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 现 实 关 怀 ，使 母题 的 出 现 不 是 简 单 的 重 复 ，而是为故 

事情节赋予了 社 会 现 实 意 义 ，让电影承载了更多的当代 

意 蕴 。换 句 话 说 ，我 们看到的大部分日本动画电影对传 

统母题是 通 过 新 的 组 合 和 使 用 ，反映导演对现代社会中 

人 的 生 存 境 遇 、人 与 自 然 的 关 系 ，以及人类本体层面的 

思 考 。

通过从母题角度观照日本动画电影，可以更深刻地 

理 解 当 代 日 本动画电影的艺术灵感和作品风格，同时也 

给 予 中 国 国 产 动画电影发展有益启示。一 方 面 ，创作者

要 培 养 对 于中国传统母题的自觉。中国传统神话和民间 

故 事 是 一个取之不竭的宝库，充满大量中国观众耳熟能 

详并且极易引起共鸣的母题性元素。可以挖掘观众熟悉 

的 人 物 、角 色 、器物、风 俗 、或 是 故 事 类 型 ，进行故事 

创 作 ，•更重要的是，要将这些母题创造性地融入对当代 

社 会 及 其 问 题 的 思 考 和 批 评 当 中 ，让传统母题与当代社 

会 发 生 碰 撞 ，只 有 这 样 ，作品才能拥有历久弥新的生命 

力。

(王婷，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讲师，200241)

试 析 今 村 太 平 对 日 本 动 画 批 评 和 理 论 发 展  

的 影 响
On  Taihei Im am ura's  Im pact to the  D evelopm ent o f  Japanese  A nim ation  Criticism  and 
Theories

E 8 张 长  / Text/Zhang  Chang

提 要 ：今 村 太 平 是 日 本 著 名 的 电 影 评 论 和 理 论 先 驱 ， 他 于 丨 9 4 丨 年 出 版 的 《漫 画 电 影 论 》 被 认 为 是 日 本 最 早  

的 动 画 理 论 专 著 。 在 今 天 来 看 ， 今 村 的 著 述 不 仅 为 日 本 的 动 画 研 究 开 创 了 先 河 ， 他 的 许 多 观 点 也 对 日 本 动  

