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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动画的上海记忆
朱少伟

中国动画的先驱是万氏兄弟
——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万
涤寰，他们是江苏南京人，自幼受
到民间艺术的熏陶，酷爱美术。万
籁鸣于1919年供职于上海商务印书
馆活动影戏部，为上海晨光美术会
主要成员，并兼任 《良友》 画报编
辑；此后，万古蟾、万超尘、万涤
寰也陆续到这里工作。

万氏兄弟结合工作刻苦钻研电
影技术。万籁鸣在 《我与孙悟空》
一文中回忆：“几个在商务印书馆影
戏部工作的弟弟在工作中了解到，
电影是一格一格地连续拍摄起来
的，通过影片的连续放映，利用人
们视觉上的特点，影片中的人物才
活动起来。通过对电影摄制、放映
机械和性能的理解，我们受到很大
的启发。”

在租用的上海天通庵路三丰里
一个亭子间内，万氏兄弟常利用业
余时间，用一部旧照相机改成的摄
影机、几只普通灯泡和几支画笔来
试验动画片制作，经反复琢磨，初
步掌握了动画片的人物造型、动作
设计、拍摄等技术。1925 年下半
年，他们运用原始技法和逐格拍摄
原理，创作上海商务印书馆产品动
画广告短片，片长仅一分钟，片名

为《舒振东华文打字机》。
万古蟾在 《我的自述》 一文中

回忆：“画在白纸上的打字机动画广
告片”“是一九二五年的事”“它是
画面在我们手中活动起来的首次尝
试，也启发了我们去思索过去从未
想到的难题”。尽管《舒振东华文打
字机》 在技术上显得稚嫩，但这是
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为他们以后摄
制动画片积累了第一手的经验。

1926 年，上海长城画片公司导
演 （也是该公司创办人之一） 梅雪
俦出面联系，邀请万氏兄弟编导、
绘制动画片。不久，他们的第一部
真正意义上的动画片 《大闹画室》
（片长 12 分钟） 问世，它让真人与
动画结合，有不少追逐打闹的场
景，剧情为一位画家在绘图时，画
板上穿着民族服装的淘气而滑稽的
小人儿跳了出来，给画家增添许多
麻烦，最终画家将其赶回画中。

第二年 5 月，该片上映。《申
报》 9 月 30 日刊登消息 《长城公司
<大闹画室>在美开映》：“此片由梅
雪俦、万古蟾两君合作而成。梅君
昔在美国时专学此种活动画片于纽约
百代公司”“《大闹画室》片中之一
切技巧，皆由梅君专心策划，并由其
导演一切。万君为国内名画家，此片

之图画悉出于其手”“今此片已运往美
国各埠开映，近接纽约、旧金山、芝加
哥等最近之报告，谓此片在各大戏院开
映时，观众除留美华侨之外，更多美国
人士前来参观，彼等俱赞美此片之成
绩，并惊叹中国竟然有此种堪与美国活
动画片匹（媲）美之出品，报纸尤多赞
美之词”。

1930年，万氏兄弟为上海大中华
百合影业公司编导、绘制 《纸人捣乱
记》，也是真人与动画结合，比较充
分 地 体 现 出 自 己 早 期 的 动 画 美 学
观点。

1931年后, 万氏兄弟在上海联华
影业公司、明星影片公司，相继摄制
完成了宣传反帝爱国的 《国胞速醒》
《精诚团结》《抵抗》《国货车》《航空
救国》《民族痛史》及寓言题材的《鼠
与蛙》《飞来祸》《龟兔赛跑》《蝗虫与
蚂蚁》 等动画短片；万氏兄弟编导、
绘制的 《骆驼献舞》 是中国第一部有
声动画片。

1937 年 7 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万
氏兄弟随上海救亡演剧队赴武汉、重
庆等地，参与创作 《抗日歌辑》 7
辑、《抗战标语》 5 辑等动画短片。
1940年，万籁鸣、万古蟾领衔上海新
华影业公司卡通部；翌年 9 月，推出
《铁扇公主》，片长80分钟，为中国和
亚洲第一部大型有声动画片。该片情
节曲折、形象生动，在摄影技巧和技
术处理上有新的突破，是万氏兄弟艺
术风格臻于成熟的标志。

