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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影院复工复业，唯一的首

映片是王丽娜导演的处女作《第一次的

离别》。在离别5个多月之后，如果能第

一时间进影院看一部新片，无疑是一件

有意义的事。我是下午上班时才去上

网淘票的，但我家附近的影院晚上两场

都已满座（疫情下规定售票不得超过

30%）。我不免有点怏怏。到吃晚餐时，

我又看了一下淘票票，晚场居然可以购

票了——一个正中间的座位空出来了，

肯定是有人退票，我赶紧抢下来，25元，

还是 IMAX，这也算是疫情下的一份小

福利吧。

这部片子其实是导演献给自己故

乡新疆沙雅的一篇散文诗、一曲牧歌，

是她对自己童年的追寻和怀想。在大

漠、胡杨、羊群、摘棉花、维吾尔小朋友

们口音浓重的普通话等西部风情中，回

荡着时而缥缈悠扬、时而深沉悲凉的歌

声和不知名的器乐，还有那绚丽地比的

阳光、色彩，你会不时感到被撞了一下

腰——特别是当一次次的离别到来时，

孩子们闪烁的泪花，无由地就会击中你

的心。

影片原生态地表现了三个维族小

朋友艾萨、凯丽比努尔、艾力乃孜的一

段童年生活。他们看似单纯透明、无忧

无虑、相依相伴，其实却又承受着生活

的艰难或者学习的重压，承受着难以言

说的委屈和无奈。虽然片名叫“第一次

的离别”，因为孩子们的语文课有一篇

课文就是这个题目，其实影片表现的却

是一次又一次的离别。艾萨和哥哥离

别，哥哥郑重地托付他好好学习，将来

实现他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考上新疆

大学，去那个特别美的地方；艾萨和妈

妈离别，残疾的妈妈，不能听又不能说，

经常把东西摔坏，有时还神经失常走

失，父亲要做农活没法照顾她，只能把

她送往养老院；艾萨和凯丽、艾力姐弟

好朋友离别，因为凯丽的普通话只考了

20.5分，妈妈下决心去库车打工，带她们

到城里上学；艾萨和小羊离别，这只小

羔生下来母亲就死去，是他一手喂奶喂

大的，影片结束时，小羊丢失了，风雪中

艾萨骑着马到处寻找、呼唤……正是因

一次次的离别中，在忍受悲伤、煎熬中，

他们一点点地坚强、成长和成熟起来，

一步步地向童年告别。

影片开篇艾萨寻找走失的妈妈，片

尾寻找小羊，似乎隐喻着这样的主题：

不断地离别，更不断地追寻——对亲

情、对友谊、对生活、对生命、对美好永

恒地追寻，也许同时是导演对心中的故

乡、对逝去童年的不懈追寻和致敬。

影片并不着意建构一个完整故事，

而重在抒情性地表达。它是诗性的，而

不是小说的。正因此，好多场戏还特别

能打动人，比如：三个小朋友去艾萨姨

妈家寻找妈妈，他们在沙漠中艰难行走

着，只有小弟弟艾力还能天真地在沙上

翻着筋斗；哥哥要去上学前，兄弟俩在

炕上无言地陪着妈妈，帮妈妈梳理头

发；艾丽一家在棉花地里摘棉花，爸爸

唱起他写给妈妈的诗，央求离婚了的她

回到身边那一场；艾萨和爸爸到养老院

看妈妈，离去时央求爸爸还是把妈妈接

回去那一场；以及凯丽分别时，透过汽

车后窗一动不动地望着故乡的场景，等

等。影片全由“素人”（全是当地人）本

色出演，近乎真实生活的纪录，而不是

靠演员以演技来表现生活，恰恰是它获

得一种真实的感人力量的原因。当然

素人出演并不必然达到这种效果，只有

在表演者浑然忘却镜头、忘却拍摄者，

而置身于生活中，才有可能达成这个效

果。这正是创作团队用了两年时间沉

下来创作的收获。

由于影片触发于纪录片资料积累

的基础上，有一些场景显然还有着纪录

片的痕迹。如艾萨爸爸请来一屋子亲

戚，讨论是否送老婆去养老院的戏，镜

头在每一个老头老太婆的脸上缓缓扫

过，有相当一段时间完全没有台词，没

有声音，时间在每一个人的每一道深深

皱纹中流逝，最艰难的问题也终得作出

抉择。这种纪实性的表现方法，看似无

技巧，其实也未始不是导演的匠心。

观影的过程中，我却忆起了自己年

轻时的一首小诗：

那夜

雨在屋顶叭嗒

昏暗的煤油灯在窗台摇曳

我记得

我和你相对无言而躺

哥哥 那夜

我紧紧抱着你的双脚

泪 润湿了我的鼻腔

这是我的第一次的离别，我正是艾

萨的年纪，小学四年级的寒假，相处了

一个假期的二哥，第二天将要去外地上

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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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在二战中，曾拍摄了很多刻

