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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广西动画创作风格形式的探究
孟 伟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继续教育中心 广西桂林 541199）

【摘 要】 近年来，广西在政府的鼓励下努力发展动画事业，在此期间也创作出不少优秀作品，并取得了可喜的成
绩，然而这些作品同时也面临着风格雷同、高成本低回报的尴尬处境。本文将通过对比分析法和观察法
探索出水墨动画文化与广西动画的相容性，以及利用微动画形式对广西动画作品进行包装营销的可操作
性，以此探究广西动画风格创作的新思路，以最有效的宣传手段打造属于广西本土民族特色的动画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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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一些国产影片也将水墨动画用于各类三维动画场景

中，比如《笑傲江湖》OL游戏版宣传片、网络系列动画

片《画江湖》、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风格清新

雅致、色彩朴素恬淡、画面飘逸神秘，形成了极具中国

特色的动画作品。

1.2 水墨风格与广西动画的兼容性
将水墨风格融入广西动画作品是展现广西山水文化

的最佳方式。广西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区域，尤其是

“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桂林，一度成为世人心中

仙境般绮丽俊秀的山水画卷。水墨画是表现桂林乃至整

个广西自然山水风光最贴切的一种艺术形式，许多国画

大师早已探索出了“丹青八桂”的道路。最早将广西自

然山水风貌呈现在画纸上的是近现代中国画大师齐白石，

之后陆续有徐悲鸿的《漓江春雨》，关山月的《漓江百里

图》《漓江烟雨》《漓江帆影》，李可染的《漓江山水天下

无》等优秀水墨画作品，广西本土艺术家阳太阳还开创

了以广西山水人文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漓江画派”，其

主要艺术形式就是水墨画。他的作品或深邃秀润、或茂

密浓黑、或沉雄豪放、或粗犷神秘，艺术家们用水墨艺

术语言完美诠释了富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广西山水人文风

貌，展现了广西文化与水墨风格的高度融合性。在广西

动画场景中引入水墨风格，可以从绘画的技法入手，以

大笔墨入画、落墨有致，层叠晕染、虚实相间。画面的

构图也可以借鉴水墨画的构图法：留白、疏密相间、以

虚当实、以无当有等。动画场景中空间的深远层次感可

以通过墨色的浓淡来表现。在画面的色调上，采用透明

水彩和国画颜料质感制作出透叠的效果，还可以运用彩

墨搭配法则的撞色法来表达，如墨黑色搭配朱丹红，棕

绿色搭配棕红色，足以诠释出空灵幽静、恬淡素雅的南

国风光。

1.3 水墨元素与广西动画的兼容性
将水墨元素融入广西动画作品是对广西艺术风格的

最好诠释。水墨动画相较传统水墨画的优势在于可以呈

现出水墨流动、晕染的变化过程，这个变化的过程本身

1  广西动画融入水墨动画风格

近年来，广西的动画作品虽然多以本土民族传说、

发扬少数民族文化为主，但其动画整体风格与其他地区

趋于雷同，其规模与动漫制作水平精良的北京、上海、

广州、成都等地（以下简称“北上广成”）相比，显得默

默无闻。广西动画需要有适合本土文化特色的艺术风格，

因此可以尝试在作品中融入极具中国古典魅力的水墨动

画，营造画面风格。

1.1 水墨动画的发展现状
水墨动画，是把水墨画技法作为人物和空间造型的

表现手段，运用特殊拍摄技术把水墨画形象和构图拍摄

下来，形成浓淡虚实活动的水墨画影像 [1]。中国最早的

水墨动画是 1961年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小蝌
蚪找妈妈》，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水墨动画，当时震惊中

外，并荣获了多项国际大奖。之后制片厂又陆续推出了

《牧笛》《鹿铃》《山水情》等一系列水墨风格的短片动画。

水墨动画充分利用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厚积淀，将中国国

粹与现代艺术形式融合在一起，成为中国文化与技术相

结合的经典产物。传统的动画制作技术是以线条结构为

主，单线平涂，通常动画创作人员在透明赛璐璐片的正

面勾线，反面上色，保证画面的颜色均匀。[2]而水墨动

画没有清晰的轮廓线，靠着水墨的流动在纸上自然晕染，

形成虚实相宜、神秘梦幻的奇特画面，营造出意境幽远

的观感效果，这种将传统的中国水墨引入到动画制作中

的艺术形式，开创了独一无二的中国动画风格。

21世纪的今天，随着现代动画制作技术的不断革新
以及对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视，水墨动画在市场经济体制