此后，由于连年战乱和生计维艰，
万氏兄弟的动画片创作曾被迫中断。

万氏兄弟的“尝试”

2023年是中国动画发

轫百年，它最初称为“活

动滑稽画片”“活动钢笔

画片”“图画影片”等，

《申报·本埠增刊》 曾首

先进行跟踪报道。

从吸引眼球的新奇之

物，到创造巨大利润的新

兴产业，回眸中国动画在

上海的百年发展历程，能

让我们对中国动画产业的

发展有更深刻的认识。

1892年10月28日，法国人埃米尔·雷诺在胶片上
绘图，放到回转圆滚里，再借助派西诺镜，以反射镜及
灯光投射出来，并搭配音乐在巴黎的博物馆展出，这是
历史上第一部动画片公开放映。

20世纪20年代前期，中国动画出现了“拓荒者”。
上海英美烟公司为了借助电影推销香烟，在1920

年建立影片部（1923年附设滑稽影片画部）。供职于此
的杨左匋，原名锡冶，江苏吴江 （今属苏州） 人，13
岁来沪就读于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921年夏更名交通
大学上海学校），1918年毕业后执教于东吴大学，曾参
与发起创办苏州美术画赛会；从1923年开始，他为该
公司制作了多部动画片。

1923年7月3日的《申报》敏锐地观察到动画这全
新的艺术形式，刊登出《英美烟公司影片部之内容》一
文：“（上海英美烟公司）附设滑稽影片画部，主其事
者杨左匋君，专绘长片滑稽画，兼各种美术字画等。滑
稽片多种，已在各戏院开映，如《大闹天宫》《武松打
虎》等。”

1923年8月13日的《申报》刊登了《英美烟公司
影戏部之近况》一文：“该部并有滑稽画片一部，由美
术家杨左匋主其串。最近卡尔登（按：卡尔登大戏院）
及维多利亚（按：维多利亚影戏院）所用之《暂停》滑
稽猫片，即系杨君近作。”

第二年的1月28日，《申报》又登出《杨左匋新制
滑稽画片》一文说：“名画家杨左匋君，年来为英美烟
公司绘制活动滑稽画片，历在各埠映演，备受观众欢
迎。能于幕上绘成种种人物，使之自动，一如真人。近
又新制影片一出，名《过年》，内容颇新颖可噱。闻已
印就十余卷，分运各地放映，为新年之点缀品。”

从《申报》以上的报道中可以看出，杨左匋负责摄
制的第一批动画片不仅在上海影戏院亮相，还在全国各

两位“拓荒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原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夏
衍和原国家文化部电影局局长袁牧之关于“鉴于美术片的
发展前景，在上海办厂较为合适”的指示，特伟带领东北
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美术片组21人，在1950
年春抵沪（相关设备同时搬迁），建立上海电影制片厂美术
片组。特伟于1937年夏随抗日漫画宣传队离沪（后成为该
队领导人之一），10多年后重返申城，作为上影厂美术片
组组长，想来他当时的心情一定是踌躇满志的。

仅数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美术片组就推出11部动画
片。1955年摄制了中国第一部彩色动画片《乌鸦为什么
是黑的》(一凡编剧，钱家骏、李克弱导演)，翌年夺得意
大利威尼斯国际儿童电影节奖项；1956年摄制了彩色动
画片《骄傲的将军》(华君武编剧，特伟导演)，该片运用
漫画化的大胆夸张和幽默喜剧笔法，比较多地吸取了京剧
人物的脸谱、动作、服饰和色彩加以设计，具有强烈的民
族特色。

1957年4月1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成立，专门摄
制动画片、木偶片、剪纸片（后又首创水墨动画片、折纸
片）；此刻，作为中国唯一的美术影片专业制片厂首任厂
长，特伟深感责任重大，必须努力加强专业队伍建设，既
要充分凝聚老艺术家的力量，也要积极发挥年轻人才的作
用。从建厂至1966年，上海美影厂共摄制40部动画片，
屡次在海内外获奖。

