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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送给所有喜欢动画片的人

“小时候我们总能在地上发现密密麻麻的蚂蚁,

仿佛世界是由蚂蚁组成的。

长大后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蚂蚁消失了。

其实并不是现在的蚂蚁比过去少了,

只不过是我们不能再像小孩那样

随时随地趴在地上去观察它们而已。”

本书献给我那一去不复返的英国留学时光

以及在我家住了半年、

也是一去不复返的苏格兰折耳———猫儿球君

———薛燕平



BritishAnimation　◇ 1　　　　

前　言

关于《动画馆》系列丛书

以下文字是我作为《动画馆》的主编在每本书前必须说的,不管那书是不是我

写的。
我策划这套系列丛书的初衷很单纯———这些选题都是我自己想写的。我要有时

间、有能力,才舍不得叫别人写去呢,咱这不是没那本事嘛。与其自己憋着好选题写不

出来,叫那主意烂肚子里,不如叫有能力的人写。真要写出好书,对地球人都有好处,
起码我再写书需要参考资料时有现成的书看了。就跟那广告词说的一样,“你好,我也

好”。
《动画馆》系列丛书试图囊括与动画相关的所有领域的内容,比如说已经出版的

《怪谈———日本动漫中的传统妖怪》、《世界游戏制作大师》、《世界玩具经典》、《世界动

画电影大师》、《非主流动画电影》等专著。之所以做这件事是因为我一直认为仅仅把

动画自己那点事儿弄明白对动画艺术与产业的长期发展远远不够,必须搞明白与动画

貌似无关却又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其他艺术门类与产业状况,才能使中国动画真正强

大起来,例如:动画和玩具、动画和漫画、动画和电子游戏、动画和儿童文学、动画和电

视、动画和电影特效等等。只有把这些兄弟艺术门类与产业链的历史、特点、运营模

式、成功经验、代表人物、经典案例以及它们与动画的关系研究透,动画艺术与产业才

能立体与清晰。
因此,《动画馆》系列丛书将是一辈子的活儿,每半年能推出一本我就很开心了。

开放性、独创性、不断更新与补充是这一系列产品的特点。当然,动画历史、流派、大师

等方面的研究与引进、翻译国外优秀理论著作也是该系列丛书必不可少的内容。
我选择作者的标准很简单———有能力与激情,人品好。ACGT① 是很时髦的东西,

你叫老教授写“凉宫春日”玩具为什么“萌”倒一片男人,这不是明摆着为难人家吗? 所

以我不在意作者的专业背景与学历,只要对动画及动画周边某一领域有深入研究,语

① ACGT是我创造的一个专业名词,即动画(Anime)、漫画(Comic)、电子游戏(Game)和玩具(Toy)的综合

简称。其实这一称谓在日本非常流行,一般称为 ACG。我认为玩具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因此把

Toy增加了进去,便成了现在的 AC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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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表达能力强,有激情,想和读者分享自己的感受,确实够“宅”,并且不指望通过写字

发财就可以加入。现在几本书的作者就有在校学生,年纪都不大,但是他们确实是超

级 ACGT发烧友,这是所谓的专家学者们所不具备的。
《动画馆》系列丛书的宗旨是:第一,每本书阐述的主题都应与动画有关;第二,每

本书的内容都应与中国该领域现状有关。比如说我会要求《世界玩具经典》的作者阐

述玩具与动画的关系以及中国玩具业现状。
之所以强调这两点是从该系列丛书整体构思出发的:强调与动画的关系是为了

“点题”———这是《动画馆》丛书,如果说的一切都和动画没关系,那岂不是笑话。另外,
该丛书的最终目的是帮助中国动画走出低谷,那么内容必须与中国国情有关。你可以

单独拿出一章写,也可以打散了在行文中体现,总之作者一定要带着这两个观点创作。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该丛书整体论调统一而不至于像蒸散了的窝头一样单摆浮搁。

