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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产业链的现状与优化路径
■文/张言坤

中国风动画电影中色彩的民族性表达
■文/潘琳

动 画 作 品 中 不 同 的 色 彩 会 给

人不同的感受，也承载着不同的文

化与民族表达，是一部动画作品必

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它不仅可以渲

染 气 氛 、丰 富 画 面 、揭 示 主 题 ，还

可以提高动画作品的感染力。在

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世界动画界瞩

目的中国风动画作品中，色彩的表

达不仅是一种对客观事物色彩还

原与描绘，也不仅是一种带有主观

性的个人创造，更是一种承载着民

族性的文化传承，更是一种肩负着

传承与发扬中国文化使命的文化

建构。一定程度上，中国风动画中

的民族性表达是一种对中国立场

的坚守，它承担着表达国家文化自

信的使命。

一、水墨动画中诗意化的

文人表达样式

中国风格、民族特性是中国风

动画视觉表达体系的文化主体与

精神核心。设计、制作和传播中国

风动画在表达民族性的过程中，必

须原汁原味地传递本土文化中的

基本内容。因此，信息等值传递和

效果灵活对等就成为中国故事讲

述与中国风动画制作的重要基本

原则。中国风动画要想展现民族

文化特质，需要在造型、表演及叙

事等动画制作各层面做出相应的

努力，在一种和谐统一的风格中使

作品的媒介形式与表现内容达到

统一。首先，脱胎于文人画的水墨

动画是最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的

民族表达样式，也是最为诗意化的

民族表达样式之一。中国风水墨

动画的经典色彩表达样式确立于

上 世 纪 60 年 代 ，这 也 是 中 国 动 画

电影的第一个黄金发展时期。在

《乌鸦为什么是黑的》的“乌龙”事

件 后 ，上 海 美 术 电 影 制 片 厂 在 60

年初推出了中国首部水墨动画《小

蝌蚪找妈妈》。《小蝌蚪找妈妈》可

以称得上是动画领域“中国风”的

一大创造性体现。它借鉴传统的

水 墨 画 色 彩 ，在 颜 色 的 选 择 、配

合、上色及晕染方式方面大胆创新

突破，在虚虚实实的笔触下用水墨

绘 制 出 了 青 蛙 、蝌 蚪 、莲 叶 、鲤 鱼

等自然晕染的图像。《小蝌蚪找妈

妈》善于利用纸的空白描绘澄澈的

水中世界，色彩搭配做到了淡中有

物、浓而不闷，即使是画面中的主

体较少或重复，也能利用色彩的调

配调整画面空间的整体感受。例

如当小蝌蚪找妈妈找到小鸡时，岸

边的小鸡一只为深褐色，另一只则

为鹅黄色，两相对比之下沉稳耐看

而富有生机，两只鸡仔的头上还点

缀着青黑相间的瓜叶，进一步丰富

了画面的色彩。片中最惊艳的场

景之一，是小蝌蚪找到了几尾游动

的金鱼，导演用晕染开的橙红色作

为金鱼在水中摇曳的尾巴，很好地

呈 现 出 了 金 鱼 尾 部 半 透 明 的 情

状。在小蝌蚪终于找到自己的妈

妈——青蛙之后，画面中绘制了一

只大青蛙带着两只小青蛙站在荷

叶上的情景。由于青蛙背部黑，胸

前白，颜色较为单一，导演还特地

在画面右侧绘制了一朵盛开的荷

花，以荷花的红色与花蕊的黄色，

将 画 面 衬 托 得 生 机 勃 勃 ，富 有

活力。

在中国画中，墨水的色彩与浓

淡讲究自然均匀，图像浓淡配合，

疏密有致，无论是平涂的重色，还

是 晕 染 的 轻 色 ，都“ 尚 化 而 戒

驳”。水墨动画也是一样，它并非

设色勾线，而是让颜料自然渲染出

浑然天成的图像，线条与图形本身

紧 密 结 合 。《小 蝌 蚪 找 妈 妈》中 的

色彩借助彩色墨水在画布上晕染，

不同色彩的运用得巧妙、适当，金

鱼则会呈现丰富的变化。这样疏

密结合、浓淡有序的质感，优美灵

动的表情动作，正符合水中童话世

界的轻灵优雅，且兼具中国画意大

于形、气韵生动的特征，使动画片

的艺术格调有了重大的突破。此

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又制作了

《小燕子》、《牧笛》、《鹿铃》、《山水

情》多部水墨动画，均获得观众的

好评。在黑白两色勾勒出的辽阔

旷 野 中 ，《山 水 情》中 老 琴 师 在 羽

化飞升前将心爱的古琴转交给琴

童，琴童倾尽毕生所学以一曲《山

水情》相送的一幕，在 80 年代末的

出现颇具符号意义。一方面，它所