画 后 来 的 创 作 和 批 评 实 践 造 成 了 深 远 影 响 。

关 键 词 ：今 村 太 平 漫 画 电 影 论 日 本 动 画

今 村 太 平 (1911一 1986)从 2 0 世 纪 3 0 年 代 开 始 在 《电 

影 旬 报 》 上 发 表 评 论 文 章 。不 同 于 当 时 的 其 他 影 评 人 ， 

今村在单纯的剧情介绍和感想表达之外引入了现代艺术 

理 论 ，使 电影批评呈 现 出 理 论 化 的 倾 向 。不 仅 如 此 ，他 

还 十 分 关 注 动 画 这 一 独 特 的 影 片 类 型 ，专门撰文评论日 

本国内外的动画作品。1941年 ，他将自己对动画的思考 

集 结 成 书 ，以 《漫 画 电影论》 为 名 出 版 。书中的观点不 

仅对当时的创作和批评 实 践 造 成 了 极 大 的 影 响 ，在日后 

也与日本动画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重读理论并 

回 溯 历 史 ，可以清晰地看到今村的理论和时代之间不断 

碰撞的互动关系。

― 、《漫 画 电 影 论 》 的 核 心 思 想

在 《漫画电影论》 的 第 一 章 中 ，今村讨论了电影技 

术 的 介 入 是 如 何 使 动 画 从 “运 动 的 画 ”演 变 为 “漫画电 

影 ”的 ，并 由 此 指 出了动画媒介的内在双重性特征。在 

“运动的画”阶 段 ，动画以视觉暂留现象为基础开发出各 

种 视 觉 玩 具 ，人 们通过这类玩具所知觉到的运动并不以 

现 实 的 摄 影 影 像 为 参 考 ，而 仅仅满足于使不会动的平面 

图像动起来的惊奇感。到了 “漫 画 电 影 ”的 阶 段 ，摄影

技 术 介 入 到 运 动 的 创 造 中 ，彻底改变了每一张画的性质 

和绘制方式。一秒的运 动 被 分 解 为 2 4 张 图 画 ，每张图画 

都作为某一运 动 流 程 中 的 一 瞬 而 存 在 ，其自身作为图画 

的独立意义则被削弱了。这样一种改变使机械摄影的客 

观 纪 实 性 渗 透 到 动 画 绘 制 的 观 念 中 ，动画运动在一定程 

度 上 开 始 以 现 实 中 的 运 动 为 依 据 ，成为客观运动的一种 

蓽 写 与重构。动画由此成为了一种包含了双重性的新艺 

术形式，在这种新形式中，“绘画否定了摄影技术单纯的 

再 现 性 ，摄影技术则否 定 了 绘 画 单 纯 的 假 定 性 。两者通 

过相互否定的 方 式 结 合 在 一 起 并 形 成 相 互 制 约 ，从这种 

制约中便诞生出了新的自由”。（1>

以 此 认 识 为 基 础 ，今村对当时的动画作品做出了评 

价 。在那个年代，最受欢迎的动画无疑是于2 0 年代末进 

入日本的美国有声动画短片，迪斯尼动画是其中的代表。 

与 之 相 较 ， 日本国内动画在各个方面都相形见绌。今村 

认 为 ，迪斯尼之所以受欢迎的原因在于制定出了调和动 

画内在双重性的有效方案。他通过观察迪斯尼的作品发

⑴ 【日 丨 今 村 太 平 《漫 画 电 影 论 》，东 京 ：德 间 书 店 2 0 0 5 年 版 ，逭 3 1 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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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片中那些架空和非现实的行为其实都是经过科学计 

