》（上）（下），清华大学出版

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

该著作为16开精装，图文并茂，许多罕见的图片、创

作者的肖像均一一收录。内容涉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

的动画片发展，不仅收录了所有的影片，而且有关动画生

表6 “动画片理论”各类文章数量及比重

总计（篇） 类型研究 美学研究 史论研究 文化研究

124 14 53 21 36

100% 11% 43% 17% 29%

表7 “动画片其他”各类文章数量及比重

总计（篇） 动画片资讯 动画人才培养 其他
49 6 12 31

100% 12% 25%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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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社会背景、主创人员情况等一应俱全，就连20世纪

20年代、文革时期的动画影片也都有详细的介绍，甚至

还包括了那些已经开始制作，但最后因为政治或其他原

因停产、停止发行的影片。该著作应该是我国迄今为止

资料最为翔实的一本动画史。不足之处在于这本以资

料翔实为主的动画史对于资料来源的注释却进行了忽

略，尽管书后有“参考书目”，但终究是美中不足。

孙立军：《中国动画史》，商务印书馆2018年8月

出版。

该著作为16开本精装，除了动画艺术之外，还讨

论了动画教育、数字技术，以及港台动画史，对于新世

纪以来的动画给予了较大篇幅。但对于动画作品的评

价、社会背景的描述往往不够到位，甚至连动画作品

的概要简述都写得甚为粗糙。对于像《三个和尚》这

样大家耳熟能详的动画作品，居然认为“动画短片《三

个和尚》巧妙地将20世纪20年代荷兰抽象主义画家彼

埃·蒙德里安的现代表现手法融化在民族风格之中，是

民族风格的一次新的探索和尝试”。（第179页）这真是

闻所未闻，影片导演阿达在总结中有关“表现形式”方

面的第一条就是“中国的”（参见《从三句话到一部动

画片—三个和尚》，中国电影出版社1984年版，第71

页），并未提到任何西方绘画的影响，不知作者这番判

断的依据何在？

冯静：《中外动画的历史发展与演变》，中国书籍

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

该著作，没有前言后记、内容提要、作者简介等，

既不像学术研究（全书注释仅两处），又不像教材（没

有体系），也不像史论。在体量不大的内容中，蜻蜓点

水般地涉及了大陆港台动画、日韩动画、北美动画、法

英德俄动画，另外还讨论了动画概念及理论，所涉及内

容基本上都是浅尝辄止，少有独立思考。

2.动画大师（1本）

秦海伦：《动画王国的追梦人—严定宪传》，江

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2月出版。

该著作非学术著作，为我国著名动画人严定宪的

个人传记。该著作文笔流畅，可读性强，对时代和事件

的描述准确，不失为了解我国动画、动画史，以及动画

创作者的参考读本。

3.动画理论（6本）

王灵丽：《中美动画电影叙事比较研究》，东方出

版中心2018年1月出版。

该著作从产业研究的角度对中美两国的动画电

影叙事进行了比较研究，在母题选择、人物性格设置、

结构设置以及技术运用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比较，试图

找出两者的差异，从而为中国动画产业的调整提供参

照。该著作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美国动画是否就是我

们应该参照学习的主要对象？差异性是否具有借鉴意

义？还有待更为深入的研究。正如该著作所指出的，我

国严格比照国外叙事模式生产制作的动画片《摩比斯

环》，结果还是商业惨败。

祝明杰：《别样的“表演”—动画表演体系建构

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18年2月出版。

该著作是由博士论文修改而成，因而也带上了一

般动画学博士论文常见的问题：理论的生吞活剥和系

统的贪大求全。比如“具身性”（55页）这样的概念，是

把身体的感知提升到替代主体意识的层面，对于完全

没有“身体”表演的动画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不合适

的。可能因为该论文成文较早，2014年之后出版的相关

书籍和论文未进入作者的视野。

韩笑：《动画类型学》，中国电影出版社2018年5月

出版。

该著作是一本从动画编剧角度谈商业动画片的著

作。对于什么是电影类型，如何定义类型，该著作似乎

并没有予以太多的关注，只是从内容、故事模式、主题

精神三个不同的方面来讨论类型，三者之间的关系却

被忽略。即便是某一方面的类型讨论也不是很严谨，

比如有关内容方面的分类，《你的名字》被分在“穿越

类型”，“穿越”是一种内容吗？同为日本动画的《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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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子》也穿越，但内容与之甚少共性。《你的名字》似

