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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国动漫的瑞兆和精神

弹指间沪上定居已六年!

六年间阅尽了长三角以至中国影视动漫界的

风卷云舒,以编剧、嘉宾、评委、主持、演讲人等身

份出席了诸多的动漫创作讨论会、动漫节、动漫大

赛、动漫作品研讨会、学术沙龙、东方讲坛等圈里

圈外的活动,目睹了中国动漫中兴前的诸多瑞兆。

瑞兆之一就是中国动漫人有了自省意识,有

了很多精神,“徐克精神”就是其一。

2010年3月19日下午2点,我应邀和上影厂

著名导演胡雪桦主持了“海上光影———上海影人

高端沙龙”论坛,论坛由上海动漫公共技术服务平

台与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共同举办。沙龙的主题

为:“《超蛙战士》VS《阿凡达》———寻找中国动漫

产业的精神”!

沙龙邀请到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吕晓明、

上海电影译制厂导演孙渝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

常委、博导李建强、上影厂剧作家夏瑜、上海动漫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CEO 张维达、技术总监庄文

华、上译厂资深制片人、《超蛙战士》音效总监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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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天络行总经理张丽华等三十多位上海影视业界和学术界的专家前

来出席。

河马动画CEO、制片人兼导演徐克介绍了《超蛙战士》的制作及

在北美的发行情况,与会专家们肯定了《超蛙战士》作为中国第一部纯

国人制作3D立体动画的时代地位,褒扬了《超蛙战士》制作团队的爱

国主义精神。原定17:30结束的沙龙,延迟到18:30,会场热烈气氛依

旧毫无退减。

关于此次活动,我有两个感想:

感想一:中国动画人要学习“徐克精神”。

一直钟情于画画的徐克发现国内根本没有好的动画片,日韩欧美

的产品占据了绝对的市场优势,就连自己的儿子也成了日本动画的观

众,放眼望去,国内的动漫市场被外国人瓜分殆尽,他由此做出决定,

做中国人自己的原创动画,做中国人自己的动画大片。在创业过程

中,徐克经历了无数坎坷:公司多次搬家,天使投资人也曾因失去耐心

决意撤资,企业几次濒临破产,他个人也几近家破财空。但是,徐克的

“疯狂”在于,他宁可自己去借,宁可卖房卖车,也不愿意把大量的时间

花在可以很快换得现金流的代工业务上。

在会上,今年40出头的徐克谈到他耗费6年心血制作而成的《超

蛙战士》,认为这是真正意义上中国人原创、纯粹由中国人制作的为

3D立体影院播放的三维动画。他谈得最多的是“性价比”,即用区区

几千万人民币造出媲美《阿凡达》的效果来。不管将来的市场行情怎

样,徐克卖车卖房,率领100多人的团队苦拼6年,赢得了卡梅隆的尊

敬,也赢得了好莱坞的尊敬!

“徐克精神”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爱国主义精神。不将爱国挂在嘴

上,而是用自己的行动搞原创、追赶好莱坞。

我曾受苏州汉文动画公司CEO杜先生盛情之邀为他们的原创动

画电影《大乐传奇》“把脉”,杜先生说他之所以邀我,是因为在上海等

朋友的时候无意间买了我主编的《世界影院动画精品读解》一书,读后

觉得有收获,希望我能为他的这部大手笔做些事情。理论能为创作者

所接纳,我当然很高兴。当时他告诉我,应政府政策号召,在苏州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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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起步做动画,入主动漫园区的公司有70多家,现在只剩为数不多

的几家。

《大乐传奇》系中美合作投资项目,汉文动画公司筹资2000万人

民币,另外还有海外资金。影片邀请了香港著名导演金扬华做导演,

制作周期为2年。此后我一直祈愿此片能名利双收,能在中国动画界

起一声响雷,遗憾的是一年后惊闻该公司宣告破产,我如同遭到当头

一棒,几近昏倒。

中国三维动画电影从《小虎斑斑》、《龙刀传奇》、《魔比斯环》一路

蹒跚走来,屡遭评论界的诟病和市场方面的“滑铁卢”,但中国动画人

意欲摆脱做加工片为人作嫁的局面,做原创、做民族品牌之心始终未

改,前仆后继,颇为悲壮。

中国动画界应该向徐克这样踏踏实实的动画人致敬!