算 和 符 合 物 理 法 则 的 ，所有角色的运动和表演也都是以 

最正确的形态学为基础来进行变形的。迪斯尼的动画化 

技 术 就 是 将 拍摄下来的真人影像进行运动分解，然后再 

将分解动作转换为一幅幅图画的工作。这样一种工作流 

程既吸收了机 械 摄 影 的 思 维 方 式 ，也涵盖了手绘的人为 

因 素 ，是一种将机械 纪 实 技 术 、科学分析方法和传统绘 

画工艺结合在一起的创作方法。在 今 村 看 来 ，迪斯尼的 

独到之处就在于发现了这一方法并精进了与之相配的种 

种 写 实 技 术 ，其对真人影像的高超模仿也让人对动画幻 

想背后的现实根基过目难忘。

从今村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他非常肯定迪斯尼的方 

法 ，但并不认为这一方法就是唯一可取的途径。在他看来， 

将摄影纪实性融入到作画中是迪斯尼所做的一个正确的 

决 策 ，因为摄影技术所对应的机械主义和现代科学正是 

当时美国社会文化的主要特征。迪斯尼的方法就是将自 

身 所 处 社 会 的文化特征结合到创作当中，使动画既能够 

利用也 能 够 反 映 这 些 特 征 。换 句 话 说 ，迪斯尼的成功源 

自于动画媒介技术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与互动，因此 

其方法并不能被其他文化背景的创作者简单复制。各国 

各民族应当结合本国固有的文化特征去开拓自己的道路， 

日本动画的前途也在于此。

在 今 村 看 来 ，西 方 的 艺 术 更 注 重 客 观 地 描 绘 现 实 ， 

东方的艺术则更看重主观的想象和观念的表达。他在对 

传 统 艺 术 的 观 察 中 发 现 ， 日本绘画—— 尤 其 是 绘 卷 艺

术-------- h 分 善 于 表 现 “观念运动”。而 这 种 对 于 “观念运

动 ” 的 表 现 正 是 日 本 艺 术 与 动 画 形 式 进 行 结 合 的 契 机 。 

在 《漫画电影论》 中，他专门讨论了绘卷艺术与电影艺 

术 的 相 似 之 处 ，指出绘卷和漫画电影都是试图随着时间 

的推移来讲述故事的美术作品。不仅如此，在今村看来， 

绘 卷 在 表 现 “观 念 运 动 ”时所采用的技巧就是电影蒙太 

奇 的 手 法 。绘 卷 中 的 图 画 不遵循单点透视的法则，常常 

把 不 同 角 度 观 察 到 的 画 面 安 排 在 同 一 构 图 中 ，相邻两个 

画 面 所 展 示 的 场 景 在 时 空 上 往 往 相 去 甚 远 ，描绘对象的 

尺 寸 不 根 据 现 实 比 例 而 根 据 重 要 性 来 安 排 ，常使用现实 

中 人 所不具备的视角，如来自天上或穿过屋顶的俯瞰视 

角。总 之 ，绘 卷 艺 术 展 现 的 是 自 由 运 动 的 视 点 ，并通过 

拼 接 这 些 视点来进行叙事。电影蒙太奇亦是如此，利用 

各 种剪辑手段，将不同角度观察到的景象和拍摄与不同 

时 空 的 场 景 并 列 而 置 ，建 构 出 超 越 现 实 ，因而只存在于 

观 念 中 的 观 看 方 式 。通 过 类 比 ，今 村 指 出 ，蒙太奇的思 

维方式向来就存在于日本的传统艺术中。这种思维方式 

体现了日本民族通过艺术幻想来超越现实的奇谲想象力， 

是最值得日本动画去继承和发扬的精神遗产。 日本动画 

如果想要获得足以与美国动画相抗衡的能力，就应当回 

到 民 族 的 传 统 中 ，用传统艺术平衡现实与幻想的方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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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动画媒介的内在双重性。

二 .今 村 太 平 的 理 论 影 响

(―)三四十年代的两种批评声音

2 0 世纪三四十年代年代的日本动画评论界存在着两 

种 声 音 ，一种要求动画人依照迪斯尼动画的标准去赶超 

迪 斯 尼 ，一种则要求动画人依据本国艺术的特色去开创 

区别于美国的动画风格。作为最早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 

动 画 理 论 探 索 ，今村的观点对于这两种声音的形成都起 

到一定作用。

首 先 ，今村对于迪斯尼方法的肯定成为日本国内用 

来批评国产动画落后的依据。在 5 0 年代以前， 日本国内 

普 遍 认 为 ，唯有在影像风格和技术上都更接近迪斯尼动 

画 的 作 品 才 算 是 “进 步 ”或 “成 熟 ”的 ；与 之 相 对 ，早 

期日本动画人的那些充满了根源性和多样性的探索则被 

贬低为走入歧途或不成熟的创作。正如佐野明子所指出 

的 那 样 ，崇美贬日是当时最为主流的评论风潮。w 尽管 

这种将迪斯尼的方法作为一般原则来标准化的观念并不 

符 合 今 村 太 平 的 本 意 ，但在评论界将此观念正当化的过 

程 中 ，他 对 于 迪 斯 尼 的 肯 定 却 起 到 了 保 驾 护 航 的 作 用 。 

比如，今 村 曾 在 《电影旬报》上 发 文 赞 扬 政 冈 宪 三 的 《蜘 

蛛与郁金香》，称该片在写实技术上大有突破，已接近迪 

斯 尼 的水平。按 照 今 村 的 逻 辑 来 看 ，他之所以称赞此片 

并 不 是 因为它采用了迪斯尼的方法，而是因为它能够将 

迪斯尼的方法执行到位。相较于其他那些模仿迪斯尼却 

又 学 而 不 像 的 作 品 ，该 片的匠心与品质都更为卓越。但 

这并不意味着这部作品足以代表日本动画未来的发展方 

向。然 而 ，人们只看到今村对于该片的赞赏而忽略了赞 

赏 背 后 的 逻 辑 ，这也就促使今村的理论被断章取义地理 

解为拥护迪斯尼方法的证据。

其 次 ，今村对于传统艺术的重视则迎合了当时的国 

策 ，推波助澜地促使人们将民族艺术与动画创作进行嫁 

接 。太 平 洋 战 争 开 始 后 ，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强烈的反美 

情 绪 同 时髙涨起来。 国家公权开始介入动画创作，不仅 

下 令 限 制 美国影片的引进，还专门组织各界代表针对国 

产 动画的定位展开讨论。在政府号召和社会风气的转向 

中 ，创作界开 始 寻 求 与 美 国 对 抗 的 方 法 ，评论界则愈发 

重视本国动画中的民族元素。举 例 而 言 ，这一时期的人 

们 开 始 积极地重新评价千代纸动画，评论者中就有今村 

太平。千代纸动画是由大藤信郎于2 0 年代独创的一种动 

画 类 型 ，采 用 印 有 日 本 特 色 图案的纸张来进行创作，因 

而别具日本风味。但 在 美 国 有 声 动 画 出 现 以 后 ，千代纸 

动画便同其他国产动画一起沦为陪衬，逐渐被人们忽视。

⑵ [ 日 ] 佐 野 明 子 <<1928— 丨9 4 5 年 动 画 相 关 话 语 调 査 与 分 析 》, 《德 间 纪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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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今村太平对传统艺术的强调却帮助人们重新发现了 