采用的水墨动画气质和山河大川

所呈现出的淡然幽远之境不谋而

合，这种形式显示了这个古老国家

顽强的文明惯性；另一方面，它所

传达的内容，学琴的女孩与闲云野

鹤似的琴师，却是一种香火孤传式

的 忧 伤 与 苍 茫 。《山 水 情》本 身 就

如 古 诗 般 清 淡 雅 致 ，始 于 因 缘 巧

遇 ，终 于 翩 然 离 去 ，令 人 回 味 无

穷；配合澎湃悠扬的琴声，与淡阔

疏 朗 的 山 水 形 成 了 诗 画 般 的 呼

应。一曲毕，少年抬眼远眺，老琴

师的船已渐行渐远，飞鸟也翱翔远

去，充满悠远的传统文化韵味。至

今 ，水 墨 动 画 中 的“ 山 水 情 ”仍 然

备 受 许 多 中 国 风 的 动 画 制 作 者

青睐。

二、民俗动画中生动活泼的

民间表达样式

动 画 设 计 与 制 作 既 是 一 种 以

色彩与形象表现立意的艺术活动，

又是一种承载着本土文化的思维

活动。在制作中国风动画时，不仅

要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美术体系

中的符号信息，更要传递其所承载

的文化信息，并尽量保持传递信息

的多元化。

在水墨画的文人谱系之外，来

自民间劳动人民的智慧也始终是

讲述中国故事、传播民族声音的重

要文化资源。我国民间艺术是我

国不同地域、不同生活习惯的劳动

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探

索与创造出来的艺术。与诗化、意

境化的水墨动画相比，许多讲述民

间故事的民俗动画也在形式上借

鉴 了 木 雕 、年 画 、民 间 戏 曲 、民 间

玩具、剪纸等各类民俗活动等“大

观园式”的传统文化元素，用看一

场民间生活大戏的逻辑，将诸多可

供观赏的视听元素以独具匠心、生

动活泼的色彩搭配显示出另一重

迥然不同的生命力。线条跃动、流

光溢彩间的美术语言与神态气韵，

也表现出中华民族的血脉之根、精

神之魂。

以 1983 年首次上映的动画《天

书奇谭》为例，这部动画片改编自

民 间 文 学《平 妖 传》，在 角 色 的 塑

造上，专门邀请中国民间艺术专家

柯明担任人物造型设计，色彩等设

计元素大量借鉴了民间艺术的表

达方式。例如男主人公蛋生参考

了 木 版 年 画 娃 娃 的 形 象 ，面 部 圆

润，眼神明亮有光，额头上有红色

印记，服装颜色以橙色为主，腰上

配有莲花型叶状腰带，一根红绳固

定，整体形象鲜明可爱，让人想到

板画娃娃中常出现在人物身侧，象

征“ 吉 利 ”的 橘 子 。 同 样 是 稚 童 ，

反派小皇帝则大胆地用了雕塑和

民间玩具的元素，他与蛋生年纪相

当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稚童心性，心

智 未 开 ，却 是 万 乘 之 尊 ，能 力 低

下，却心狠手辣。在人物设计上，

小皇帝穿着大红底色白色袖口的

蟒袍，肩部有绿色花纹勾勒成的云

肩线条，双壁上有黄色蓝色绿色相

间的抽象图形补子，跑脚边还有三

角形的海水江崖纹，采用了戏曲中

官员所穿的蟒袍，但整体配色却明

亮活泼乃至滑稽，充满儿童趣味。

这个形象参考的是一种圆锥体的

民间玩具——纸质的躯体内置支

架，安装在支架上的头部可以自如

地转动。小皇帝正是这样一个天

真残忍、毫无判断力、任人支配的

讽刺性角色。

民 间 艺 术 不 仅 是 促 进 我 国 动

画繁荣兴盛的文化资源宝库，也是

中国民族民间艺术与文化的重要

组 成 部 分 。《天 书 奇 谭》中 最 出 彩

的一笔，当属戏曲元素的使用。片

中角色的配色大都来自戏曲脸谱，

而 且 生 、旦 、净 、丑 俱 全 。 得 道 成

仙的白猿“袁公”两道蚕眉斜挑入

鬓，员工的眉毛胡须与额头上的月

牙 型“ 花 钿 ”，大 胆 地 使 用 了 玫 瑰

色，与白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红

净的形象明显借鉴了关公脸谱，突

出了他出于愤懑和不平才私启天

书的正直形象。而凤眼樱嘴桃花

眼的狐女胡媚儿，自然来自京剧中

的花旦脸谱。胡媚儿身穿粉衣，粉

色与面容上的桃色斜红妆容呼应；

胸前系带的款式与盛唐时期流行

的交领上襦加齐胸襦裙十分相像，

浅粉与桃色的搭配配合人物整体

的曲线型姿态，显得柔美妖娆，头

上的玉簪与手腕上的翠玉镯则形

成了对比与点缀，不至于让观众对

大片粉色产生审美疲劳。丑角县

太爷采用桃红色配灰蓝色的色彩

设计，两种对比强烈的服装配合面

中的白色，显得滑稽而生动。心狠

手辣的狐母则有着不讨喜的“八”