这一系列丛书中很多内容将是国内相关领域的“第一本”。说它是“第一本”绝不

代表它如何了不起,只是想告诉读者———万事开头难,对该丛书中不成熟的地方请多

多包涵。

关于《英国动画》的缘起

这本书的出现纯属偶然。
两年前,台南艺术大学音像动画研究所的余为政教授请我为他主编的《世界动画

通鉴》一书撰写《英国动画简史》一章,余老师说有个两三万字就足够了。结果我一不

小心写了12万字……我承认这次有点认真过头了……
余老师非常惊讶与诚恳地说:“真用不了这么多字! 一个英国就十几万字,那别的

国家得多少字啊? 还要考虑全书的比例均衡问题,你干脆再凑点字单独出本书吧。”一
句话点醒梦中人! 于是余老师拿走了三万字,剩下的就是这本书的雏形。

本以为再凑个十万字就 OK了,对于一个月写四万字而什么事也不耽误的我来说

三个月后一本新书就又诞生了。想想就激动,于是我信心十足地去出版社签合同———
半年搞定,玩着就干了的事情。

没想到两年过去了,早已超过了合同规定的20万字,比合同规定的交稿时间晚了

整整11个月。好在出版社对我的创作一贯大力支持,当我倍感歉意地一拖再拖时,我
的编辑却说:“不急,慢慢来,精益求精,保证质量。”想想也是,上一本书《非主流动画电

影》光校对就用了八个月,这么算来两年写本书还是很正常的。
细细想来从2001年到2009年,八年来我似乎每天都在写字。三本书,120万字。

当年在英国上学时,有一个经常通宵上网的学生总在英国时间24点(北京时间早上八

点)QQ问我:“您又码字呢?”八年过去了,那孩子早已毕业、结婚生孩子了,我却还在码

字。前不久的一个深夜,我的 QQ闪烁,一个2008级的新生上来就问:“您又码字呢?”
那一瞬间我仿佛又回到了八年前的英国。
有些累了,三年内不写字了,做点片子玩吧。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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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担心,未来三年内大家不会没有新书看的,因为我会继续主编、策划,寻找优秀

作者,认认真真地将《动画馆》系列丛书做成国内动画理论书籍的品牌。也许下本书的

作者就是你,一个真正热爱动画并有话想说的人。

关于我的“网络搜索狂人”
“网络搜索狂人”是我的一位网友,男的,安徽人。他不仅为本书作出了巨大贡献,

而且我们的相识也是那么神奇与“富有教育意义”。
多年前我无意中进入淘宝网的一家动画 DVD 专卖店,顿时目瞪口呆与无地自

容———店里的盘我几乎都没看过! 爱沙尼亚动画?! 巴西动画?! 古巴动画?! 天啊!
身为动画专业教师的我竟然都没有听说过! 万分激动的我加了老板的淘宝旺旺,说:
“兄弟,你这好东西太多了! 我要买!”对方的回答使我险些跌倒:“薛老师,我店里这点

东西和你的收藏相比不值一提。”
……
我第一次加一个淘宝网的陌生人,对方不仅知道我姓什么,还知道我是干吗的!

甚至还知道我收藏了些什么! 顿时我觉得一点安全感都没了! 这世界忒不太平了!!

“汗……我认识你吗?”我问道。
“我老去你博客搜集动画专业资料来给我的商品加注释”,“黑客”回答。
“你怎么知道这淘宝旺旺ID就是我?”
“因为你的旺旺和博客名字一样。”
……
“言归正传,我要买你的盘,全部的。多少钱?”
“全部送你,薛老师,一分钱都不要。”
……
“那不行,你这些盘是有成本的,尽管都是刻录的,但是你买这么多原版 DVD也很

贵的。”
“我这些盘不是从原版盘刻录下来的,都是网上免费下载的。”
……
“我怎么就下不到啊?! 你都哪儿找的啊?”
“搜索呗,关键词输入很重要。”
……

在简短的交谈中我数次被雷倒,万般无语中……这是何方神圣啊?! 你真是来上

自习的吗?!
一来二往,我们混熟了。他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路政局工作人员而绝非动画专业

人士,喜欢动画并拥有强大的网络搜索能力。于是此人每天挂在网上寻找、下载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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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的动画片(然后再发给我)。之所以称其为“网络搜索狂人”是因为你给他蛛丝马

迹的线索他就可以找到你需要的东西。你扔出去一根牛骨头,他就能给你牵回一头牛

来! 有一次我告诉他一位我特别喜欢的动画大师新出版了一套5D9套装,我唏嘘不已

地说:“啥时候我才能搞到这套盘啊?!”“网络搜索狂人”平静地说:“你等会儿。”半个小

时后,这套5D9的免费下载种子已经到手了!
在撰写《英国动画》这本书时,我经常会给他布置工作———去给我找这个片子!

