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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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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与

动画理论研究相关论文416篇，相关著作12本。这些论

文与著作的分类情况见下表。

表1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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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65 77 142 91 41

100% 16% 18% 34% 22% 10%

表2  2019年动画理论各类书籍数量及比重

总计（本） 产业 亚文化 理论 翻译
12 2 1 6 3

100% 17% 8% 5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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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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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即便是

在检索范围之内，由于某些文章标题、主题词的原因，

以及年末某些期刊文章未能及时在中国知网呈现，都

有可能造成检索上的遗漏，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

使人工补遗发生困难，疏漏缺失在所难免，只能表示

遗憾，并对被遗漏的文章作者表示歉意。

一、动画片生产

有关动画片生产的文章共计65篇。可分为三大类：动

画片生产技术研究、动漫产业研究和地域与企业研究。

1．动画片生产技术研究

动画片生产技术研究的文章总计8篇。可大致分为

两类：一是讨论技术化内容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对VR

和Flash这两种技术的讨论；二是在讨论技术的同时也

涉及了产业方面的其他问题。

2．动漫产业研究

有关动漫产业研究的文章共35篇。这部分的文章

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动画生产策略及问题的思考，

一类是对动画片营销及产业现状的讨论。

讨论动漫生产策略的文章共20篇。除了一部分仍

在讨论产业策略中永恒的主题，如资本、票房、品牌、

产业链、运营、竞争力等，亦有一些新出现的主题，比

如讨论IP角色的商业价值、儿童作品的生产与策略，邢

成武的《电影众筹：互联网青年文化与资本权力关系

分析》（《文艺评论》2019年第3期）一文把“众筹”作为

了研究的话题，这些新的视角在产业策略的讨论中无

疑细分了宏观的主题，值得提倡。

在“营销与现状”的部分共15篇文章，大多是从具

体的影片或时段出发来讨论营销与产业的问题，所涉

及的影片主要集中在2019年新片《白蛇·缘起》和《哪

吒之魔童降世》，有关时段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暑期和

节假日。

【内容摘要】2019年中国动画理论大致可以分成动画片生产、动画片创作、动画片接受、动画片理

论、动画片其他、动画理论书籍等六个方面进行讨论，这六个方面基本上涵盖了动画理论研究的所有方

向，可以从中得到关于2019年中国动画理论研究的粗略综合印象。

【关键词】中国动画；动画理论；动画美学；动画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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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域与企业研究