字型黑眼圈与倒三角脸型，大白脸

让人想到脸谱中的奸臣形象。这

一时期，“奇、趣、美”这三点最终

成为许多国内动画制作者达成的

共 识 。 在《天 书 奇 谭》中 ，角 色 的

美术设计没有仅仅对传统神话题

材故事进行简单的移植，也不再强

烈依赖于对戏曲手法的运用，虽然

在美术造型和音乐设计上还留有

大量戏曲的韵味，也保有先前上美

影 动 画 的 传 统 遗 产 ，但 在 情 节 结

构、表现形式和表演模式上，更走

向 了 现 代 性 和 电 影 艺 术 的 本 体

性。2021 年，4K 高清重置版《天书

奇谭》在院线再度上映，“蛋生”的

故事在时隔将近半个世纪后再度

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这恰恰说

明 了“ 从 民 间 来 ”的 艺 术 最 终 将

“ 回 民 间 去 ”，也 令 传 统 民 间 艺 术

通过动画这一现代媒介具有了历

久弥新的生命力。

结语

通 过 对 中 国 风 动 画 电 影 中 色

彩 的 剖 析 ，色 彩 不 单 只 是 代 表 颜

色，而是通过创作者精心设计出的

带有内涵美、视觉美并服务于影片

的艺术色彩。动画电影是通过色

彩揭示传统与现代、文人与民间两

方面内涵的。只有在电影中灵活

的运用充满民族性的色彩，才能将

中国风动画电影的深刻内涵完美

的表达出来，所以一部好的动画片

单纯有个完美的故事是远远不够

的。中国风动画鲜明的民族性特

征不仅决定了中国风动画的传统

元素继承与保留效用，还显示了未

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和思

想资源。这不仅是一种历史选择，

更是一种文化选择。

（作者系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

学校文化管理系讲师）

电 影 产 业 链 是 指 以 电 影 为 载

体，融合创意、投资、制作、宣传及

发行等环节的集合体。无论是前期

电影的融资和制作，还是中期电影

的宣传和发行，以及电影完成后的

放 映 等 ，都 是 电 影 产 业 链 的 分 支 。

当前，互联网的发展正在逐渐改变

传统中国电影产业链的生态格局，

海量互联网数据已全面渗透电影产

业链各个环节，推动中国电影产业

的全方位变革。然而任何事物都具

有两面性，中国电影产业唯有充分

遵循互联网时代中国电影的生产逻

辑，不断挖掘新时代电影产业链的

全新价值，持续健全和优化产业链

布局，才能推动中国电影行业进入

健康高效的发展轨道。

一、中国电影产业链的现状

当前，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迅速，

票房增长速度和规模均全球领先。

据《2021 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显

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电影

市场受到极大冲击，2020 年全国电

影总票房 204.17 亿元。但随着疫情

逐渐可控化，中国电影行业逐渐回

暖 ，2021 年 中 国 电 影 总 票 房 达 到

472.58 亿 元 ，行 业 市 场 规 模 高 达

2349 亿元，同比增长 23.2%。这表明

中国电影市场正在逐步进入调整恢

复期，市场活力和产业动力将进一

步迸发。

近年来，中国电影全产业链布

局 逐 渐 向 其 上 游 的 内 容 制 作 和 投

资、中游的宣传发行及下游的院线

影院终端放映和衍生品开发等方向

发展，电影产业链的整合趋势日益

明显。同时，互联网公司充分介入

中国电影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使电

影制片、宣发及电影放映逐步互联

网 化 ，全 方 位 改 变 中 国 电 影 产 业

格局。

中国电影产业上游投资制作方

是电影产业链的先导和关键环节。

传统电影产业主要依赖政府赞助、

影视公司投资及银行贷款等多种融

资渠道。众筹作为拥有互联网基因

的新型融资方式，为电影产业市场

带来新思维，使电影产业投资主体

日趋多元。电影制作方首先在众筹

平 台 将 预 期 的 投 资 回 报 率 进 行 公

示，然后由用户自主决定是否参与

投资。这种方式不仅为用户参与文

化投资、共享文化产品高附加值提