去给我找那大师的照片! 无一失手,百发百中! 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就没有这

本书。
为了他,我买了1T硬盘;为了他,我升级了 ADSL带宽;为了感谢他我送了他1T

硬盘。这么做我依旧无法表达感激之情,因此在此单独拿出篇幅大书特书表扬他! 不

仅因为他帮助我完成这本以及日后的每一本书,还要感谢他给我及我的学生上了生动

的一课———每次面对偷奸耍滑,理直气壮告诉我无法完成作业的原因是网上资料太少

的学生时,我就会给他们讲“网络搜索狂人”的故事。然后质问他们:“人家为什么找得

到?! 你怎么就找不着?!”他教会了我网络时代的学习方法与刻苦钻研的精神,这比给

我片子值钱得多。
为了使读者对本书所涉及的英国动画作品有直观与深入的了解,我将对应书中内

容在自己的博客———“猫粮的动画馆”上传一些英国动画片资料,这些片子80%都是

“网络搜索狂人”发给我的。
再次感谢“网络搜索狂人”同志! 由衷地!

关于与前两本书内容交叉的问题

上高中时我的学校在西边,为了避免每天上学走同样的路,我宁可早点出门换着

路线骑车上学,甚至出家门直接奔北。我是一个极其讨厌重复自己的人,因此这本书绝

对不会把我前两本书里的相关内容拿来凑数,更何况我的编辑也不允许我那么做。①

《世界动画电影大师》一书上市时间为2006年1月,《非主流动画电影》上市时间为

2007年7月。三年过去了,之前介绍的各个公司与导演都有了新动态与作品,《英国动

画》一书就是对前两本书中涉及的英国部分进行补充。例如在本书的《英国动画代表

人物》一章就特意分为“温故”与“知新”两部分,用意很明确———“温故”部分便是对以

往写过的内容进行补充与校正,把这三年来他们所做的事情记录在案(也许这一部分

改名为《温故2006~2009》更为贴切)。再例如本书中《阿德曼动画公司》一文就是《世
界动画电影大师》一书中《Aardman公司与 NickPark》一章的全面升级版。过去的文

① 令我万般无奈的是,在撰写《英国动画简史》一章时,为了保证历史的完整性不得不引用了我之前两本书中

的部分相关文字,在此致歉。在个人习惯与尊重历史面前,我也只好选择后者。另外在《英国动画教父———
鲍伯·苟德弗瑞(BobGodfrey)》一文中我引用了《非主流动画电影》中关于《梦中宝贝》(DreamDoll)的文

字,因为这部短片对于鲍伯·苟德弗瑞太重要了,同时它也是我最喜欢的影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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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着重介绍了尼克·帕克以及他的《超级无敌掌门狗》系列作品,而对阿德曼动画公司

所谈甚少。而新文章中不仅对该公司历年来的动画长片、电视系列片、动画广告片、艺
术短片进行了系统梳理,还介绍了除尼克·帕克以外的公司主要导演。另外还对原来

文章中的错误进行了修正———例如原来我翻译这公司的名字为“阿达姆动画公司”,但
是三年过去了,现在大家习惯称之为“阿德曼动画公司”,于是我连公司名字都改了。
这新增加的内容都是原来文章中不曾提及的,因此毫不夸张地说这绝不是从1.0升级

到1.1版本,而是从 DOS升级到 VISTA。
这么做对于第一次看我书的读者来说也许感觉不过瘾甚至莫名其妙,一些在我前

两本书中出现过的、已故的英国动画大师在本书中干脆只字未提,这必定会影响阅读

的完整性。但是对于老读者和我来说必须这么做,因为如果把原来已经出版过的相关

文字全部拿来再做补充的话,这本书就奔着一百万字去了。我、老读者以及出版社都

不允许这种“炒冷饭”的事情发生。
世界动画艺术源远流长,只有开始,没有结束,那么就让我的一本本书在我有生之

年见证它的发展吧。直到某一个导演或我死的那一天,读者也许就可以彻底了解某一

段完整的历史了。
不知道为什么,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郭德纲的相声———“爸爸带你去看五百年

的老艺术家,别动手! 小心咬着……”

要感谢的人

康征(我的母亲)、薛京山(我的父亲)、季勇、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2006级动画