千代纸动画的价值。依据今村本人的看法，千代纸动画 

与美国动画之间的差别不应被理解为落后与先进间的差 

别 ，而应该理解为两种不同的美学风格。而由于前者的 

灵感来源于传统艺术，因而更能代表日本的价值。毋庸 

讳 言 ，今村对千代纸动画的肯定坚定了日本动画进行民 

族化探索的决心，进 一 步 让 “是否具有日本特色”成为 

了评判日本动画好坏的标准。

总 之 ，今村的理论被萦绕着这一时期动画评论的两 

种声音各取所需地割裂成了两个部分—— 对迪斯尼方法 

的拥护和对日本传统艺术的倡导。而这两个部分之间的 

逻辑联系却被弱化甚至淡忘了。这也使得这一时期创作 

者在面对评论界的指摘时，常常陷人两难的困境，在 “美 

国标准”和 “日本特色”之间难以抉择。

(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受到的挑战

到了 5 0 年 代 ，存在于战时的矛盾在战后初期的动画 

作品中依然有所体现。在 《白蛇传》等东映动画的早期 

电影中不难看出动画师们一边学习迪斯尼，一边将东方 

元素融入其中的努力。但就在这一时期，世界动画的发 

展出现了新的动向，战前评论界那种奉迪斯尼为圭臬的 

情况也随之震荡。

由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白雪公主》等迪斯尼最早 

的动画长片电影在5 0 年代以后才正式于日本公映。同时 

引进的还有来自其他国家动画大师的影片，如保罗■格 

里莫和诺曼•麦克拉伦的作品。此 外 ， 日本动画人还接 

触 到 了 来 自 美 国 U P A 工 作 室 的 极 简 主 义 风 格 。加上战 

时 被 引 进 的 中 国 动 画 《铁扇公主》，这些多姿多彩、各不 

相同的动画风格大大开拓了日本动画人的视野，同时也 

打破了迪斯尼一枝独秀的局面。评论家们由此看到了解 

决先前矛盾的门路。此 前 ，迪斯尼被视为动画艺术的唯 

一 标 准 ，而 现 在 ，百花齐放的局面证明动画创作者完全 

可 以 采 用 与 迪 斯 尼 截 然 不 同 的 风 格 和 技 术 来 与 之 抗 衡 。 

于是便出现了许多反对迪斯尼的言论，而批评火力的集 

中攻击点便是迪斯尼的写实主义方针。批评者中的代表 

人物是花田清辉，他站在先锋艺术的立场上，提醒人们 

关注动画作为手绘影像艺术的假定性特征。就像绘画中 

的线条和色面拥有自身的自治性一样，动画中的图形也 

没有必要像迪斯尼那样依附于现实。他的观点立即引起 

共 鸣 ，批评界的大势开始由单一的标准向抽象的、实验的、 

多元的方向倾斜。这种评论风向的转变很快影响到实际 

创作。仍以东映动 画 为 例 ，在遵循迪斯尼的方法制作了 

几部电影之后，创作者们开始感到厌烦，并 在 《顽皮王 

子战大蛇 》 中抛弃了写实的教条，采用更为抽象简约的 

新方法。

总 之 ，迪 斯 尼 的 方 法 在 6 0 年 代 遭 遇 了 危 机 ，而今 

村的理论因为包含对迪斯尼的认同也受到了挑战。不 过 ，

今村并没有因为舆论的转向而随波逐流，而是借机重申 

了自己的观点。首 先 ，他再次声明自己之所以认可迪斯 

尼之前的作品是因为迪斯尼找到了正确的方法，这一方 

法既调和了动画艺术内在的双重性，又反映了美国社会 

的文化特征。其 次 ，就在人们纷纷认为迪斯尼已走下坡 

路 的 时 候 ，他 中 肯 地 指 出 ，并 非 迪 斯 尼 的 技 术 落 后 了 ， 

而是其艺术理念停滞不前，与当下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势 

脱 节 。今 村 由 此 挑 明 了 动 画 批 评 的 两 个 层 面 ：技术层面 

和艺术层面。以往两者是含糊不分的，先进的技术水平 

就代表了先进的艺术理念。而 今 村 则 指 出 ，技术和艺术 

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使用过去的技术也可以表达先 

进思想，而髙新的技术也有可能服务于陈旧的理念。因此， 

即使人们可以根据当前的艺术风潮对迪斯尼提出批评意 

见 ，也不能因此否定它从前的价值。

今村在当时的回应是十分重要的。许多日后成为日 

