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皮影戏不只是活化石

作为音乐史研究者，徐菲阳先后任教于中国
石油大学、星海音乐学院，也是国内少有的深谙
印尼传统与现代皮影戏音乐的专家。徐菲阳出
身音乐世家，父亲是活跃于青岛交响乐界的著名
指挥家，她进入这一领域也是兴趣使然。“我 5 岁
学钢琴，本硕博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本科研究
方向为西方音乐史，硕士与博士研究世界民族音
乐方向。”在世界音乐史中，她被印尼音乐所吸
引，这里有印度文明、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交
汇，印尼皮影戏和皮影戏音乐“甘美兰”更是具有
深厚的历史人文内涵。“印尼皮影戏并不只是活
化石，还是一种从史前发展至今、不断创新的艺
术形式，它的故事内容一方面来源于《罗摩衍那》

《摩诃婆罗多》，另一方面也有当代创新故事，甚
至有嘻哈皮影戏、摇滚皮影戏。”徐菲阳介绍，印
尼皮影戏根植于大众，渗透到百姓生活里，“看皮
影戏不用花钱，每到表演季都能看到非常知名的
艺术家为大众表演，传统皮影戏往往通宵表演，
有的艺术家还会把笑话融入皮影戏中。每次演

出，墙内墙外观众席地而坐，还会通过网络直播，
一场演出十几万人观看，达到演唱会的规模。在
旺季，一个月内 20 多天有演出，我需要在大大小
小的村落之间赶场观看。也有城市皮影戏，时长
被浓缩到1.5-2个小时。”

长期以来，亚洲音乐受到西方音乐影响，研
究者也长期关注西方，而皮影戏音乐“甘美兰”
一直保持了独特的文化属性。“我们特别想看另
一个东方国家在欧美流行音乐冲击下的生存状
态如何，印尼皮影戏给我非常多的解答。在皮
影戏研究中可以看到从史前到当今完整的音
乐发展史，甘美兰乐队融合了印尼最多样的音
乐艺术，值得研究。”甘美兰乐队以铜制的锣类
打击乐为主，相对而言，中国皮影戏有打击乐也
有弦乐。徐菲阳介绍，学界对印尼的研究非常
深入，中国近年来非常流行的“内卷”一词，实际
上就来源于著名学者格尔茨 1966 年出版的《农
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
皮影戏也是研究印尼文化的一个重要入口，“学
术 界 研 究 皮 影 戏 ，为 的 是 研 究 印 尼 文 化 的 精
髓。在皮影戏剧本里有当地民俗、信仰和精神
所在。”

汲取养分，持续创新

一门传统艺术，如何具有穿越千年的生命
力？答案在于它能不断吸收、汲取，充实自己，持
续发展。“我曾经在耶鲁大学收藏中心接触到9000
多件印尼皮影戏藏品，美国学者介绍，藏品里面有
非常多的中国人物形象，颜料图案也受到了中国
影响。印尼有位先锋派艺术家，最擅长皮影打斗
场景，里面的动作从哪里来？中国功夫片。他把
中国功夫片融入皮影戏中，很多人找到他学习，这
就带来皮影戏的创新发展。”

由印尼皮影戏和甘美兰，徐菲阳联想到了中
国传统皮影戏、传统音乐。“山东保持了柳腔、茂腔
等传统曲艺的丰富多样性，这是传统音乐发展的
未来。中国传统音乐丰富多样，这是我们真正的
宝藏。希望中国皮影戏向前发展，而不只放在博
物馆展示。”

近年来，歌手谭维维把“华阴老腔”搬上了摇
滚舞台，谭盾由敦煌古乐中创作了《敦煌五乐神》
成为人气游戏配乐，更远有披头士对印度西塔琴
的学习和引入。在徐菲阳看来，从丝路到东南亚，

音乐的跨国交流、古今互现从未停止，“全球化时
代，人类的交流更加快捷，更加密集。音乐是国家
文化软实力的体现，比如《敦煌五乐神》里使用了
筚篥、琵琶、奚琴、尺八、笙等多种丝路乐器：筚篥
在中国叫管子，也在丝路国家间流传；很多学者研
究认为尺八最早源头在杭州，而它传到了日本，成
为日本非常重要的一种乐器。这些乐器从丝路传
来，经历了本土化之后并未停止发展。”徐菲阳计
划把印尼皮影戏和甘美兰带到国内，让观众在交
流中汲取丰富的艺术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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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菲阳钟情东南亚音乐艺术 从世界角度看待本土传承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

从史前一直流传到当下，数
千年来仍然持续创新、发展的艺
术门类有哪些？印尼皮影戏音
乐“甘美兰”就是其中一种。音
乐史研究者徐菲阳近年来持续
研究世界音乐，在东南亚艺术领
域成就斐然。这位青岛女儿已
经从音乐史学家成长为印尼皮
影戏及甘美兰的研究者和表演
者。从世界音乐的角度来看中
国传统音乐，尤其回看茂腔、柳
腔等非遗音乐，徐菲阳认为其中
隐藏着瑰宝，从谭维维与“华阴
老腔”、谭盾与“敦煌古乐”的成
功合作就可以看出，传统音乐需
要持续的创新推动，“音乐一定
是流动的才能向前发展，发展出
丰富多样性。”