创作理论与实践方向研究生———宫盈、李梦、肖潇、牛文瑾

2009年5月1日

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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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英国动画简史

雏形期:20世纪初期

这个时期的英国动画产量与质量都不是很高,大部分作品基本停留在静止画面

在银幕上闪烁的水平。英国人美其名曰———“光影图画”(lightningsketch)。如果我们

以早期实验动画的标准衡量这些作品也许称得上“图画”,但是更多时候它们不过是技

术落后的产物。1895年末,伯特·阿克斯(BirtAcres)制作了英国第一部“动画片”。
严格地讲,这部作品算不上是真正的动画,它只不过是根据漫画家汤姆·麦瑞(Tom
Merry)关于德国皇帝恺撒·威廉(KaiserWilhelm)的漫画改编的闪烁图形而已。在19
世纪与20世纪交替的时候,这种“变戏法式”的作品并不少见,例如1901年华特·P.
布斯(WalterP.Booth)导演的《工作室里的魔鬼》(TheDevilintheStudio)。当然,这
种“光影图画”不是英国人独创的,此时全世界的动画发展都处于雏形阶段,大家都在

摸索之中,这种现在看来粗糙简陋的作品是动画艺术发展的必经阶段。

1906年,华特·P.布斯拍摄了《艺术家之手》(TheHandoftheArtist),影片全程

记录了一双手在纸上绘制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小贩的舞蹈过程。在接下来的三四年间,
他又制作了《魔法师的剪刀》(TheSorcerer’sScissors,1907)。

1910年,剪纸动画高手塞缪尔·阿姆斯特朗(SamuelArmstrong)制作了《小丑与

驴》(TheClownandHisDonkey)以及其他几部动画片,但是影响不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光影图画”艺术家哈瑞·佛尼斯(HarryFurniss)和弗

兰克·利亚(FrankLeah,印度籍英国人)像连环画与讽刺插画作者一样将他们的美术

风格带进了动画片创作之中。这些艺术家创作了大量讥讽德国统治者、鼓舞士气的作

品,例如:乔治·恩斯特·斯达迪(GeorgeErnestStuddy)1914年拍摄的《战争研究》
(WarStudies);哈瑞·佛尼斯导演的《和平与战争铅笔画》(PeaceandWarPencillings,

1914)、《温切尔西和它的郊外》(WinchelseaandItsEnvirons,1914);达德利·坦匹斯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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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dleyTempest)制作的《战争卡通》(WarCartoons,1914)等。这其中以兰斯洛特·
斯皮特(LancelotSpeed)根据战争真实事件制作的讽刺系列动画片《坏孩子》(Bully
Boy)知名度较高,最为有趣的是《U 形管道》(TheUTube)和《海洋梦》(SeaDreams,

1914)两集。前者讲述德国皇帝试图挖一条地道侵入英国,但是却挖错了方向;后者嘲

讽了德国统治者企图扩展海军的野心。1917年,达德利·巴克斯顿(DudleyBuxton)导
演的《曾经是那样吗?》(EverBeenHad?)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制作最为精良的一部

英国动画作品。影片讲述地球上最后一个人也因战争而死去,整个英国毁灭了。当观

众沉浸在无限的绝望与悲痛之中时,导演一抖包袱———原来这是一部“戏中戏”,刚才

观众所看到的一切只不过是在拍电影而已。

20世纪初期,当赛璐珞技术还没有普及的时候,剪纸动画和定格动画成为英国动

画的主流技术。截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国动画师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动画制作

技术和动画工业从业经验。尽管战后经济问题困扰着处于襁褓之中的英国动画业,但
全新的动画系列片与新兴动画公司依旧破茧而出。例如:兰斯洛特·斯皮特于1921
年至1924年间导演的26集剪纸动画系列片《果仁》(Pip)与《斯奎克与威尔弗雷德》
(SqueakandWilfred)。乔 · 诺 博(JoeNoble)制 作 的 《萨 米 与 香 肠》(Sammyand
Sausage)讲述了一个男孩和他的小狗的故事。希德·格里菲斯(SidGriffiths)的动画

知识来自在电影院做放映员时对《菲利克斯猫》(FelixtheCat)的反复观摩与研究,他
也执导了一系列有关狗的动画片,名为《杰瑞与小狗》(JerrytheTyke)。面对铺天盖地

