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期中国动画教材的时代演进 

阳泽宇 

引言 

在中国动画发展的早期阶段，动画教材伴随着团队内部分工需求而产生，思路多来自影片的具体实

践，形成了统一规格的操作指导方式。而不同作者又通过独具特色的案例，体现差异化的编写理念。总体

而言，经历了从内部自编讲义到系统教材的发展历程，留下了许多至今仍具有重要借鉴价值的理论教材。  

一、 “卡通片”时代动画教学理念的初步梳理： 

提到中国动画的早期岁月，不能不提到万氏兄弟，他们上世纪的动画作品虽然多数没有存留下来，但

其开创者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年轻时代的万氏兄弟在创作之余曾广泛搜集中外动画资料，及时应用于动

画研制和团队教学。万古蟾(1900-1995)回忆道，“各种有关书籍、图片、画报和报纸都成了我涉猎的对

象。其中有各国著名动画家所使用的器材，比较其优劣；也有各动画家发表的作品和文章。各评论家的批

评文章，真是五花八门，费去我们很多心血”。1936 年万氏兄弟的《闲话卡通》一文，在欧美卡通形象占

据中国市场之时，就提出了“中国活动漫画应有中国的人物形象”鲜明观点，[1]可谓是倡导动画民族化的早

期代表。万氏兄弟在上海美影厂时代出版的《动画片的秘密》，[2]以经典的《铁扇公主》为案例循序展开，

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动画基础教材。 

钱家骏（1916-2011）是学院派动画教学的首倡者，早期上海美影厂动画设计人员有一半来自于钱家

骏主持的苏州美专动画科。[3]其系统化的教学构想源于 1940 年拍摄动画短片《农家乐》期间，1946 年的

《关于动画及其学习方法》是其第一篇从教育视角理解动画的文章，[4]钱家骏从“卡通”到“动画”概念的转

变，到动画的历史与现状都做了详细阐释，尤为可贵的是，他对“动画”这个词语在中国出现的必要性做了

梳理。这次总结为几年之后苏州美专动画科的建立做了理论上的准备，严定宪（1936-）当年动画科由苏

州转至北京教学情况的见证者，[5]期间钱家骏编写的《动画原理》、《动画线描》等讲义在 1953 年到上影

美术片组时逐步完善，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动画教材。[6]但它们一直没有等到合适的出版时机，而是以油

印稿形式在美术片组的内部学习使用，对新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动画教学带来极大帮助。钱家骏一边教

学一边进行项目实践，五十年代末上海中华书局邀请钱家骏与国画家沈子承（1904-1996）拍摄了识字教

育动画《人与双手》，以此为基础出版的《活动卡通画法》上市一年后就再版发行，[7]可见当时此类教材的

受欢迎程度。 

值得一提的是，钱家骏的学生罗以威于 1947 年 1 月在广州和香港创办了南国动画艺术学院，校刊

《南国艺讯》上的一系列富有真知灼见的文章，如《动画认识浅说》将动画定义为一种“有生命、有动态

的连续图画”，是“以绘画为主，辅之以戏剧、音乐、诗歌等，再借电影的方式予以传播”的综合艺术。在学

院动画教育中设定了全面的育人目标，要求动画工作者要成为“有多方面才智的人，必须深刻了解各种艺

术的性能，如绘画是形的表现，戏剧是情绪的表现，音乐是声的表现”，继而要“研习各种艺术间的综合关

系，配合手、脑、眼、声、形、动作等，精益求精，方能成为一个动画工作者”，[8]文章还提及了电化教育

的重要性。在另一篇《漫谈动画的教育性》中，则专门探讨了如何实现动画的社会教育功能，认为好的动

画影片不仅是在观众娱乐的同时“灌输一些教育知识”，而要“依据教育的需要，尽善尽美地去描写出来，使

人们易于接受，从而达到教育目的”。[9] 

二、“美术电影”时代的专业化实践与教材体系的形成：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电影事业迈入崭新阶段，国家决定把动画人员

集中在上海成立美术片组。1950 年 2 月，东北电影制片厂特伟（1915-2010）、方明（1919-1999），带着

组织的任务从长春到达上海，广纳人才，邀请了在上影美工科的万超尘（1906-1992），去苏州拜访了正

在美专开展动画教学的钱家骏，之后的两届毕业生陆续进入美术片组。1953 年钱家骏将学院系统化的人

才培养模式引入，使此时的创作水平得以提升。流传有一份五十年代美术片组培训教材《动画理论》[10]，

从内容来看，和上文提到的《动画原理》成书于同一时期，开篇即对“动画”进行剖析，强调动画分工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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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原画’设计出每一个动作、每一个镜头的表现情节、时间和背景的关系等等。而‘动画’则是在‘原