下展现出了巨大的商业价值，荧屏上的宣传片、公益动

画等都融入了水墨动画元素。2009年央视的形象宣传片
《相信品牌的力量（水墨篇）》第一次以全三维水墨动画

形式展现在观众面前，制作方通过 3D Max、Cinema4D、
Krakatoa、FumeFX 等多款软件在 60 秒内用水墨的
“聚”“散”属性展现了中国文化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

展现了水墨从无形到有形，再回归无形的视觉魅力。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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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充满独特的古韵魅力。可以用于某些特定场景中营造

环境氛围，比如荷塘流水、湍急的瀑布、浮云缥缈、村

落烟雨，这些在传统水墨画中只能通过静态画面联想的

场景，可以借由动画特效直观的呈现出来，这非但没有

降低画面的神秘性，反而增加了画面的观赏性和趣味性。

如果动画故事是魔幻、武侠等题材，流动变化的水墨特

效还可以用来表现一些非实体场景，比如，电影《孙悟

空三打白骨精》中，白骨精施法变幻的特效就运用了水

墨流体“聚”“散”的属性，营造出区别于欧美作品的奇

幻世界。水墨的流动、雾化等特效还可以丰富打斗场景，

故事角色在快速运动中衣玦翻飞、行云流水、头发飘扬

等场面都能通过相应的水墨渲染增加观赏性。

水墨动画的透明飘渺能让画面呈现独特的浪漫梦幻

的效果，成为诠释西南地区美丽风光、人文情怀最贴合

的艺术手法，也是最纯粹、最具有中国风格的艺术表现

形式之一。它蕴含着深深的中国传统美学的魅力，是区

别于日韩欧美的独一无二的中国风格，也是中国发展本

土特色动画的方向之一。

2  微动画形式推广广西动画

2.1 广西动画与传统动画的兼容性
传统动画片包括影视动画和动画连续剧两种形式。

影视动画的时长通常 80分钟左右就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故

事，动画连续剧则通常 15～20分钟一集，按照剧情需

要确定集数。广西目前没有制作过时长超过 60分钟的影

视动画作品，制作的动画连续剧有《神脑聪仔》《攀霞降

魔记》《达稼与达伦》《大战人熊婆》《寻找太阳》《灯花儿》

等，这些作品制作精良、技术较成熟，创作团队功底深

厚，态度认真负责。但是传统动画制作的成本相对较高、

周期较长，是一项耗时耗力的工程，必须人力、物力、

财力三管齐下才能雕琢出一部优秀完整的作品。动画原

创团队在制作一部动画时通常要经历较长的周期，比

如，《哪吒之魔童降世》历时 5年，参与的制作人员超过

1600人，全片制作有 5000多个镜头，导演反复斟酌后

才挑选出 2000个镜头；美国迪士尼公司至今为止制作时

间最长的动画片《疯狂动物城》108分钟，50多种动物，

19.7万张草图，制作时间长达 5年。迪士尼公司的另一

部动画片《冰雪奇缘》，其冰雪世界的魔幻画面在 3D特

效渲染下呈现出炫美多彩的视觉效果，其背后每一帧渲

染长达 132小时。如果广西动画也像这些团队一样开发

五六年，先不说怎样赶上这五六年间其他地区层出不穷

的优秀作品和先进的制作技术、制作理念，光是广西本

土相对后进的经济发展状况导致人才流失、教育观念单

一、后续补给不足也是一大问题。广西没有参与中国动

画发展的历史，也错过了中国动画兴盛的洪流，再想迎

头赶上恐怕并不现实，如今北上广成等地动画产业利益

格局分配已基本尘埃落定，不管是在故事内容上还是动

画技术上已经成为中国动画发展的领头羊，经济的发展、

技术人才的引进、资金的支持以及合作资源的丰富、动

画专业教育的创新发展等都是西南地区难以达到的标配。

因此以传统动画的形式推广地域民俗动画存在着未知的

风险和收不回成本的考验。简而言之，广西以传统动画

的形式发扬本土动画文化不切实际，应当正视西部民族

地区的实际经济现状，寻求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2.2 微动画带来的新机遇
随着“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网络媒体终端由 PC