讨论地域动画产业和动画企业的文章共22篇，可

以分成中国（11篇）和外国（11篇）两个部分。

在中国的部分，涉及动画生产研究的主要地域有

北京、江苏、河北、重庆、四川；涉及的企业有好传文化

传播、腾讯、彩条屋、追光动画等，还有专论小微动画

企业的研究文章。

在外国的部分，涉及了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其

中以对日本的研究为最，占据了一半以上的文章数量，

不仅有对电视动画、电影动画生产的宏观研究，还有

对吉卜力公司、《柯南》系列影片具体案例的研究。

表3  “动画片生产”各类文章数量及比重

总计
（篇）

生产技术研究 产业研究
地域与企业

研究

技术
技术与
产业

策略与
思考

营销与
现状

中国 外国

65 5 3 20 15 11 11
100% 8% 5% 30% 23% 17% 17%

二、动画片创作

与动画片创作相关的论文总计77篇。这些研究可

细分为七个部分：动画创作综论、动画视听语言与造

型、动画片主题与人物、动画片改编与叙事、动画片创

作文化因素研究、中外创作比较以及动画人研究。

1．动画创作综论

所谓“综论”是指在宏观上对于动画创作的论述，

这部分文章共9篇。除了对于2018年及其之前动画创作的

总结性论述之外，值得注意的是有两篇文章提到了动画

对于儿童教育的功能，如罗琳的《渐显的形象—国产

儿童性教育动画片的创作形式初探》（《当代动画》2019

年第4期）。动画对于儿童有一种“先天”的亲近性，两者

之间的关系应该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我们过去批评中

国动画的“低幼”，对于这方面的研究确实有所忽略。

2．动画视听语言与造型

视听语言其实包括了造型，不过在动画的研究中，

有着对造型和声音的特别关注，在这类共18篇文章中，

对声音、色彩、造型元素的研究占据了一半以上。其中

张引的文章《中国装饰风格造型对动画弧线运动规律

的影响与作用—以动画〈大闹天宫〉为例》（《艺术

设计研究》2019年第3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

3．动画片主题与人物

有关主题与人物塑造的文章共17篇，基本上是围

绕中、美、日动画片展开的相关讨论，其中余韬、吴思捷

的《儿童动画的“教”与“乐”—评〈巧虎〉系列动画》

（《当代动画》2019年第3期）一文，关注到了动画片的教

育性主题，指出了动画片主题对于12岁以下儿童的重要

性及其选择策略。刘克华、张可馨的文章《日本都市传说

中异化角色的形态特点与动漫设计意义的研究》（《艺

术设计研究》2019年第1期），介绍了日本动画片中当代

都市传说中的人物塑造，并试图指出这类人物的由来。

4．动画片改编与叙事

动画片改编与叙事类文章共10篇，基本上也是围绕

中、日、美动画作品进行讨论。其中朱晓洁的《〈虫林大

作战〉：童书改编的困境》（《当代动画》2019年第3期）一

文，介绍了法国动画片《虫林大作战》的改编，分析了其

中主题立意的意识形态化倾向以及在形式上向通俗化的

妥协。陈可红的《中国动画电影的“叙事融入”机制探析》

（《电影艺术》2019年第5期）一文提出了一个具有本体理

论高度的问题，即指出动画片的叙事是一种“融入”式叙

事，既不同于“代入感”也不同于“沉浸感”，是一个很

好的命题，但可惜的是，作者未将其论述与动画媒体形

式勾连，理论建构的基础似乎还有可讨论的余地。

5．动画片创作文化因素研究

动画片创作文化因素研究的文章不多，共5篇。除了

对于一般文化问题的讨论之外，还有些文章涉及了影迷

亚文化和女权文化。在涉及亚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如何

提高学术性、做到不偏激是个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

6．中外创作比较

涉及中外动画片创作比较的文章共4篇，分别讨论

了加拿大独立动画和中国动画的比较，英国儿童动画

与中国动画的比较，以及中西有关神话元素的运用、中

非动画生产的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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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动画人研究