供了一种可能，而且为一些中小电

影公司及优秀的电影产品找到更多

的融资途径。以百度十元众筹项目

“百发有戏”为例，该项目上线仅两

分钟便获得 1500 万的投资意向，既

可有效解决小成本电影融资难的问

题，也可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投资理

财的新产品。另外，以“BAT”为代

表的互联网龙头企业通过开发在线

票务、付费视频等内容逐渐延伸产

业链，促使大量互联网用户参与电

影投资，使电影产业链的投资渠道

不断完善。

中国电影产业中游发行和营销

环节在注重品牌塑造的前提下，更

加注重发行模式的创新。一方面，

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影响，许

多影片的发行计划被打乱，影片临

时撤档成为常态，时刻考验着片方

的宣发和营销能力。基于此背景，

网络电影便成为特殊时期中国电影

产业链全新的营销模式。据《2021

中国网络电影行业年度报告》显示，

2021 年 上 映 的 网 络 电 影 共 551 部 ，

正片有效播放量达 452 亿，其中 85%

的 网 络 电 影 均 采 用 自 主 营 销 的 模

式。各大互联网视频网站分别采用

点播付费分账模式、多平台拼播的

发行模式及短视频推广等方式进行

电影营销，可为优质影片提供广阔

的市场空间，激发其票房潜力，而且

可降低投资风险，持续引发电影投

资热度。例如，爱奇艺和优酷通过

多平台发行模式推出网络电影《无

间风暴》、《新逃学威龙》、《黄皮子

坟》等，均获得上千万的分账票房，

实现了票房和投资回报的双丰收。

另一方面，在线票务平台也是近年

来电影发行的主要模式之一。该模

式是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在线售票行

为，产业链上游连接内容生产方，下

游直接连接消费者。据艾媒咨询数

据显示，2022 年有超过九成的用户

使用猫眼、淘票票等在线票务平台

进行购票，在线票务平台成为电影

宣传、发行和售票的主要窗口，持续

推动中国电影产业链的转型升级。

中国电影产业链的下游终端环

节直接与消费者对接，主要包括院

线放映和衍生品开发两种形式。院

线电影是实现电影价值、实现投资

回报的关键环节，也是整个电影产

业链的基础。近年来，得益于中国

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中国电影院

线市场整体趋于平稳，但是相较于

2019 年仍呈大幅下滑趋势。据国家

电影专资办“中国电影票房”App 显

示，受疫情等因素影响，2020 年中国

院 线 电 影 总 票 房 202.74 亿 元 。 其

中，票房过 10 亿的影片有 4 部，《八

佰》以 31.09 亿登上年度票房冠军宝

座，《我和我的家乡》、《姜子牙》分

列第二和第三。不仅如此，从全国

影院市场来看，一二线城市影院市

场逐渐趋于饱和，而三四线等城市

的观影需求得到充分释放。从票房

收入的市场份额来看，一二线城市

依然是中国电影市场的主力军，但

整体市场份额逐渐下降。巨大的市

场潜力和相对合理化的成本投入，

引 发 各 大 院 线 加 快 布 局 三 线 以 下

城市。

二、中国电影产业链的优化路径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已成为中

国电影产业链各个环节全面升级的

重要力量，特别是 2020 年新冠肺炎

疫情的发生使人们逐渐意识到网络

对于电影行业的重要性。互联网技

术正在全面渗透电影产业链的各个

环节，推动其投资制作、发行放映与

电影衍生品开发等产业链的全方位

变革。但同时，互联网技术的应用

也为电影产业带来许多风险和不确

定性。在此背景下，中国电影市场

应充分遵循以互联网为纽带的电影

生产规律，不断深化互联网对于电

影产业链的延伸，推动中国电影产

业链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互联网金融为中国电影产业链

的融资环节注入新活力。电影产业

本身具有的融合属性和广泛的受众

市场与互联网金融的核心理念和价

值功能十分契合，这是互联网金融

能够全面介入中国电影产业链的重

要基础。在现有的互联网金融体制

下，中国电影产业应构建科学、完备

的电影产业融资体系，拓展电影融

资渠道，开创电影融资新模式。一

方面，应健全互联网金融相关法律