本动画巨匠的人物都起步和成长于那个时代，并或多或 

少地受到了这场动画理念论战的影响。如果说花田清辉 

的意见将人们引到了实验动画短片的方向上，那么今村 

太平就为正统的叙事动画长片捍卫了一席之地。尤其值 

得 一 提的是，迪斯尼以摄影纪实为基础的方法和观念被 

后来以吉卜力动画为代表的写实风格动画所吸收。宫崎 

骏 就 曾指出，动画中的世界虽然是虚构的，但它的核心 

不能脱离现实主义。另外，在吉卜力工作室于2 0 0 5 年发 

起 的 “吉卜力图书馆”的 项 目 （该项目旨在推介和再版那 

些对吉卜力工作室的创作影响深远的书籍）中 也 有 《漫画 

电影论》。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吉卜力的作品毫无疑问是 

日本动画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而以摄影纪实为基础的写 

实主义风格从整体上来讲也依旧非常流行，许多日本主 

流商业动画都以此为基调。

(三）90年代到新世纪初的重读与反思

2 0 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评论界对动画艺术热情的 

整体消退，今村太平的名字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到 

了 9 0 年 代 ，由于日本动画国际声誉的提高和玫府的官方 

肯 定 ，评论界开始重新认真对待动画艺术，今村太平的 

著作也再度获得关注。

在众多重读今村论著的评论者中，最具影响力的要 

数髙畑勋。这位享誉海外的动画导演曾明言自己的许多 

思想观念都来源于今村太平，在其早年发表的电影论文 

中也曾引用今村的理论。9 0 年 代 末 ，髙畑勋编写并出版 

了 《十二世纪的动画》一 书 。该书图文并茂地讨论了古 

代绘卷艺术中那些与电影和动画类似的表现技法。该书 

开宗明义地指出， 日本的动漫产业之所以会如此繁荣的 

一 大要因不在于当下，而在于日本人自古就对制作与动 

漫画类似的艺术品有着浓厚的兴趣并长于此道。绘卷就 

是最好的例证。不 难 看 出 ，高畑勋的这一观点与今村太 

平有着 直 接 关 系 ，正 是 《漫画电影论》 中对于绘卷和电

OPEN FORUM 学 苑 论 坛  | 1 6 9



影 的 类 比 ，使高畑勋认定动画艺术就是古代绘卷在今天 

的对应物。换 言 之 ，今村为了探讨日本动画发展的未来 

方向而将人们 的 眼 光 引 到 古 代 绘 卷 上 ，而高畑勋则受其 

启 发 ，将日本动画的当代成就归因于绘卷的传统。高畑 

勋的这一论断也成为当下的一种普遍观念，不少人在追 

溯日本现代动漫画的起源时都会理所当然地追溯到平安 

时代的绘卷，并将其视为现代日本动漫画的雏形。今村 

的 理 论 也 由 此 成 为 日 本 动 漫 画 “传统艺术起瀕论”的根 

源所在。

“传统艺术起源论”确保了日本当代动画民族血统的 

纯 正 性 ，也使日本动画的文化名片身份更具合法性。今 

村 的 理 论 作 为 巩 固 这 一 观 念 的 重 要 环 节 被 编 写 在 “传统 

艺 术 起 源 论 ” 中 ，然 其 自 身 的 解 读 空 间 却 因 此 被 锁 闭 。 

所幸仍有批评家能够从主流话语中抽身，去进行一些批 

判性的反思。在大塚英志对今村理论的重读中就包含着 

一定的 质 疑 ，他 指 出 ，今村策略性地将电影学的概念同 

传统艺术的表现技法联系在一起，并借此证明日本文化 

本身就具有电影的逻辑，但事实上，并非日本文化包含 

了电影学的概念，而是今村在用电影学的概念转译日本 

文 化 ，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爱森斯坦的影响。爱森 

斯 坦 在 《电影的辩证法》一 书 中 ，就是站在蒙太奇主义 

者的立场上对日本文化进行分析，认为蒙太奇原理就是 

日本表现文化的基本要素。大塚英志认为，爱森斯坦的 

解读难免有些牵强附会，但今村却沿用了他的立场，将

日 本 文 化 进 一 步 “蒙 太 奇 化 ”，也 即 “电 影化” 了。<3) 