有关动画人研究的文章共14篇。其中涉及美国（罗

伯特·艾格、韦斯·安德森）3篇，南非（威廉姆·肯特里

奇）1篇，尼日尔（穆斯塔法·阿拉萨内）1篇，日本（细田

守、高畑勋、手冢治虫）4篇，其余5篇为对中国动画人

（胡进庆、肖淮海、张仃）的研究。

表4   “动画片创作”各类文章数量及比重

总计
（篇）

创作综
论

视听与
造型

主题与
人物

改编与
叙事

创作
文化

中外
比较

动画
人

77 9 18 17 10 5 4 14
100% 12% 23% 22% 13% 7% 5% 18%

三、动画片接受

有关动画片接受的文章共142篇。可细分为五类：

动画作品分析、动画传播、动画受众研究、动画功能研

究以及相关翻译文章。

1．动画作品分析

动画片作品分析评论文章共114篇。其中涉及美国

动画片15部，总计文章30篇；其他类以欧洲动画片为

主，涉及影片8部，总计文章13篇；涉及日本动画片8部，

总计文章12篇；涉及中国动画片20部，总计文章59篇。

在有关美国动画评论涉及的15部影片中，基本上比

较平均，没有哪一部是被特别关注的。徐坤的文章《都

市中的“动物庄园”—系列动画〈马男波杰克〉中的隐

喻》（《当代电影》2019年第4期）介绍分析了美国荒诞成

人动画的造型意指性。

在有关欧洲动画的8部影片中，有两部受到了较

多的关注，《养家之人》和《至爱梵高·星空之谜》。鞠

薇的《〈至爱梵高·星空之谜〉之众议》（《当代电影》

2019年第4期）一文介绍了该影片公映之后在西方社会

引起的不同反响与争论。

在有关中国动画片的讨论中，《白蛇·缘起》《哪

吒之魔童降世》《昨日青空》占据了关注的前三元，文

章数量超过了另外17部影片的总和。在有关《昨日青

空》的讨论中几乎都在言说影片对于青春心理的表达，

这部影片似乎填补了中国动画主题呈现的一个空白。对

于《白蛇·缘起》的讨论范围较为宽广，蔡英迪的《〈白

蛇·缘起〉的“恶女”形象分析》（《电影文学》2019年

第16期）一文，从性别分析的角度讨论了影片人物的性

格转变。在对《哪吒之魔童降世》的讨论中，有两篇颇

为奇特的评论文章：一篇是刘起的《〈哪吒之魔童降

世〉：镜像结构与文化重构》（《电影艺术》2019年第9

期），一篇是支娜的《从哪吒闹海到魔童拆家—〈哪

吒之魔童降世〉是退步还是立新？》（《艺术评论》

2019年第9期）。前者认为影片故事的悲剧结构和立意

均来自西方，哪吒对于天命的反抗“看似宏大，实则空

洞。中国伦理悲剧中个人与权力的矛盾（剔骨还父），

变成了西方命运悲剧中个人与命运的冲突（我命由我

不由天）”（第48页）。不知作者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说辞，这种对命运的反抗思想

也是来自西方？后者借他人之口说：“《哪吒》有‘一流

的好莱坞视效，二流的商业运作，三流的剧本，不入流

的价值观’。”（第148页），对影片几乎是全盘否定，作

者怀疑这部影片没有受到批评是因为大家“感知理解

的迟钝”（第154页），似乎有些言辞刻薄。

2．动画传播

有关动画传播的文章共13篇。其中涉及了跨文化

传播、网络文化传播，亚文化传播以及个案作品的商业

文化传播。其中跨文化传播的文章数量占到了三分之一

强，分别涉及了日本、美国和法国的动画传播，其中又

以讨论日本动画传播的文章最多。在网络文化传播的

讨论中，有关IP概念的讨论是热词，薛峰的文章《泛媒

介中动画IP符号景观的构建》（《当代电影》2019年第

2期）用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来阐释动画生产中IP泛滥

的现象，试图把人们对于IP的理解导向深入。在有关亚

文化传播的研究中，“二次元”同样是历年来不变的热

点。其实“二次元”在我国并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对于

青年亚文化描述的概念，这个概念在日本流行是因为日

本拥有庞大的“二次元”消费群体和消费能力，而我国

这一群体的消费能力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最终形成和

相对固定，因此相关的讨论也比较容易流于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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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动画受众研究

动画片受众研究的文章共4篇，基本上都是研究动

画粉丝的，尽管数量不多，却有质量很好的文章。如赵

菁的文章《爱国动漫〈那兔〉粉丝群像与“二次元民族主

义”》（《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5期），是一篇典型

的传播学研究论文，把握住了当下青年亚文化中的某种

倾向，该文概念使用准确严谨，推理逻辑缜密细致，数

据采集中规中矩，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参考价值。

4．动画功能研究

讨论动画片功能的文章共3篇，主要讨论动画中的

“暴力”“奇观”以及“动画+”，也就是动画功能泛化、

溢出等方面的问题。

5．相关翻译文章

2019年相关的翻译文章有8篇，大大超过了去年。

所涉及的内容主要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先锋

实验动画的，一是有关国外动画人的采访介绍以及相

关理论。所涉及的地区主要是欧美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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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 翻译
142 114 13 4 3 8