的“卡通狗”造型,汤姆·韦伯斯特(Tom Webster)选择了一匹马作为他《X型腿马———
提希》(TishytheX-Legged Horse)的 主 角。乔 治 · 恩 斯 特 · 斯 达 迪 的《波 让 狗》
(Bonzo)是这一时期最为有名的系列动画片。该系列片开始于1924年,讲述一只小狗

在中产阶级社会的冒险故事。
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亚瑟·墨尔本·库珀(ArthurMelbourneCooper)和

安生·戴尔(AnsonDyer)。

英国定格动画之父———亚瑟·墨尔本·库珀

亚瑟· 墨 尔 本 · 库 珀 (1874.4.15~1961.11.28)出 生 于 英 格 兰 圣 奥 尔 本 (St
Albans),是英国电影的创始人之一,世界动画先驱者。他于1901年导演的《朵莉的玩

具》(Dolly’sToys)被史学家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英国动画片。

1899年他拍摄了动画短片《比赛:吸引力》(Matches:AnAppeal),这部短片是为

政府发动市民为军队募捐而制作的宣传片。1904年他创建了阿尔发培训公司(Alpha
TradingCompany),为客户制作真人与动画短片。该公司是早期英国电影工业极其罕

见的集制作、发行、展映于一身的机构(1927年被大火烧毁)。1904~1909年间,他一

直与罗伯特·W.保罗(RobertW.Paul,1869.10.3~1943.3.28)合作制作真人与定格

动画相结合的科幻题材短片。1908年,亚瑟·墨尔本·库珀与罗伯特·W. 保罗联合

导演了《玩具王国梦游记》(DreamsofToyland),这部真人与玩具相结合的黑白定格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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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默片表现了一个孩子充满玩具的美好梦境,成为世界动画史上不可不提的经典案

例。导演在户外利用日光进行拍摄,这无疑使影片质量有所下降,但是从这部古董级

的短片中依旧可以看出偶的流畅动作与导演营造的神秘气氛。

1910年,罗伯特·W.保罗退休后亚瑟·墨尔本·库珀继续独立撰写剧本,导演、
拍摄动画片。

亚瑟·墨尔本·库珀的代表作品:

1898年 《山村铁匠》(TheVillageBlacksmith)

1899年 《比赛:吸引力》(Matches:AnAppeal)

1901年 《朵莉的玩具》(Dolly’sToys)

1904年 《神奇的玩具匠》(TheEnchantedToymaker)

1905年 《玛克楠博游伦敦》(MacNab’sVisittoLondon)

1906年 《诺亚方舟》(Noah’sArk)、《仙女教母》(TheFairyGodmother)

1908年 《玩具王国梦游记》(DreamsofToyland)

1912年 《灰姑娘》(Cinderella)、《木制运动员》(WoodenAthletes)

1913年 《玩具匠的梦》(TheToymaker’sDream)

动画制片人常青树———安生·戴尔

安生 · 戴 尔 (1876.7.18~1962.2.22)出 生 于 英 国 南 部 港 口 城 市 布 莱 顿

(Brighton),在进入动画界前从事了20年教堂玻璃画绘制工作,39岁才正式参与动画

制作。他作为动画师的成就远没有作为动画制片人大,安生·戴尔曾经一度成为20
世纪30年代英国最重要的动画制片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与达德利·巴克

斯顿联合 制 作 了 政 治 宣 传 动 画 系 列 片 《公 牛 约 翰 的 动 画 写 生 簿》(JohnBull’s
AnimatedSketchbook)、动画系列片《牙牙学语》(Kiddigraphs)。二人分手后,安生·
戴尔主要从事将莎士比亚作品改编为动画片的工作,而达德利·巴克斯顿则制作了两

部系列动画片:《米菲的往事》(Memoirsof Miffy)、《巴克西的滑稽表演》(Bucky’s
Burlesques)。

李道明在《欧洲现代动画》一文中谈到:“英国动画传统大约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

战期间。安生·戴尔在20年代创作了一些动画作品,后来他又领先成立了专业的动

画片厂。1924年他根据设计、编剧、绘画、拍摄等不同阶段的创作分门别类,找专家来

拍摄动画,使他的片厂能有持续固定的作品面世。他最好的作品可能是1934年(编者

按:应为1935年,这里估计是作者笔误)一系列以‘萨姆’这个角色为中心的动画影集。
但是,和当时的好莱坞动画相比,这些作品技巧上虽然很专业,但视觉与情感上均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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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因此不很受英国观众的喜爱。”①