感想二:中国动画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必定中兴。

政府振兴动漫产业的政策已逐步落到实处。上海动漫公共技术

服务平台是由国家扶持动漫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财政部、文化部

和上海市政府共同投资所建,是国家拿钱买鸡生蛋之举,是为中国动

画界培养技术人员的平台,已为上影厂的《马兰花》、《葫芦兄弟》、《喜

马拉雅王子》等电影做后期和特效,这两年在大上海渐成气候。

中国现在政治上强了,经济上富了,我们有钱、有设备、有技术。

进入新世纪,中国高校的动画专业如雨后春笋,快速成倍地增加着,每

年培养着四十多万的后备动画人才,而且日美动漫和中国的盗版市场

也为我们培养了几亿的动漫迷。最为重要的是,从“视金石”到“水晶

石”,从北京到西安、长沙、上海、苏州、杭州、常州,从长三角到珠三角,

我们已有一大群像徐克这样的动画人,他们大多在30至40岁之间,

在好莱坞以及国内做过加工片,经过10至20年的摸爬滚打,已经积

累了丰富的管理、制作经验,也深谙市场规律。最为重要的是,这些中

坚和砥柱是有理想的人,是敢于为梦想而搏命的人,他们以一种悲壮

的姿态搴旗前行,每人都率领着一个几十到几百人的团队,在埋头做

事,在披坚执锐地冲锋,在向好莱坞叫阵,用自己的作品来回答评论

界、动漫迷和整个社会的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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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80多人智慧和心血的“影视动画丛书”三部曲,既是为这种精

神擂鼓助威之作,也是总结世界动画名片成功经验,为中国动画提供

创作借鉴的有心之作。

在我撰写和发表的各类文章中,我始终如一的观点是:随着中国

影视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全面中兴,中国动画在21世纪第二个十

年一定中兴! 一定会刷新享有世界声誉的“中国学派”曾经写就的

辉煌!

杨晓林

2010年6月1日于上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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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臂阿童木》:捍卫人类文明的机器人战士

日 文 名:鉄腕アトンム

英 文 名:AstroBoy
中 文 名:铁臂阿童木

原画/导演:手冢治虫(OsamuTezuka)

声　　优:富山敬 (とみやま けい)

主题曲名:鉄腕アトム(アトムズ)

作　　词:谷川俊太郎

作　　曲:高井达雄

出品时间:1963年

荣　　誉:1964年获第2届日本电视记者会

赏特别赏

1965年获厚生大臣赏

相关资料

1963年,第一部日本国产 TV版动画片《铁臂阿童木》(黑白)开始在富士电视

台连续播放,收视率高达47%,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作品以其深刻的内涵和艺术

性展现了对人性和人类精神的思考,配合了当时日本国民急需精神重建的需求,掀
起了思想文化界的复兴高潮。1981年,卡通片《铁臂阿童木》被日本卡西欧公司免

费赠送给中国中央电视台开始试播,条件是捆绑播放卡西欧的产品广告。动画片

一经播出,便在全国刮起了一股“阿童木旋风”。导演手冢治虫以这部作品改变了

动漫在人们心中“幼稚”的印象,确立了他在日本动画史上的历史性地位。日式动

画能有今天,正是因为当年手冢治虫发明了能击打迪斯尼帝国版图的小锤子,并在

上面轻轻敲开了第一个缺口。《铁臂阿童木》使动画片从影院走入了家庭,其中有

限动画的运用降低了动画的制作成本,使其真正成为了大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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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在科学技术省任职的天马博士,因儿子在车祸中丧生而悲痛欲绝,他尝试按照

儿子生前的模样制造了一个机器人———阿童木。然而机器人怎样也无法和自己那

活泼可爱的宝贝儿子相比。在残酷的事

实面前,天马博士郁闷之极,一气之下,他
愤然将阿童木卖给了马戏团。好心的茶

水博士收留了被遗弃的阿童木,并赋予它

超常的本领———十万匹马力和七种武器,

从此,阿童木成为人类正义与和平的守护

者,开始了他惩恶扬善的故事。在与各种

恶势力斗争的过程中,阿童木逐渐成长为

一位正直、勇敢、善良的地球卫士。

《铁臂阿童木》故事情节紧凑,各个环节自成单元,但相互之间承接得合理自

然,篇幅虽长,却十分完整,丝毫不显得拖沓、松散。《铁臂阿童木》的热播,开启了

日本科幻动画的序幕,对剧本创作、内容展开、动画设计、拍摄技法以及音乐等各个

方面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在整个日本动画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作品分析