乎也可以归入“言情”或者“幻想”的类型。按照学术

著作的要求，该著作的理论显然是不够严密的，不过作

为经验性的论述，该著作梳理了商业动画编剧的一般

规律，还是具有一定的价值。

姜艳琴：《中国动画的民族性与中国学派研究》，

中国纺织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

该著作从一个较大的范畴讨论了有关中国动画民

族性的问题，面面俱到往往也就难以深入。不过该著

作尽管在理论上没有深入的探讨，但并不缺乏真知灼

见，对社会上许多糊涂观念有犀利的批评和剖析。遗

憾的是，在相关的讨论中没有注明引文和某些观点的

出处，这便大大降低了该著作的学术性。

刘书亮：《元动画研究》，四川美术出版社2018年8

月出版。

该著作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是一本

严肃的动画本体理论研究著作。该著作考察的主要是

动画本体材料在叙事和当代艺术中的显现，以及这些

材料是如何在呈现过程中建构自身的。不过，过度追寻

“元”之“源”，有可能犯古人所谓的“谨毛失貌”的错

误，也就是在不断深究物质构成的元素时，遗忘了事物

原本的形态。当作者把动画片和先锋艺术并置在一起

讨论它们的“元动画”时，便有这样的可能。

韩文利：《动画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9月

出版。

该著作是一本颇有雄心的试图建立中国动画学一

般规范的作品，从动画史、动画理论、动画批评三个方

面描绘出动画学科的大致轮廓，并附带讨论了动画产

业和动画教育，尽管还不够细致，但写作态度十分认

真。一个可以提供给作者思考的问题是，如果不参考

其他学科（如电影学、美术学）的学科规范，动画学是

否能够“特立独行”？

4.其他（4本，含动画产业、动画教育等）

刘斌：《中国动画成人化现象研究》，中国传媒大

学出版社2018年2月出版。

该著作为国家基金项目成果，看上去有些“文不

对题”，因为这本书讨论的是成人动画的接受、调研、

营销策略和产业构成等，中国动画的成人化现象恰恰

是该著作着力最少的方面。该著作的项目原名为《中国

成人动画发展现状及竞争战略》，相对来说与内容更

为匹配。该著作的写作更为接近调研报告，而非学术

研究。

朱玉卿、周晔：《2017中国动画电影发展报告》，中

国电影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

该著作是一本以中国动画产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

年度报告，分为总论、投资、创作、发行、市场、观众、

收入等几个板块，数据较为全面，视角相对客观，可以

作为中国动画产业研究的资料和参考用书。

杨华：《动画：技术时代的艺术教育》，上海人民

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

该著作是一本以甘肃省地方动画教育为描述对象

的著作，考察了该省中职、高职、大学动画教育的现实

情况，思考了教育与就业、教师与职业、教师与教学等

多层次的关系。比较特别的是提供了几所学校动画教

育的培养计划，使读者可以看到该校动画教育的具体

思路和问题。

郑莉：《动画产业与动画的研究和发展》，新华出

版社2018年9月出版。

该著作分上下两篇，上篇为“文化产业研究与发

展”，下篇为“动画产业研究与发展”，涉及的面非常广，

同样不能避免面面俱到、浅尝辄止的问题。该书涉及

许多产业分析的数据、资料，但是一概没有标明出处，

书后也只有区区15本书的参考书目，颇有些“自说自

话”之感。

5.翻译（5本）

【日】秋元大辅：《宫崎骏的和平论》，丁超译，浙

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2月出版。

该著作是一本研究宫崎骏动画片的文化研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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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主要的讨论集中在宫崎骏与战争有关的动画片上，

如《风之谷》《天空之城》《红猪》《哈尔的移动城堡》

《风乍起》等，并将之与冷战、核战、海湾战争、伊拉克

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等联系，以之反映宫崎骏的反战

和平思想，颇有特色。

【日】铃木敏夫：《吉卜力的伙伴们》，黄文娟译，

中信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

铃木敏夫是吉卜力的制片人，负责吉卜力动画电影

的营销，他的这本书介绍了吉卜力动画电影屡破日本电

影票房纪录的策略和过程。该著作除了趣味性和可读

性之外，作者强调必须对作品有深刻的理解以及对大

众消费的倾向有先见之明才能够做好影片的宣传和发

行，其他有关轶事奇闻、明星助阵、技巧策略等，相对

来说并没有占据作者主要关心的地位。

【日】川上量生：《龙猫的肚子为什么软绵绵》，王

鹤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

从该著作的书名绝对想不到这是一本非常严肃的

讨论动画本体美学的著作，作者就日本动画的仿真美

学以及形式与内容、数字技术美学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进行了较深入的讨论，尽管作者使用的不是学术化的

语言，但也是从亚里斯多德的概念开始，逐步推导渐

次深入。字面上的通俗不等于道理的简单，因此理解

消化这本书的内容还是需要反复咀嚼与思考。从动画

本体出发来讨论动画的书籍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是

不多见的，这里特别推荐，希望对动画理论感兴趣的朋

友不要错过。

【日】日本日经娱乐：《细田守：探寻动画新大陆

的地图》，贾耀平译，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8年4月

出版。

该著作以日本动画片导演细田守的作品《怪物之

子》为核心，汇集了声优、制片、编剧、动、导演等几乎

所有的创作者写下的简短创作体会，与其说是一部学

术著作，不如说更像是一本《怪物之子》和导演的宣传

之作。

【日】押井守：《我每天只工作3小时：押井守的角

色学》，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

押井守动画作品给人的印象是深邃而又有哲理，

但这本书是教人职场打拼的。该书与动画片少有关

系，只因为作者是著名动画片编剧导演，才将此书罗

列于此。

结语

将2018年发表的文章和书籍与2017年比较，论

文数量略有增加，这恐怕与《当代动画》这本杂志在

2018年下半年的创刊有关。书籍数量的增加则因为翻

译著作的增加。书籍中有关动漫产业的大幅度减少，以

致没有必要专列一项，而是归并入“其他”一栏中。在论

文中“二次元”和“后现代”这两个概念的热度明显增

加，但并未因此增加任何学术上的价值和意义。过去

有关中国动画“民族性”问题的争论，在2018年转变成

了当今中国动画作品是否具有民族性的各种意见。同

时，有关动画“民族性”的文章扎堆出现，显然与舆论

的导向有关。 

作者聂欣如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本文资

料搜集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研究生杨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