100% 80% 9% 3% 2% 6%

四、动画片理论

有关动画片理论的文章共91篇。含动画片类型研

究、动画片美学研究、动画片史论研究和动画片文化研

究四个部分。

1．动画片类型研究

动画片类型研究文章共26篇，相比于去年有了成

倍的增长。其中7篇是关于先锋实验动画的，主要话题

集中在“延展”概念上，这一概念表现了动画形式在装

置艺术中的使用。其他有关动画类型的研究，除了传

统的剪纸、水墨、定格、真人合成、戏曲等动画类型之

外，出现了许多新的类型概念，如“纪实动画”“纪录

动画”“非虚构动画”等。这些概念都与过去的“动画

纪录片”概念相关，因为“动画纪录片”概念的主体立

足于纪录片，因此从未纳入本综述的范畴，有关“动画

纪录片”的争论在国内延续了十年，目前逐渐形成了共

识：与动画相关的讨论还是要以动画为主体，而不是让

其他领域的主体越俎代庖。

尽管共识已然达成，但过去争论的余波犹存，如

在朱婧雯的《介入式“深描”：浅析动画人类学影片的

创作路径—以〈与巴什尔跳华尔兹〉为例》（《当代动

画》2019年第1期）一文中，便仍是在把“人类学”作为

诉求主体，“动画”仅作为修饰的概念。而李刚、黎珂

位的文章《记忆再现、视觉传播与文化图景：纪实性动

画影片中的民族志书写》（《当代电影》2019年第9期）

则告诉我们：“民族志动画严格来说只是一种‘类民族

志’。根据李立等提出的民族志文本的四个评判指标，

我们会发现很多作品并不能完全满足。”（第26页）这

也就是说，动画可以成为辅助手段，但并不能真的成为

人类学。新的动画类型使用什么样的概念还在酝酿讨

论之中，但动画作为主体似乎已经不再需要争论。

2．动画片美学研究

有关动画美学的讨论文章共32篇。这些文章可以

大致地分成三类：动画本体研究、美学风格研究和民

族风格研究。

动画本体研究的部分共9篇文章。其中既有对于

动画之“动”的强调（冯学勤：《论动画意识与动画形

上学》，《文艺研究》2019年第4期），也有对于动画之

“画”的强调（武小锋：《论动画的绘画性特征—与

实拍影像的比较分析》，《中国电视》2019年第7期）；

既有对于动画本体“基因重组”的想象（孟香旭：《动

画进化论—动画性与媒介属性基因重组》，《当代动

画》2019年第2期），也有对于动画造型阴影的实证考察

（张长：《重新认识阴影—试论手绘二维动画中的

阴影功能》，《当代动画》2019年第2期）。不过最让人

感到意外的是张曦的两篇哲学文章：《做伦理学：〈千

与千寻〉与伦理学》（《哲学动态》2019年第9期）和《做

伦理学：作为素材和方法的动画》（《学术研究》2019

年第11期），这两篇文章从哲学伦理学的角度论证了动

画作为学术对象的可行性，并通过对《千与千寻》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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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演示了如何从动画片中揭示出社会生存环境以及追

求幸福生活的人生伦理。

美学风格研究的部分共14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是在

技术发展的时代特征之下讨论审美的嬗变，并使用一些

新的概念以示其“变”，比如“全球化背景”“新媒体方

式”“第三空间视域”等，但遗憾的是，这些文章往往浅

尝辄止，没有在美学问题上有深入的思考。在美学问题

上有较为深入思考的是陈树超的文章《论当下中国动画

批评话语的观念结构》（《电影文学》2019年第4期），该

文对“成人动画”和“儿童动画”的审美及其功能进行

了辩证的探讨，对国内动画理论一面倒的“成人向”说

辞提出了批评，指出这种“视差之见”所带来的谬误。

民族风格研究的部分共9篇文章。除了两篇研究日

本动画民族风格的文章之外，其他都是有关中国动画

民族化问题的讨论。主张民族化、倡导民族化是这些

文章共同的主题。但细读之下还是会有困惑，比如在两

篇动画专家的对谈文章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

“任何美的形式与优良的表达方式或者技法都可以被

‘拿来’和继续创新，我们在民族自信心上不能永远在

表层的象限里讨论，盲目规避抑或盲目夸大，中国人的

品味和哲学内涵应该被每一个故事的细节和角色体验

所尊重和表达，而且这样的自信即使没有文化元素的

装饰也完全可以被来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观众接

收到。”（曹小卉、马华、刘可欣等：《中国动画民族化

道路演进》，《当代动画》2019年第2期，第12页）“很多

动画大师，都是国际级的，我们很难用一个国家语言、

文化去区分他是谁，因为他讲的是人类能够产生共鸣

的故事，比如像宫崎骏、万氏兄弟、特伟先生等人。”

（陈廖宇、高薇华、李小健等：《中国动画的美学探

索》，《当代动画》2019年第3期，第10页）这样的说法

似乎是将“民族化”推向了极端，将其置于一种不需要

任何外部表征的境地，以致万氏兄弟、特伟等人都不能

用民族文化来区分了，“民族化”难道可以是一个不需

要躯体的随风摆荡的游魂？—或许可以，但那一定不

是在美学和文化的意义上。更有甚者，是将“民族化”

作为了一种非必要的存在，如“影像技术是一种典型的

全球化技术，它在媒介资本流动和影像传播过程中，潜

移默化地改变了各个民族和国家创作者及观众的审美

趣味，也改变了动画影像风格。……因此，中国动画电

影美学及影像风格趋于被同化实际上是难以避免的。”