1. 主题分析:对文明、科技和人性的思考

动漫大师手冢治虫的作品多含有深刻的寓意,对人类世界的反省与拯救是其

动漫作品的永恒主题,在他的这部得意之作《铁臂阿童木》中,更是将生命、自然、人

性等发人深思的主题融汇其中,思考生命的本质,探索世界的规律。

对人类文明的质疑和反思。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为人类带来了很多便利。

人类自认为可以凭借自己无穷的智慧和高科技的力量主宰世界和宇宙,但是随之

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却源源不断。科学技术是否需要伦理禁区,人类在从事科学技

术活动中应遵守怎样的道德底线,此类的问题已构成了科技高速发展时代的人文

主题。《铁臂阿童木》对人文理性和科技理性这个话题进行了深刻探讨:机器人到

底是人,还是人类的工具? 这是一个关于机器人的伦理问题,也是只有人类文明发

展到今天才会出现的一个新问题、新矛盾。《铁臂阿童木》对人类文明的质疑与反

思体现了人文理性和科技理性应相互融合的观点。

机器人阿童木是科技的产物,他能造福人类,可是他却不仅仅只是一个帮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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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实现某种目的和功能的工具,他有思想、有人格、有灵魂,他时常为“自己从哪里

来,到哪里去”这个问题迷惑不已,他亲身感受到茶水博士的和蔼可亲、善良敦厚,

却也亲眼见到邪恶势力的贪婪自私、铁石心肠,到底哪一个才是人类真实的一面。

人类存在的时空具体性决定了人文理性和科技理性必须相辅相成,科技理性中既

可纳入人文精神的内容,也能导出具有人文精神的因素。

人与机器的关系是一个人文问题、道德问题,并非技术问题。科技理性是一种

注重功利而不顾道德的理性,所以当科技理性背离了人文理性的“最高律令”———

道德之后,机器就变成了一种冷冰冰的无任何情感的东西。科技本来是要提高效

率造福人类的,但当一种功利性超过道德感的时候,技术就没有道德可言了。人们

在从事科学技术创造的过程中,应更关注内在的人性自觉,使人们能更理性地看待

自然,看待社会,看待人类自己,更科学地揭示客观自然规律,更合理地改造世界。

科技异化过程中对人性的思考。当今时代,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科技异化现

象愈演愈烈。科技成果的应用不当使其异化为一种破坏人类生活,违背人的本意,

制约人、压迫人的“异己”力量。如何避免科技异化问题,使科技朝着人性化方向发

展,实现科技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和谐统一,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铁臂阿童

木》对科技异化为人类带来的困扰进行了深深的思考与探讨:机器人是否应该受到

道德与伦理的束缚? 机器人的世界是否也有感情? 机器人是人类的伙伴还仅仅只

是人类提高生活质量的工具? 一系列严肃的问题抛向了观众。

手冢治虫曾经说过:如果仔细看过《铁臂阿童木》就会知道机器人等科学技术

是如何对人性产生负面的影响,而发展过头的科技在社会上引发的矛盾是我真正

所要表达的主题。① 在《铁臂阿童木》中,最有人性的是阿童木和许多同样无辜、善
良的机器人,他们服从于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大原则”,②结果往往被狡猾的人所

利用,酿成很多悲剧。身处科技高度发达的日本,手冢先生对科技异化现象的发生

仿佛有着先知一般的敏锐洞察。

科学技术作为人类作用于客观对象的一种工具或中介,其本身是中性的,它可以服

务于任何目的,它“为善”还是“为恶”取决于控制、操纵这个工具的人。在科技异化的过

程中,人性的主导作用显得至关重要,科技工具的“善恶”走向完全依靠人来把握。人

类将机器人看成是工具,但却忘记了机器人也有生命,也有思想,甚至也有灵魂。手

冢先生对于科技异化和人性泯灭的担忧在《铁臂阿童木》中已深深地表露出来。

①

②

转引自豆瓣网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4267401/,《我的漫画人生》,手冢治虫著,游佩芸

译,台北玉山社1999年版。
王春鸣:《动漫艺术的美学品格研究》,东南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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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角色分析:人性与机械的并存