画 法 西 斯 暴 虐 、民 众 浴 血 奋 战 的 动 画

片。二战后，前苏联的动画出现了民俗

民间故事、儿童生活等题材的动画。新

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引介的前苏联的动

画 ，多 是 侧 重 于 民 间 故 事 题 材 。 例 如

1951 年，当时的主要电影杂志《大众电

影》开始详细介绍前苏联的《史施金的

绘画》、《湖沼与瀑布》、《海狸禁狩区》

三部科教电影短片的同时，也介绍了前

苏联的动画故事《在马戏团的女郎》、

《义犬》、《春天的故事》。

1960 年第 2 期的《大众电影》中同时

刊载了上海美影厂集体创作的《壁画里

的故事》与苏联 B·苏蒂耶夫创作的《别

佳 与 小 红 帽》的 文 学 剧 本 。 而 前 苏 联

《小雄鹰》（又称《第四骑兵军》）（1954

年）等革命故事题材动画电影，当时并

未译介到国内。

国 内 的 革 命 历 史 题 材 动 画 始 于

1962 年的木偶动画《红云崖》。影片开

始表现了峥嵘陡峭的大巴山间的大巴

河波涛汹涌。一群白匪押着一队石匠

修筑碉堡以抵挡红军。其中有个情节

是罗老松招领众石匠冲开白匪的押送，

争着向山崖下河流中渡河的红军战士

眺望，看到了竹排红帆上的标语是“镰

刀割断旧乾坤，斧头劈开新世界”的字

样。另外，罗老松用力劈开红军顺流飘

流下来的竹筒，取出上有“打土豪分田

地”、“赤化全川”字样的竹筒。当敌人

发现了山崖上有标语字样的时候，就威

逼利诱众石匠说出真相，罗老松为了不

让敌人杀害群众、不顾敌人将其孙子扔

进河的威胁而挺身而出。而且，还利用

敌人让其毁掉崖壁上红色标语的机会，

在山崖上雕刻了“赤化全国”字样。当

晨曦破晓、云雾散尽的时候，“赤化全

国”的标语在朝晖中格外醒目，罗老松

在 众 目 睽 睽 下 中 被 敌 人 杀 害 。 1964

年，革命历史题材的剪纸片动画《红军

桥》问世。

之 后 ，革 命 历 史 题 材 动 画 大 量 涌

现，例如 1973 年的《东海小哨兵》、《芦

荡 小 英 雄》、《小 八 路》、《小 号 手》，因

为“三突出”观念的影响，此类题材动

画作品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是不可

否 认 ，这 些 影 院 长 片 形 象 再 现 了 革 命

年代的儿童团等战斗生活。改革开放

之 后 ，只 有 一 部《歌 声 飞 过 五 指 山》

（1978） 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外，此类作

品出现了断档。

革命历史题材动画
应当担负起教育功能

2020年6月30日，教

育部办公厅发出《关于在

全国高校师生中开展党

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

教育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知识竞答讲述活动的通

知》，重视从党的历史中汲

取智慧和力量是中国共产

党的优良传统。这既是加

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

要任务，也是增强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能力和做好高

校立德树人工作的有效途

径。对于在二次元环境中

长成、视野开阔的的青少

年，革命历史题材的国产

动画在“四史”教育中的影

响力，却是力所不逮。

历史是“真实发生过的内容”，而动

画是具有假定性、虚拟性的媒介。前苏

联、日本、法国、以色列、美国等都有历史

题材的优秀动画作品。前苏联有《少先

队员的小提琴》（1971）、《瓦西里·约克》

（1973）、《故事中故事》（1979 年）、《小奇

兵》等。革命历史题材的国产动画的创

作，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历史题材的理

念。

神话与角色祈求形成互文本效应。

例如《养家之人》（2017 年）的现实是，生

活于喀布尔的、贫穷之家 11 岁的少女帕

尔瓦娜，时常跟着开明的教师父亲去集

市变卖家当，以解生活的困窘。但 2001

年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拒绝女性接

受教育和在外抛头露面，独自支撑家庭

衣食的父亲被塔利班带走后，迫于全家

的食粮，“女扮男装”的帕尔瓦娜到集市

上边做苦工养家。曾经抚慰帕尔瓦娜一

家因为生活困窘而绝望的少年苏莱曼勇

斗象王的神话，成了帕尔瓦娜长途跋涉

地营救父亲的“护身符”，缓解了险象环

生中的小女孩焦灼、恐惧心理与心愿的

冥冥的寄托。该片将现实与少女心中的

神话相互融合。

现实生活的复写。世界动画史上最

早复述历史事件的作品是美国导演温

瑟·麦 凯 的《卢 西 塔 尼 亚 号 的 沉 没》

(1918)。当前的历史题材动画的佳作有

《我在伊朗长大》（2007 年）、《和巴什尔

跳华尔兹》（2008 年）。而国内青少年熟