（邹少芳：《当代中国动画影像风格的建构与创新》，

《当代电影》2019年第1期，第147、148页）把技术凌驾

于民族文化之上，其实质是对西方科技文化的崇拜。

3．动画片史论研究

有关动画史论研究的文章共12篇。史论文章首推

资料功夫，周爱军的《动画电影〈白雪公主〉在上海的传

播及影响研究（1938—1949）》（《当代动画》2019年第1

期），刁颖、虞吉的《抗战时期大后方卡通作品的特殊

效应研究》（《当代动画》2019年第1期），刘宜东、虞

吉的《早期中国动画技术与美学的研究—以1930—

1941年万氏兄弟动画为例》（《当代动画》2019年第3

期）等文章在资料上的用力，使文章显得扎实厚重。

4．动画片文化研究

动画片文化研究的文章总计21篇。在数量上以讨

论中国动画文化为最，其次是美国，再次为日本，其他

国家和地区垫底。这些文章中除了一篇为中美比较之

外，其他都是以国家地区为单位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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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26 32 12 21
100% 29% 35% 13% 23%

五、动画片其他

其他类的文章共41篇。可具体分为动画片资讯、

动画人才培养以及其他三个部分。这类文章和动画理

论研究没有直接关系，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动画片资讯

动画片资讯类文章共10篇。主要是一些综述性的

文章和报告，如关于2018年中国动画电影、动画理论、

动画产业方面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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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动画人才培养

关于动画人才培养的文章共有17篇。与往年不同

的是，这些文章之中有些是在《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美术观察》《装饰》等CSSCI期刊上发表的，说明核

心期刊对动画教育的重视程度有所增强。

3．其他

其他类文章共14篇。文章大多讨论的是动画与其他

艺术或事业的交叉领域，如漫画、出版、翻译、纪录片等。

表7   “动画片其他”各类文章数量及比重

总计（篇） 动画片资讯 人才培养 其他
41 10 17 14

100% 24% 42% 34%

六、动画理论书籍

201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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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本。其中动画

翻译3本，动画产业研究2本，相关亚文化研究1本，动

画理论6本。一些年末出版的相关书籍有可能未及上网

销售而被遗漏。

1．动画翻译（3本）

迈克尔·巴里耶：《动画人生：迪士尼传》，杨阳、

董亚楠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2月出版。

该著作是一本严肃的人物传记著作，这可以从书

中的一千多条注释看出，作者不是凭自己的想当然下

笔，而是力求言出有据。这本书是国内迄今为止出版的

篇幅最大、信息最为翔实、对迪士尼做出最为全面描述

的传记著作。该著作不仅描绘了迪士尼的动画世界，同

时也介绍了迪士尼的故事片拍摄以及游乐园的建设；

不仅写出了迪士尼的天才、创造和成功，同时也写出了

他的“控制欲”“专断独行”和“保守”。由于该书的写

作多从他人视角对迪士尼的行为进行描述，而不是对

他的思想观念进行揣测，因此人物形象不如那些更有

“创造性”的作品来得鲜活，但显然更为真实可信。并

由此带出了一大批他身边与之共同奋斗的各色人物，使

读者对迪士尼生活的那个时代有所了解。

高畑勋：《一幅画看日本》，张颖译，湖南美术出版

社2019年7月出版。

该著作并不是有关动画的专著，但由于作者是日

本著名动画导演、制片人，学者，因此在他谈画的书中

会不时地提到动画，比如在谈到岩佐又兵卫的绘画时，

会讨论平面与线条的美学关系；在讨论歌川广重的绘

画时，甚至会把有前景的景深画面追述到19世纪中叶

的日本，并与动画影片中的视点相联系。这些问题都是

动画片中重要的美学问题，作者从绘画的角度对其进

行思考可谓切中肯綮。

押井守：《为胜利而战》，彭琳译，湖南文艺出版

社2019年10月出版。

该著作是押井守对世界各国导演的观感访谈，并

不专注于动画，但因其中收录了对于手冢治虫、高畑

勋、宫崎骏等人的评价，因而收录于此。除此之外，押

井守本人也是日本资深的动画导演，他谈及自己的动画

创作也有专章。由于押井守既不属于纯粹商业的动画

导演，也不属于纯粹先锋的动画导演，而是介乎于两者

之间，因而在谈及商业动画和艺术动画的关系时，每有

惊人之语，发人深思；对于仿真动画、2帧动画、3帧动

画等日本比较常见的动画形态，也都有不可多得的真

知灼见，因而该著作值得推荐。

2．动画产业研究（2本）

肖林：《文化创意产业背景下的动画产业发展》，

吉林美术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该著作以约一半的篇幅介绍了美、日、加、英、法、

韩等国的创意产业以及国家政策情况，然后以另一半

的篇幅专门讨论了中国的动画产业发展情况和问题。

该著作基本上是在重复许多司空见惯的意见和想法，

由于该著作没有注释，因此不知道哪些意见和看法是

作者的，哪些意见和看法是转述别人的。

王威：《商业动画全攻略：策划·制作管理·推

广》，化学工业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该著作为非学术性著作，介绍了商业动画制作的