日本传统动画片中的英雄角色大多以坚韧勇敢、无私奉献的面貌示人,常常在

与邪恶势力的斗争中实现“最后一分钟营

救”。《铁臂阿童木》虽不能例外,但是片

中塑造的这个机器人角色却冲破了传统

日本动画片中简单扁平的人物模式,使人

物承载了更多对于人性狭隘面的思考。

在各种危难关头,阿童木总是挺身而出,

为人类解围,但是,在此过程中他也要不

断面对亲情、友谊、理想之间的碰撞与舍

弃;带着始终无法成为真正人类的痛苦,

阿童木内心挣扎、纠结,他不断想为自己

的人生寻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救赎出口,而身为机器人的现实总是将他的夙愿扑

灭。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作品贯穿始终的矛盾:人性与机械的并存。一个力

求与人类平等并存的机器人很难成为一个轻松、娱乐的角色,机器人阿童木的命运

将观众带入到对人性、人格的思索当中,这使得《铁臂阿童木》不再是一部纯粹的娱

乐动画片,而让观众们在看似简单的故事情节中,开始了对于人类未来的思考。阿

童木的人物塑造不仅避免了与好莱坞 “高、大、全”式机器人形象的激烈竞争,还另

辟蹊径地找到了更加适合亚洲观众欣赏口味的人物塑造视角。

伴随阿童木一路成长的茶水博士,是一个睿智的师长角色,他留着胡子,身材

矮小,大腹便便,受人尊重,是让人信服的导师形象。在阿童木遇到磨难与困苦的

时候,他总是适时出现,指导并帮助阿童木完成使命。他不仅好心地收留了遭到遗

弃的阿童木,还赋予他超常本领,使阿童木成为人类正义与和平的守护者。他知识

渊博,常常在阿童木遇到挫折的时候给予他鼓励和支持,在片中是一个不能缺少的

智慧老人。茶水博士的形象开启了此后日本动画中所有长者形象的塑造先河,主

人公成就事业的背后都要有一个导师给予辅佐和指引,例如《灌篮高手》中的安西

教练、《怪医黑杰克》中的本间医生、《森林大帝》中的长老狒狒等。

《铁臂阿童木》中与阿童木外形相似、亦正亦邪的机器人阿托拉斯是一个受人

摆布、摇摆不定的反面形象,与阿童木正义、果敢、坚定的性格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其实,阿托拉斯并非一坏到底,他和阿童木一样是一个被人类制造出来的机器人,

但他没有阿童木那么幸运得到善良人士的帮助和指引,他总是受到坏人的利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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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使,迫不得已走上邪恶的道路。作品用这样一个特殊的反面人物告诉观众,坏人

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坏”,他们时而善良、时而邪恶,表现出“坏人”的多面性,以及

“坏人”之为“人”的一面,从而引发观众思考角色变“坏”的深层原因。

3. 文化分析:对“工业浪漫”的崇尚

日本人矛盾的性格、日本文化的双重性以及日本人战后重建时对科技力量的

盲目崇拜,使得日本的主流文化形成了文

艺创作的两大题材:自然崇拜与科学幻

想。他们崇拜英雄,迷信高科技战斗武

器,大规模地工业化、机械化,在文化领域

显现出了一种对“工业浪漫”的崇尚,随后

这种工业浪漫主义由蒸汽、煤铁这类早期

工业文明转入了一个新的领域———机器

人。① 日本人似乎已将未来的希望全部寄

托在无所不能的机械身上,而心甘情愿地

退下了控制者的宝座。

从《铁臂阿童木》到《机动战士高达》,日本动画已将机械的作用夸大到想象力

的尽头,这类科学幻想动画作品在表现内容上都以机械战斗和机器人为主,展示机

械力量的强大,故事情节的推进采用简单的“出现危机”———“解决危机”———“出现

危机”———“解决危机”的循环结构。机械逐渐成为人类社会的主体,而人类与其说

是主人,不如说是在被动接受机械社会带来的便利与恶果。

1963年,被正式搬上电视屏幕的《铁臂阿童木》可以说是日本最早的科幻动画

片,手冢在这部作品中所表现的丰富想象力,在当时无人能出其右。之后更是掀起

了一阵机器人热。《铁臂阿童木》中的一些构思,如对未来世界的设想,用人类改装

机器人,变形机械,人与机器的相互制约并存等等,也为之后的科幻动画作品所沿

用。时至今日,由手冢发展起来的新型动画,以剧情发展和人物塑造为主的故事模

式,正逐渐向题材多元化延伸,涉及科幻、体育、商业、政治等社会各领域,吸引了不

同年龄段、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最终推动了日本动漫产业的飞速发展。

(张佳佳)

① 维舟:《阿童木、机器猫与高达的梦想》,《大科技(百科探索)》200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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