值得一提的是安生·戴尔历时两年制作的《旗帜的故事》(TheStoryoftheFlag)。
这部长达一个小时的作品应该算是英国第一部动画长片,但是这部影片却因投资方对

导演的漫长工期及巨额预算丧失了信心而中途下马,影片最终于1927年被分为六集

短片上映。

安生·戴尔的代表作品:

1917年 《彼得的图画诗歌》(Peter’sPicturePoems)

1918年 《三只小猪》(ThreeLittlePigs)

1921年 《马车里的美元》(DollarsinSurrey)

1922年 《小红帽》(LittleRedRidingHood)

与英国真人电影相比,这一时期的英国动画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它们的播出

平台几乎只有民间展映这一途径。少数几部动画片获得了发行上映的机会,但是影响

力较小。可以说20世纪初的英国动画默默无闻,即使在欧洲范围内也是无名小辈。

发展期:20世纪30年代

20世纪30年代,大部分英国动画师靠制作动画广告片为生,少数人有机会参与真

人娱乐电影制作。安生·戴尔在从事了几年真人电影及纪录片拍摄工作后又回到动

画领域,1935年他创建了英格兰电影公司(AngliaFilm),试图与席卷全球的美国动画

抗衡。公司建立之初,他主要制作根据古典音乐改编的短片,例如1935年的《卡门》
(Carmen)。后来他把创作方向调整为以英国观众早已熟悉的人物为主角的动画片,例
如:小萨姆(SamSmall),一个傻傻的、总成为替罪羊的小个子士兵。这个角色最早是由

喜剧演员斯坦利·郝勒威(StanleyHolloway)创作的音乐剧形象,后来被改编为广播剧

在英国广泛流传。斯坦利·郝勒威参与了安生·戴尔导演的“小萨姆”动画系列片配

音工作,共 为 其 配 音 18 集,最 早 一 集 是 1935 年 的 《萨 姆 和 步 枪》(Samand His
Musket)。这一动画系列片不仅是有声电影,并且使用了彩色电影技术,这在当时的动

画界并不多见。由此可见,安生·戴尔是位勇于尝试新鲜事物的导演。但是影片效果

并不理想,观众反响平平。当第五集播出后,投资方停止了与安生·戴尔的合作,但是

慷慨地留下了部分设备。这些设备足以支撑安生·戴尔的小公司继续制作动画广告

片,其中比 较 有 趣 的 作 品 有 1937 年 的 《坏 脾 气 的 国 王》(TheKing withTerrible
Temper)。

由于迪斯尼公司在彩色动画技术方面的垄断,英国彩色动画片发展缓慢。尽管英

国也出现过其他彩色影片技术,例如20世纪初期的杜宁彩色系统(DunningColour),

① 黄玉珊、余为政编著:《动画电影探索》,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公司,1997年版,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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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效果都不太理想。直到1935年由安东尼·格洛斯(AnthonyGross)和海克特·霍金

(HectorHoppin)导演的《狐狸亨特》(FoxHunt)上映,才标志着英国彩色动画片的诞生。

1936年,漫画家罗兰·戴维斯(RolandDavies)试图把他的畅销漫画主角“大马史

蒂夫”改编为动画片,但是陈旧的黑白美术风格与过时的动画观念使该片很快被观众

遗忘。
此时,英国缺乏本土动画人才的现状开始显现出来,大量外国动画师来到英国借

助英国资金进行创作,这其中不乏大师级人物:德国剪纸动画导演洛特·雷妮格(Lotte
Reiniger)、新西兰实验动画大师列恩·雷(LenLye)以及日后导演了英国第一部动画长

片的约翰·哈拉斯(JohnHalas)。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动画历史是由外国人创造的,
这一现象 在 英 国 动 画 史 中 屡 见 不 鲜。此 时,只 有 来 自 苏 格 兰 的 诺 曼 · 麦 克 莱 伦