大塚英志的批评表明，沿着传统艺术自身的发展未必会 

出现和今天的动漫画完全一致的东西， 日本动漫画在今 

天的繁荣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传统。

结 语

对于日本动画的理论建设而言，今村太平及其著述 

的开创性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他 的 《漫画电影论》首次 

以理论化的眼光明确了动画艺术的内在双重性，并通过 

分析迪斯尼动画与美国文化间的关系，为日本动画的未 

来发展指出了民族化的方向。他的核心思想对于中国动 

画的理论建设同样有借鉴意义，尤其是关于民族文化如 

何与动画艺术进行结合的思考，可以看成是对当下中国 

动画民族性问题相关争论的一种回答—— 诚如今村所言， 

动画的未来绝非简单复制他国的成功模式，而是根据动 

画的媒介特性寻找与本民族文化的沟通渠道。这一点无 

论在过去还是今天，对于渴望创新的创作者而言都具有 

指导意义。

(张长，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2 0 1 5 级博士研究生， 

200241)

(3)[ 日 j 大 塚 英 志 《什 么 是 “电 影 的 ”？—— 战 时 的 电 彩 批 评 和 所 谓 "日 本 的 ” 

言 论 》，大 塚 英 志 主 编 《漫 画 如 今 而 成 为 电 影 》，东 京 ：N T T 出 版 社 2 0 1 2 年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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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爱 梵 高 • 星 空 之 谜 》 之 众 议 *
Public Critiques on La passion Van Gogh

S  鞠 I 薇  / Text/Ju Wei

提 要 ：英 国 与 波 兰 合 拍 的 油 画 动 画 电 影 《至爱梵高•星空之谜》 获 得 了 第 二 十 届 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动画片 

大 奖 ，并 获 得 第 九 十 届 奥 斯 卡 最 佳 动 画 片 提 名 等 奖 项 。影 片 被 认 为 是 电 影 史 上 第 一 部 全 手 绘 油 画 动 画 作 品 ， 

由 125位 绘 画 师 绘 制 的 6 50 00 余 幅 油 画 组 合 而 成 ， 复 刻 了 梵 高 极 具 代 表 性 的 厚 涂 绘 画 技 法 。但就像围绕着 

梵 高 本 人 的 众 说 纷 纭 一 样 ，影 片 上 映 后 也 引 起 了 诸 多 争 议 。 本 文 梳 理 了 大 量 国 外 主 流 媒 体 对 《至 爱 梵 高 .星  

空之谜》 的 评 论 ，归 纳 了 主 要 的 争 议 之 处 并 加 以 讨 论 。

关 键 词 ：动 画 梵 高 油 画 动 画

2017—2 0 1 8 年 ，由波兰动画导演兼画家多洛塔•科 

别 拉 (D o ro ta  K o b ie l a ) 和 英 国 制 片 及 导 演 休 . 韦尔什 

曼 （H u g h  W e lc h m a n 丨联合编剧、导 演 的 《至爱梵高•星 

空 之 谜 》 （L o v in g  V in c e n t , 2017丨先后摘得第二十届 

上 海 国 际 电 影 节 最 佳 动 画 片 大 奖 及 第 三 十 届 欧 洲 电 影

170 I当 电 影 = r ° _

奖 最 佳 动 画 片 奖 ，并 获 得 第 九 十 届 奥 斯 卡 最 佳 动 画 长  

片 、第 七 十 五 届 金 球 奖 最 佳 动 画 长 片 、第 七 十 一 届 英

* 本 文 为 教 育 部 人 文 社 科 青 年 项 目 • • 英 国 电 影 的 民 族 性 及 其 对 我 国 电 影 的  

借 鉴 意 义 "（项 目 编 号 ： 18Y J C 76 003 3 )的 阶 段 性 成 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