知的日本关于二战题材的动画有《赤足

小 子》（1983 年）、《萤 火 虫 之 墓》（1988

年）、《起风了》（2014 年）。这些作品都

是以动画主角的视角、动机和行为，再

现了历史上社会与生活，由于刻画了鲜

活的心理和命运，让观众也认知了一段

历史。

所以，笔者认为，国内一些革命历史

题材动画，不能盲目生搬硬套一些商业

动画的谐趣手法来随意添加离奇的喜剧

符号（如多嘴的小鸟之类。），这反而减

弱了革命历史的严肃性。反之，另一些

以严肃历史画面见长的作品，只是对革

命历史事件进行了单纯画面的展示，难

以称之为“动画”。国内的历史题材动

画如《戚继光》等已经做出了可贵的探

索。故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团队，需要

通过对世界各国的历史题材动画的特点

进行比较分析和归纳，梳理出当今国产

革命历史题材动画创作的艺术特点、改

编思维、叙事特点以及传播规律，才能

创作出具有影响力的担负起革命历史教

育的动画力作。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

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2000年以来，随着“红色经典”题材影

视剧改编的兴起，“红色经典”也相继被改

编为动画，如《小兵张嘎》（2003年）、《地道

战》（2006 年）、《闪闪的红星之小勇士》

（2007年）、《林海雪原》（2011年）、《红色经

典动漫》（系列片）（2012 年）、《四渡赤水》

（2014 年）、《地道战之英雄出少年》（2015

年），以及衍生于“红色经典”的动画《芦荡

金箭》（2008 年）、《雷锋》（2010 年）、《西柏

坡 1》（2011 年）、《西柏坡 2：英雄王二小》

（2013 年）、《红军长征的故事》（2013 年）、

《冲锋号》（2013 年）、《少年毛泽东》（2015

年）、大型红色历史纪实动画《中国共产党

的故事》等。

此一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动画无论

是画质还是故事叙述，都无法与同时期的

国产动画相比较，存在着原画的品质低、

故事叙述僵硬、生硬模仿商业动画幽默符

号等弊端。例如《那年那兔那些事儿之南

昌起义》（2017 年）通过兔子造型的角色，

希冀通过7分钟的动画展示南昌起义的历

史，画面低劣不说，情节没有铺垫，不要说

低幼观众，就是成人观众对于内容也是不

知所云。而有些动画电影的镜头，基本上

是版画或者油画的罗列，且动画角色的动

作上更是缺无。苛言之，这仅仅相当于动

态漫画。所以，整体上这一时期的革命历

史题材动画在收视率和票房方面都绵软

乏力。当然，有些作品还是契合并跟进了

时代的技术与思维，进行了有力的探索。

首部抗美援朝动画片《最可爱的人》

（2016年）介绍了战场的诸多英雄，以其英

雄事迹为故事蓝本，无论是原画的品质，

还是故事的叙述，都顺应了时代的发展，

既刻画了革命军人为了保家卫国、而经历

的惨烈战斗，也借助动画塑造了军人的乐

观主义。同年的《血战长津湖》（2016 年）

则是国内首次采用简单的FLASH动画，再

现了惨烈的战争。

《聪明的顺溜之特殊任务》（2017 年）

则是利用了 VR 技术的思维。解放军新

兵为了进行战场训练，则完全进入虚拟

的场景中，如爬雪山、过草地、淮海战役

等，因为是 VR 技术作为媒介，所以动画

中的现实人物到历史情景的转化，自然

流畅。随后，现代人的视角和身心来体

验、感受历史的情境，必然有反差，而现实

人物随着对历史情节的延伸，体验了革命

征程的艰难困苦，战斗的惊心动魄，体验

了革命军人忠诚革命事业，无畏生死的豪

迈与崇高。

另外，由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工程办公室、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

部和内蒙古电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联合

出品的国产动画片《领风者》（2019年），是

国内首部记述了伟人马克思、恩格斯传记

及其思想巨作的动画片，于2019年1月28

日在 B 站首播，共七集，每集 25 分钟。该

片中的青年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角色造

型采用了日式动画风格，而且从主题歌到

脚本情节、语言风格，都力求创造一个激

情而又深邃的伟人形象，意图为不同年龄

之间、专业学术的青年观众之间建立沟通

渠道。《领风者》激发了青少年学习马克

思、恩格斯思想的热潮。截至 2020 年 7 月

17日，该片的豆瓣评分为4.4分，2000多人

予以评价，甚至国外的一些人士对此片也

给予了好评。

◎革命历史题材动画创作理念的迭代

◎革命历史题材动画创作的回潮

◎国内革命历史题材动画的缘起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