(NormanMcLaren,1914.5.11~1987.1.27)坚守着英国本土动画阵地并为英国邮政总

局(BritishGeneralPostOffice)制作了大量动画宣传片。

第二次世界大战

英国动画一大特点在于动画宣传片大行其道,无论是用于商业用途的动画广告片

还是各种公益事业动画宣传片,从英国动画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主力军。这其中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政治动画宣传片和科教动画片,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两种动画片是英国动

画得以长足发展的基础。毕竟政府的大力支持是所有艺术发展的强大后盾。
当其他国家的动画师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颠沛流离,动画事业停滞不前之时,英

国动画却获得了稳步的发展。尽管此时的英国动画广告片生产几乎停滞,但政治宣传

与战争科教动画片使英国动画在二战期间得以存活,并为战争结束后的复苏奠定了基

础。例如,1940年成立的拉金斯·布斯(LarkinsBoth)公司便是以制作政治宣传片为

主。该公司最初是由比尔·拉金斯(BillLarkins)与安生·戴尔联合创建的,但是经过

短暂合作二人便分道扬镳。比尔·拉金斯独立支撑公司,制作了大量动画科教片。他

与彼得·萨克斯(PeterSachs)、丹尼斯·吉普林(DenisGilpin)共同创造了全新的英国

动画片美术风格,并希望英国动画超越美国联合制作公司取得革命性的进步。
寻找有英国特色的动画片之路始终是英国动画艺术家们不懈奋斗的目标,而实现

这一理想的方法有很多种。1944年,J·亚瑟·阮克(J.ArthurRank)创建的 GB动画

公司(G.B.Animation)吸引了大批动画师前来求职。该公司的动画师怀抱着打破迪斯

尼动画垄断世界的局面的理想而努力工作着。1946年,《白雪公主》和《小鹿斑比》的导

演大卫·汉德(DavidHand,1900~1986)被聘为该公司的首席动画师,负责培训员工。
他按照迪斯尼公司30年代考核与培训动画师的模式培养员工,大量退伍军人通过考

试进入该公司。公司宣称要招聘2000名动画师而成为英国规模最大的动画公司。大

卫·汉德的训练方法实用而系统,他传授给英国动画师迪斯尼的经典角色设计与表演

方法。但是在这种训练模式下制作的系列动画片《动物乐园》(Animaland,1948~
1950)和《音乐画具箱》(MusicalPaintbox,1949~1950)反响却不好,大卫·汉德承认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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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讲述两只松鼠故事的作品虽然技术完美,但缺乏趣味性,这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
很多动画师反对大卫·汉德这种全盘迪斯尼化的做法,他们呼吁发扬英国传统,创造

具有英国本土特色的动画片。1950年该公司解散。

英国动画之父:约翰·哈拉斯(JohnHalas)
约翰·哈拉斯(1912.4.16~1995.1.20)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后到巴黎师从

定格动画大师乔治·帕尔(GeorgePal)学习动画制作。1936年来到英国并遇到本地画

家、剧作家———乔伊·巴彻拉(JoyBatchelor,1914.5.22~1991.5.14),二人一见钟情

并结为终身伴侣。

1940年约翰·哈拉斯夫妇建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哈拉斯与巴彻拉动

画公司”(Halas&BatchelorCartoonFilmsLtd.),公司从创建之初一直到20世纪50
年代末始终与政府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拉斯与巴彻拉动画公司为英国战争办公室、英国情报与

国防部、英国海军情报中央办公室制作了70多部短片。这不仅使他们在经济上受益

匪浅,最重要的是与政府部门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他们以后的事业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大战结束,其中影响较大的作品有:为英国海军制作的

影院版动画长片《造船》(HandingShips,1945)、为英国情报部门制作的八集系列动画

片《查 理》(CharleySeries,1946~1947)、为 “欧 洲 复 兴 计 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制作的《鞋匠与帽匠》(TheShoemakerandtheHatter,1949)、为卫生部制作

的《房子漫天飞》(FlyAbouttheHouse,1949)等。

壮大期:20世纪50~70年代

安生·戴尔在二战期间导演了几部反纳粹的政治宣传动画短片后,把兴趣转向娱

乐片的制作,例如:《松鼠战争》(SquirrelWar,1947)。1951年,安生·戴尔退休,跟随

他多年的动画师各奔东西,纷纷创建自己的工作室。
乔治·莫瑞诺(GeorgeMoreno)是来自弗莱舍尔兄弟公司的美国动画师,他在英

国制作了一系列以伦敦出租车司机和他的出租车为主角的短片《气泡与尖叫》(Bubble
&Squeak),该系列片一共五集。

杰勒德·侯德沃斯(GerardHoldsworth)、J·华特·汤普森(J.WalterThompson)
与乔治·帕尔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起制作木偶动画片。1951年,在荷兰动画师的