画’所设计的情节、动作的基础上进行工作。而其中往往有五分之四的工作是‘动画’创作的，所以整个出来

的效果优劣，它与‘动画’工作有着极大的关系。动画过程中的感觉是否圆滑、舒适、真实，这是都有赖于

‘动画’的。若是‘原画’画的好，但‘动画’却未曾画好，那么镜头效果必然减色”。教材围绕“中间画法”、“力和

运动”、“曲线运动”、“速度”、“动画的夸张”、“动画镜头的处理方法”、“循环拍摄法”七个关键问题展开，较

之前的研究更为系统完善。本教材编写时正是美术片组创作《乌鸦为什么是黑的》（1955）和《骄傲的将

军》（1956）的阶段，浓厚的学习热情带动了一批高质量作品的产生。团队已开始有能力驾驭动画长片，

《一幅壮锦》（1959）和《大闹天宫》（1961-1964）就在这种氛围下陆续诞生。上文提到的《动画线

描》，后来发展成《线描画的理论和技法》，这本被浦稼祥（1932-）誉为“钱家骏悉心培养学生的珍贵教

材”，[11]谈的是动画中最为基础的方面，但我们看到，无论是黑白还彩色影片时代的诸多作品，能以生动

的中国线造型律动之美展现银幕魅力，和钱家骏的提倡是不无关系的。1959 年开办的上海电影专科学

校，钱家骏担任动画系主任，许多毕业生成为中国动画后期发展的中坚力量。 

此一时段值得一提的还有科教动画电影教学，1959 年出版的《科学教育影片中的动画》，[12]在六十年

代中期的“科教电影动画专科训练班”中持续发挥作用，[13]1973 年在科影厂技校中又开动画专业。[14]汇聚多

年科教动画制作案例而成的《科教片动画》油印稿于 1976 年完成。[15] 

美术片组的早期成员已逐渐成为经验丰富的专家，严定宪完成于 1977 年 12 月的《动画理论课程教

材》讲稿，呈现具有民族风格特点的美术电影案例，也在其他电影厂教学中沿用，[16]八十年代初加入新影

片案例出版《美术电影动画技法》，[17]之后的动画教材多以此书为参照，影响深远。七十年代末，邬强

（1927-）调到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为“动画专业七八班”讲授动画课程，与钱运达（1928-）合编《动画技

法基础教材》，[18]融合前几种教材之长，又加入中外动画史章节，案例充实完备。1982 年，邬强带领“动画

专业七八班”共同完成了教学成果短片《奇怪的手》。[19] 

三、“计算机图形”时代的数字动画教材新探索： 

八十年代初，一批计算机图形学专家开始将目光投射到动画领域，几所高校联合组办的“计算机图形

学进修班”虽是短期研讨，却成为数字动画教育的起点。围绕讲座内容出版的《计算机图形学教程》，专门

开辟章节探讨计算机动画的现状与未来。[20]《动画摄影台》与《动画的时间掌握》是最早一批引进的国外

动画教材，[21]成为新阶段动画技术的有益参考，《动画摄影台》已开始涉及计算机辅助拍摄原理，通过编

程操作，在摄影机与数字计算机之间建立连接，实现“完全计算机化系统”的高清逐格拍摄。电视的迅速普

及，成为知识传播的主要媒介，它衔接了传统手绘动画与新技术应用诸多环节，此一时段有关电视动画制

作的教材，较有代表性的是《电视教材动画的制作》，[22]作者除分析运用磁带录像机逐格拍摄动画的方

法，还特别关注能与电视设备连接的微型计算机图形文字处理机系统，并实现与视频设备同步编辑合成。 

上海美影厂也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电脑动画的探索，1985 年上海美影厂导演唐澄（1919-1986）前往

北京航空学院，和当时正任计算机图形学教授的唐荣锡（1928-2020）进行电脑加工动画的研究。[23]1988

年，唐荣锡在《计算机图形学教程》中强调了动画作为计算机图形学应用研究分支的重要性，书中将最新

的实验总结成“计算机动画和艺术”章节，并以《大闹天宫》中的一个镜头为例，探讨如何利用计算机辅助

手段生成兼具生动性与标准性的中间画技术，此外教材还自主研发了能在二维与三维空间中绘制直线、曲

线与多边形的图形软件包，成为此一领域探索的起点。作者在书中还具有前瞻性的提出了将计算机图形学

和人工智能技术引入书法、绘画、设计领域的未来可能性。[24]1991 年，由北方工业大学和北京电视台合

作完成中国第一部电脑二维动画《咪咪钓鱼》。此一时期上海美影厂段孝萱（1934-）带队的电脑水墨动画

研发成功，于 1995 年创作出水墨动画广告短片。[25]1998 年齐东旭主编的《计算机动画原理与应用》将艺

术与技术融会贯通，再做挖掘，成为当时最为全面的计算机动画教材。[26] 

四、结语： 

新世纪第一年出版的《现代图形技术》“数码艺术”章节，列中外举众多数字艺术家代表，探讨数字与

艺术之间的关系，昭示了未来发展的方向。正如唐荣锡在前言中所说：“在计算机时代，科学家与艺术家

走到了一起。作为创作的集体，他们共同工作，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欣赏其作品，既有科学又不同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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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绘图，既是艺术品又具有大量的科学内涵。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27] 

世界艺术风格呈现多样性特点，动画也遵循艺术发展的总体规律；而从技术角度来看，动画的每一次

发展都离不开技术的革新，它体现由低到高质量的发展规律，本文所梳理的中国动画教材的演进过程，正

是这一规律的体现。通过对 2000 年之前的中国动画教材的历史梳理，勾画了其不同时期的面貌。每一次

的进步都和早期动画人的努力密不可分，中国动画人以传承精神将前代经验付诸实践，使中国动画从无到

有，最终在世界影坛取得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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