流程，其中涉及动画历史的部分错误较多，比如将美国

第一部有声动画片《蒸汽船威利号》说成是“对白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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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第18页），将《阿赫迈德王子历险记》写成了《阿

基米德王子历险记》（第22页）等，不过该书并不以动

画历史与理论为主，可以忽略不计。

3．相关亚文化研究（1本）

博日吉汗卓娜：《我迷故我在：日本动漫御宅族生

活方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

该著作是一本研究日本御宅族的著作，作者通过

实地考察和采访，介绍了日本御宅族主要的活动区域、

活动方式、女仆餐厅、执事餐厅等，为日本御宅族的社

会存在形态描绘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并试图从文化的

角度对这一事物的来龙去脉以及社会意义等进行更进

一步的分析阐释。不过从研究的角度看，作者似乎并没

有做到客观冷静，而是有明显的倾向，对于御宅族这一

事物的“研究”基本上是“隐恶扬善”的。

4．动画理论（6本）

杨媛：《动漫艺术与思维创新》，吉林美术出版社

2019年1月出版。

该著作在不长的篇幅内概述了动漫的概念、历史、

制作流程，介绍了动漫软件、动漫产业、动漫衍生产

品，讨论了动漫衍生产品的发展和创新、动漫教育、产

业创新和问题的应对等，众多的罗列却焦点分散，很

难知道这本书想说的究竟是什么。

罗坚：《当代动漫设计理念与发展》，吉林美术出

版社2019年1月出版。

该著作第一章第一节“动漫与动漫设计相关概

念”，与前面提到的杨媛著《动漫艺术与思维创新》的

第一章第一节“动漫相关概念”完全一样，一字不差，

不知道是谁抄袭了谁，两本书出版的时间一样，也可能

是都抄袭了另外一个人的著作。 

梁蕾：《影视动画的艺术性探析》，吉林美术出版

社2019年1月出版。

该著作在不长的篇幅中，涉及了动画片的色彩、声

音、造型等方面的内容，这些问题在不同的著作和文章

中曾被反复讨论，由于该著作没有注释，难以判断观点

来自作者本人还是他者。

晁洪娜：《民间美术在数字动画中的创新应用和

发展途径研究》，沈阳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该著作综合民间美术与动画的讨论，属于“跨学

科”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做得好会开掘出新的角度，做

得不好无论从哪个学科来看都是浅尝辄止。很遗憾，

该著作属于后者，作者对于民间美术、动画、数字技术

这些基本的概念不能有准确清晰的表达。

李岩：《被规约的视觉—动画电影的影像画面与

视觉心理研究》，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该著作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动画进行研究，但

是却无从区分影像与动画，所谓的心理学也只是一般

的泛泛而谈，国内早在2010年就介绍过来的对于动画、

漫画接受心理有着详尽分析的麦克劳德的系列著作，

根本就不在作者的参考书目中。该著作没有注释，但是

在参考文献中却把同一本书罗列了八次，如果说是“尾

注”，又没有看到页码标注，让人不知所措。

陈叶蕾：《谢赫“六法”视野下的影视动画创作研

究》，化学工业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

该著作为省级科研项目成果，但标题会让人产生

困惑，谢赫的“六法”是我国著名的美术理论，“气韵

生动”“骨法用笔”等耳熟能详的概念，都是指那些不

能动的绘画和墨线线条，如何将其用在会动的、基本

上使用单线平涂的动画之上？作者将我国古代的绘画

理论高度抽象之后，使之失去指称具体事物的功能，

从而能够“随心所欲”地用到动画之中。该著作这样的

做法近乎于“偷换概念”，并不能给动画创作或理论研

究带来任何真知灼见。

结语

2019年中国动画理论研究文章无论是在产业还是

美学的部分，在学术上都较往年有所进步，但中国动画

理论书籍的出版实在是差强人意，一些出版社似乎没

有担负起应有的出版职责。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阎瑾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