帮助下,杰勒德·侯德沃斯为劳力士手表制作的动画广告片《时间的历史》(HisStory
ofTime)今天看来依旧堪称经典而被广泛流传。但是,改编自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

里(Saint-Exupéry)同名童话的《小王子》(TheLittlePrince)一片却使公司一蹶不振。

1946年,匈牙利人彼得·弗德斯(PeterFöldes,1924~1977.3.29)随家人移民到英

国,1952年他在英国电影学会(BritishFilmInstitute,简称BFI)的资助下导演了处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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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创世纪》(AnimatedGenesis)。这部短片以幽默而深刻的方式讲述了人类的起源

以及人类与地球的关系。1955年的《短见》(ShortVision)描述了人类在核爆威胁下的

生存状态,可以说这部作品与他的处女作在主题上如出一辙。彼得·弗德斯影片的特

点在于其凝重而华丽的美术风格。1956年,彼得·弗德斯来到法国,过起了悠闲而安静

的画家生活。

1953年至1968年间,一个动画业余爱好者组织的“蚱蜢团”(GrasshopperGroup)
值得一提,该团体的创建者与领袖之一约翰·达伯恩(JohnDaborn)使用真人演员拍摄

了两部动画片《两个人的公司》(Two’sCompany)、《新娘与新郎》(BrideandGroom)。
他还根据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作家吉卜林(Kipling,1865~1936)的文章《王格普

之战》(TheBattleofWangapore)导演了同名短片。
理查德·泰勒(RichardTaylor)1929年6月16日生于伦敦,著名招贴画师的儿子。

牛津大学毕业的理查德·泰勒子承父业,1953年,他受雇于拉金斯·布斯公司从事动

画创作。1957年,他开始独立执导影片,1960年升职为公司的首席导演。1965年,理
查德·泰勒创建了自己的公司。观其一生的创作,他只导演了一部艺术动画片———政

治讽刺短片《革命》(TheRevolution,1967)。其余作品都是科教片、广告片,主要作品

有:关于农业自动化的《地球是战场》(EarthIsaBattlefield,1957);为巴克利银行

(BarclaysBank)在尼日利亚和加纳分部制作的广告片《把乌娜的钱存在那》(PutUna
MoneyforThere,1957);宣传儿童卫生的科教片《你的不良习惯》(SomeofYourBits
Ain’tNice,1981)。他还为BBC的《电视英语》(EnglishbyTelevision,1984~1986)教
学节目制作了70多分钟的动画片。

理查德·泰勒主张艺术、政治、商业三者完美结合,他将毕生精力都奉献给自己所

追求的动画“实用性”与“有益性”。1986年,他当选为英国动画协会会长。

英国第一部影院版动画长片———《动物农庄》(AnimalFarm)

1953年,约翰·哈拉斯根据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1945年出版的同名小

说拍摄了英国历史上第一部动画长片《动物农庄》。
约翰·哈拉斯夫妇极其重视这部影片,不仅大量招聘、增加工作人员,还特意成立

了一个分公司,用来培训新员工。在70多人的不懈努力下,影片历时两年,终于完成。
从影片制作一开始约翰·哈拉斯夫妇便深刻领悟了原作者的意图并力求忠实于原作

而不是单纯的政治宣传品。乔伊·巴彻拉说他们只想拍摄一部关于“自由”的影片。
约翰·哈拉斯坚持采用小说灰暗、极具讽刺意味的结尾。但是,美国投资方却坚持影

片必须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尾。于是现在影片中就出现了“所有被奴役的动物联合起来

打倒统治者”的结尾。这个“大团圆结尾”不仅满足了美国观众的口味,也传达给前苏联

统治者以强烈的政治暗示———总有一天他们会被推翻。面对这个问题约翰·哈拉斯只

好自嘲地说:“在纽约上映时有一位女士哭着扑进我的怀里,久久不能平静(因为她认为

片中的前苏联人民太惨了)。当她冷静下来后,我告诉她那只是一部动画片而已。试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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