法规，完善和优化互联网环境下的

金融业务规则，健全互联网金融体

系 ，从 而 拓 展 电 影 产 业 链 融 资 渠

道。另一方面，中国电影企业应结

合中国电影融资需求，积极主动探

索灵活多样的融资模式。众筹融资

作为中国电影产业融资模式探索过

程中的重大创新与突破，不仅可使

处于电影产业输出端的受众成为电

影投资方，而且可有效破解中小电

影企业的融资困境，为中国电影市

场提供全面多元的发展环境。以阿

里巴巴、百度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

均依托自身发展优势搭建互联网众

筹 平 台 ，其 中《西 游 记 之 大 圣 归

来》、《大鱼海棠》等电影的推出均

离不开网络众筹。同时，中国电影

产业需进一步完善电影保险业务，

逐步建立完片担保机制，全面评价

剧本质量、电影收益及从业人员，从

而规范融资环境、降低融资风险。

网络电影为中国电影产业链的

发行环节提供新渠道。2020 年新冠

肺炎疫情的蔓延对传统院线电影带

来巨大冲击，严重制约中国电影产

业的发展。网络电影作为新时代中

国电影产业链全新的的发行模式，

不仅打破了传统院线电影和网络电

影的发行边界，而且有助于拓展互

联网电影市场的受众群体，形成与

院线电影差异化竞争的产业格局。

一方面，视频网站通过推出网络电

影分发项目以推动网络电影的多元

化、精品化发展。例如，爱奇艺推出

PVOD 发 行 模 式 ，旨 在 为 电 影 市 场

提供广阔的发展渠道，进一步构建

电影产业链发行环节新业态。另一

方面，在新媒体时代，需依托于大数

据体系，有效监管在线票务平台，摒

弃行业市场不正当竞争，保障电影

产业的良性发展。例如，优酷视频

网 站 依 托 于 阿 里 生 态 的 大 数 据 体

系，深入介入电影产业的宣发环节，

为影片提供资源和策略方面的技术

支 持 。 当 前 ，在 线 票 务 系 统“ 淘 票

票”与优酷的用户数据已全面打通，

并且利用大数据分析促进电影宣发

环节的全面升级。

新型影院为中国电影产业链的

放 映 环 节 提 供 新 思 路 。 电 影 院 作

为中国电影产业链的终端环节，不

仅是电影变现的主要渠道，而且在

电影产业的生态格局中扮演着至关

重要的角色。随着电影市场环境的

改变，观众的认知需求和消费理念

发生变化。同时，随着 3D 影院的普

及 ，观 众 的 观 影 需 求 进 一 步 升 级 。

技术的进步促进 4D/5D 动感影院、

VR 电 影 、球 幕 电 影 等 新 型 影 院 产

生，不仅可为观众带来独特的观影

体验和视听享受，而且可促进电影

院 走 向 精 细 化 、特 色 化 发 展 道 路 。

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电影行

业效益整体下滑的趋势下，影院要

紧跟时代变化，创新电影放映模式，

以满足当下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甚至应引入多元跨界业态，提供与

电影文化相关的特色产品，改变传

统电影院的产品形态。一方面，影

院应顺应科技演进趋势，借鉴汲取

高新技术先进理念，激发影院发展

内生动力，不断推进产品业态和模

式创新。影院可结合 AR/VR、实时

交互、三维立体等数字技术，为观众

打造沉浸式的多元立体场景。另一

方面，电影院应围绕电影主体品牌，

吸纳与之相配套的产品业态，打造

综合型的电影文化中心。例如，中

影泰德旗下的产品“电影文化中心”

就是一个涵盖影院、书店、剧场、新

零售等多元业态的电影综合体，旨

在为消费者打造体验式的文化场景

和氛围。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电影产业在经

历黄金 10 年的高速发展后，正在逐

步进入调整恢复期，市场活力和产

业动力得到持续激发。同时，互联

网技术已全面渗透电影产业链的各

个环节，推动其上游融资制作、中游

宣发及下游的院线影院终端的全方

位变革。中国电影产业链应顺应时

代发展要求，充分考虑各个环节的

优化和整合，不断创新和健全产业

链布局，推动中国电影产业链进入

一个崭新的发展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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