机向移动终端机发展，全民已进入“微”时代，各行各

业在互联网平台全面开花，为“微时代”的生长提供了

肥沃的土壤，培育出了“微信”“微店”“微电影”“微

云”“微博”“微课”等文化形态。现如今，“微动画”也

悄然成为了移动互联网的座上宾。《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报

告（2012）》（中国社科院编撰）中提出，通过特别适用

于各种新媒体平台播放的，在移动的短时间的休闲状态

时观看的，有完整故事情节的微放映（10～180秒）、微

周期制作（1～7天或数周）和微规模投资或零投资的

视频短片，称为“微动画”[3]。最初，这类动画主要出

现在各类电视节目中，用于在新闻快讯里对事件的还原，

在综艺节目中对情节的演示，在科教类节目里对内容的

描述等。如今，微动画已经逐步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当中，

公益广告、微博小段子、科普性小短片在动车上、地铁

传媒、商场广告、移动设备随处可见，人们可以在闲暇

的时间和移动的状态下拿出手机或者 iPad等移动设备，

点开这些“微短片”以获得短暂的放松和娱乐。微动画

可以以一个单独短片的形式出现，也可以以一个系列作

品的形式分期发布。微动画也是动画的衍生品，是移动

网络媒体繁盛时代下孕育的“新宠儿”，它的出现有它的

时代必要性以及特殊性，它将是中国新媒体动画的发展

模式之一。

2.3 微动画与传统动画的区别
微动画与传统动画相比其特点体现在“微”：时长

上的“微”，通常在五分钟左右，比如，德国喜剧短片

《如果动物界都是胖子》，最短的甚至只有十几秒，比如

广西公益动画片《可可小爱》；内容上的“微”，内容更

亲民、更草根、身边大小事或者奇思妙想，更“接地气”

和“娱乐性”；制作上的“微”，动画电影往往需要巨额

资金的投入和产业链的后续补给，如《哪吒之魔童降世》

《大圣归来》，其表现形式多以符合大众审美为标杆，商

业性较强。动画连续剧则需要长线投资，积累了一定的

口碑以后才有机会转战大荧幕，如《喜羊羊与灰太狼》。

而微动画就相对更加“草根性”和“快餐性”，受众范围

比较小，大部分作品在视频网站、地铁传媒上播放，商

业性目的不强，以服务、介绍、科普性为主。微动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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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表达一种情绪，引导一种心态，或者映射一种现象，

实现叙事达意的效果，这是传统动漫长篇作品无法比拟

的 [4]。

2.4 广西动画与微动画的兼容性
传统动画模式并不适用于当前资源相对贫瘠的广西，

而微动漫是提高广西软实力的有力手段之一，建议广西

动画先尝试以微动画形式开拓市场，再根据市场反馈来

推广文化品牌。如《同道大叔与 12星座》就是一部“小
作坊式”微动画，故事以动画名角同道大叔与十二个星

座角色之间有趣的小故事来展现十二星座的特点，剧情

简洁幽默，而“同道大叔”也因此成为这部动画品牌的

代言人。目前其已发展成以微动画系列篇进行推广，玩

偶、书签等动漫衍生产品、后续补给的品牌产业模式，

拥有粉丝总计超过 3000万人，是全网华人中最具现象
级的女性类微动画。微动画在移动终端上有着强劲的活

力，我们在移动互联网上看到的微动画基本是幽默的段

子、小故事，与民俗文化相关的宣传片难觅踪迹。广西

动画可以尝试这类“小作坊式”推广路线：①以广西少

数民族文化为故事题材；②以讲述故事为主，故事在于

精不在于长，既要提炼出广西本土文化内涵精髓，又要

为故事的设计注入符合现代大众口味的潮流元素；③用

水墨风格营造出广西山水人文风光的独特魅力，吸引观

众；④设计一个贯穿始终的动画角色，通过系列微故事

将这个角色的形象立起来；⑤以功能为辅，通过这个角

色延伸出广西各族民俗文化，进而推动广西旅游业的发

展。之后以系列短片形式通过互联网终端各大移动平台

播放，收获良好的口碑和一定数量的拥护者以后，再考

虑以传统动画形式登场。

3  结语

将水墨风格元素融入以民俗文化为主的广西动画作

品里，有助于在风格上将广西动画与其他地域区别开。

把民俗文化以微动画的形式置于微信、微博等传播平台，

是在微时代下对民俗文化传播推广的一条新途径，也可

能是最有效并能产生巨大回报的一种宣传手段 [5]。广西

动画事业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市场前景一片光明，广西

不仅需要弘扬本土民族文化，也要吸收传统艺术的民族

元素，还要追求创新，找寻个性化发展，以传统的文化

元素为源泉打造本土动画品牌，才能走出一条强劲长足

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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