中国美学，潮流表达

动画系列片《中国奇谭》融合了上海美
术电影制片厂的老牌动画底子和 B 站的新
派动画口味，立即赢得了一片叫好，甚至被
誉为“中国版《爱，死亡，机器人》”。在《中国
奇谭》里，观众看到了打工族小猪妖、怪诞书
生、痴心玉兔等形形色色的角色，一方面映
射了自己，勾起了回忆，投射了情怀，同时让
观众在动画片里看到了大片的雏形，比如

《玉兔》完全可以衍生出一部集古老传说与
月球科幻于一身的科幻动画片。隐藏在《鹅
鹅鹅》里的中式奇幻和《小卖部》里的怀旧细
节，在数以千万计的观众群里得到了市场验
证。青岛童幻动漫负责人张英松表示，“一
部动画作品的‘好’体现在各个环节，比如

《中国奇谭》第一集《小妖怪的夏天》，剧本选
择了从小妖怪的角度看孙悟空，标新立异，
贴合现实职场存在的问题，让大家深有感
触；制作方面选择了成熟的动画团队，风格
上每集都用了不同的制作手法，处处体现中
国风元素和中国特色美学的叙事手法。《中
国奇谭》是一匹在动画行业低迷的行情下跑
出来的黑马，向外界传达了积极信号，对中
国动画再次崛起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到去
年爆红的动画片《杨戬》、话题之作《雄狮少
年》，国漫崛起趋势明显。青岛童幻动漫技
术总监张帆介绍，中国美学在《中国奇谭》里
的表现非常突出，“全剧由八个妖怪故事组
成，是基于古代传统故事的创新，影片涵盖
多种美术风格和制作手法，比如二维、剪纸、
偶动画、三渲二（将 3D模型渲染成 2D的画
面效果）、水墨风等，继承发扬了中国特色，
同时融进了更多新式制作手法，让中国古风
更有现代气息。”2022年两部青岛出品的动

画片《小虎墩大英雄》《山海经之再见怪兽》
也都有着鲜明的中国美学风格，“小虎墩”突
出了国画画风、镖师文化和中国民俗，虎头
帽、圆圆脸等造型更是贴近中国观众的审
美，“山海经”作为近年来动画片的头部IP，
后续开发空间巨大。“目前市场上的动画片
都会加入国风的技法，充分体现了我们的文
化自信，这在十年前是不敢想的，那时候大
家都在研究国外的风格。随着中国文化的
崛起，大家都尝试用更多现代技术呈现和创
新国风，从近期我们制作的项目上看，市场
反馈还是很好的。”

从24到144的进阶

《中国奇谭》的好，在于回归了动画应有
的趣味、多维、童真，而动画大制作《深海》的
好，在于它的技术水准。青岛小崔动画负责
人崔明鹏深度研究了《深海》的流体效果和
模型，“流体就是海水效果，《深海》的CG灯
光师是非常牛的，光束超过了上万股，观众
看到的是发光源的灯光，看不到的是几万盏
最终烘托出深海流光气氛的灯光。十多年
前，中国的模型师、CG 灯光师和动画师后
期特效水平还没有很专业，到了《哪吒之魔
童降世》，人才和技术已经没问题了。比如

《深海》里小女孩头发的效果，两根头发之间
碰撞、头发和水的碰撞效果，这在之前是做
不了的特效。还有角色表情，以往国产动画
角色表情僵硬，是因为单位时间内只能做
24 个表情，而好莱坞动画片要做 144 个表
情，对照来看，国产动画片当然没法准确表
达情感。现在国产动画电影全部实现了
144表情，甚至做到了172表情，表达情感生
动流畅。以往动画角色口型都是张嘴再张
嘴，现在我们连字母发音的口型都一一对
应，基本上能跟真人口型同步。”

《深海》历经7年制作，核心团队完成纯
特效的戏份和创意性戏份，而其他大量场景
类、配角类、大环境类内容则交由动画公司
分包，其中部分内容分包由青岛动画团队完
成。青岛动画有着深厚的基础，曾经完成迪
士尼80%动画代工的动画巨头宏广、全球水
墨动画领军者高路等都跟青岛有着深厚渊
源。崔明鹏介绍，动画产业发展到当下，需
要大量的时间和资金投入，“《深海》在两个
方面需要花时间：一是特效，二是渲染。迪
士尼大片《寻梦环游记》中，恢宏的背景需要
10 万盏灯光，1000 分钟才能渲染出电影里
的 1 秒钟，那些灯光在软件里是缩略图，导
出需要的时间非常长，而且其中仅云渲染器
就要 2000 多万美元的投入，经济和时间成
本非常高。《深海》的渲染耗费了半年到一年
的时间。”历经多年发展，青岛动画公司不仅
积淀了人才，也开发了多个重量级项目，像
童幻动漫作为国内领先的三维动画公司参
与到了动画大片《姜子牙》制作中，而青岛泽
灵动画早在 2020 年就披露动画大片《仰望
星空》的计划，泽灵动画擅长的美式动漫英
雄、蒸汽朋克、废土等新锐风格也让动漫迷
非常期待。如何在核心团队主创、内容全国
分包的模式下打造动画精品，《深海》带给青
岛动画深刻的启发。

“阿凡达”是不是动画片？

在影迷熟视无睹的地方，电影技术其实
一直在变革、进化。《流浪地球 2》上映后被
誉为“中国电影特效的天花板级作品”，青岛
动画公司深入参与了《流浪地球 2》的动画
制作，运用了很多特效包括数字产品搭建、
数字绘景，用动画呈现爆炸破碎后粒子流
体、房屋倒塌等画面，动画团队甚至做出高
光漫反射的真实效果，通过光的折射模拟真

实环境，把真人合成进去后，观众就有了真
实拍摄的既视感。

《阿凡达2》上映后，卡梅隆团队在电影
特效领域的技术深度和广度让业内惊叹。
与影迷的直觉相违背的是，《阿凡达2》被电
影人认作一部“动画片”，而动作捕捉等技术
早期也确实在动画领域大面积应用，崔明鹏
表示，“实际上‘阿凡达’系列就是动画片，只
是加入了写实的内容。我们做《哪吒之魔童
降世》时采用了儿童动画生动的形象，而在
拍摄《阿凡达2》《变形金刚》时采用了仿真的
风格，把动画跟真人抠像结合，把变形金刚、
外星人做成动画，跟真人演对手戏，合成后
形成了观众看到的效果。”青岛电影学院摄
影系教师刘翔远也表示，《阿凡达2》确实更
符合动画的制作流程，“虽然这部电影有水
下拍摄的部分，那也是因为水下某些效果模
拟不出来。未来科幻、奇幻、魔幻类电影也
将采用《阿凡达 2》这种超写实动画电影技
术，这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动画产业发展，对青岛意味着什么？在
崔明鹏看来，青岛可以着力发展影视后期与
动画团队，以“一条龙”的方式完成从拍摄硬
件、技术解决方案、后期制作等系列链条；另
一方面，青岛也应该着力开发电影周边衍生
品。《流浪地球 2》的衍生品众筹火爆，原计
划10万元的众筹目标1分钟达成，原本为期
1个月的众筹时间提前截档，众筹金额高达
1.2亿元，发货期排到了今年11月。“持续多
年购买电影衍生品，花的钱远高于票房。4
亿人每一年花 100 元买玩具，就是一个 400
亿元的市场，而且精品限量版的手办售价甚
至可以达到10万元、20万元，这种面对高端
市场、增值市场的收藏品，有着不一样的开
发思路。”2015 年《大圣归来》上映后，“大
圣”摆件迄今仍在售卖，而且价格持续上涨，
动画电影的IP开发空间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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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第8集
《月兔》上线，现
象级动画系列剧《中国
奇谭》全集收官。凭借超高
口碑和多变的动画风格，《中
国奇谭》的话题热度从虎年
延续到了兔年。在动画人看
来，这验证了一个可喜的现
象：国漫的崛起已经迎来了
时间节点。《中国奇谭》系列
包含了手绘、黏土、国风、科
幻等多种风格美学，观众接
受其中剑走偏锋的内容，也
完全捕捉到了主创的人文意
图。而在大银幕上，票房接
近8亿元的春节档动画大制
作《深海》仍在坚守，虽然它
的故事并未赢得合家欢观众
的追捧，然而其在技术上的
创新已经让业内惊叹，只是
缺少类似《杨戬》中“三维水
墨太极图”这样一个引爆
点。复古守拙的《中国奇谭》
与创新惊艳的《深海》堪称春
节档动画的两大亮点。

青岛动画近年来保持出
品、制作的热忱和力度，
2022年春节档动画片《小虎
墩大英雄》、暑期档动画片
《山海经之再见怪兽》都由青
岛电影公司联合出品，而青
岛动画制作公司中擅长三维
动画的童幻动漫、擅长影视
动画的小崔动画都极具行业
影响力，分别参与到了《深
海》《流浪地球2》的制作中，
金东数码、泽灵动画等青岛
公司也在动画产业的各个分
支深度发展。春节期间，《长
安三万里》为代表的2023动
画巨制纷纷释出预告片，如
何分辨出新的动画热潮，如
何拥抱从动画影视到动漫周
边产品的全面复苏，青岛动
画需要寻找与动画产业同
步、同调的节奏。

■“小崔动画”负责人崔明鹏

■“童幻动漫”负责人张英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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