其中，由李克弱和万籁鸣编剧、万籁鸣导演的中国第
一部彩色动画长片《大闹天宫》（上集于1961年12月摄
制完成，下集于1964年9月摄制完成），片长两小时，气
势磅礴，绚丽多彩，情节神奇，人物众多，并吸收京剧音
乐、打击乐等民族音乐组成配曲，这部动画巨片成为中国
美术电影在艺术上、技术上达到高水平的代表作；上映
后，不仅国内好评如潮，还轰动欧美，美国媒体称它是

“电影发行商最感兴趣的影片”，法国报纸称它是“动画片
真正的杰作”，英国伦敦电影节称它是“最轰动、最活泼
的一部影片”，到1984年《大闹天宫》已在44个国家和
地区发行。

1960年，上海美影厂建立水墨动画试验小组，翌年7
月推出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引起海
内外影坛瞩目，在瑞士洛迦诺和法国安纳西、戛纳、巴黎
及南斯拉夫萨格勒布等国际电影节接连获奖。后来，上海
美影厂又摄制了《牧苗》《鹿铃》《山水情》3部水墨动画
故事片。水墨动画片的诞生，成为世界动画史上一个新的
里程碑。

“文革”期间，上海美影厂生产停滞。在1978年至
1990 年，上海动画艺术复兴，共摄制了 175 部动画片
（包括美影厂121部、上海电视台48部、上海科学教育电
影制片厂6部）。在这些作品中，1979年上海美影厂出品
的《哪吒闹海》，是中国第一部大型彩色宽银幕动画片，揭
开上海美术电影动画片的新篇章；1980年上海美影厂出品
的《三个和尚》，是当年代表中国动画片水平的精品之一，
内涵丰富，寓意深邃，巧妙融汇浓郁的民族风格；1985年
上海美影厂出品的《金猴降妖》，采用抽象的图案、虚幻的
形象，配以现代色彩的音响，构成前所未有的奇妙的银幕视
听效果，使动画片创作升华到一个崭新的境界。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期间还涌现了系列动画片 27
部，如 1984 年上海美影厂摄制完成的 《三毛流浪记》，
1987 年上海美影厂摄制完成的 《邋遢大王奇遇记》 和
《黑猫警长》，1990年至1994年美影厂摄制完成的《魔方
大厦》等。在1995年至1996年，上海美影厂、上海教育
电视台、上海华侨交流公司又联合摄制《自古英雄出少
年》，长达百集，该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
结合的创作手法，讲述孔子、屈原、小萝卜头、达·芬奇
等100位古今中外著名少年的感人事迹，颂扬爱国主义精
神和崇高思想品质，受到社会各界的称赞。

2000年上海美影厂已投产和新创作的动画片题材非
常丰富，如根据同名古代神话改编的作品，有片长84分
钟的 《宝莲灯》；现代生活方面，有 52 集的 《我为歌
狂》，是中国第一部校园音乐题材的动画片；反映家庭关
系的有26集《钟点父子》；为球迷量身定制的有《超级球
迷》等，令人耳目一新。

2006年后，上海美影厂不断推出影院动画片，如片
长83分钟的《勇士》，属写实的题材，能从画面细节感受
中国独有的装饰文化，并有近1/3的镜头为二维手绘和三
维动画相结合；片长80分钟的《葫芦兄弟》，由原13集
的系列动画片浓缩而成，让七彩葫芦娃在“出生”22载
时换上“新装”，从电视荧屏走上了大银幕。

近年，上海美影厂又让经典 IP 衍生出新故事，如
《黑猫警长之翡翠之星》《阿凡提之奇缘历险》《大耳朵图
图之美食狂想曲》《大耳朵图图之霸王龙在行动》《天书奇
谭4K纪念版》《我们的冬奥》等，产生了很好的反响。

2022年 2月，北京冬奥组委特许动画电影在沪首映
时，上海美影厂现任厂长速达表示：该片是30多个经典
动画角色的联手和1300多位中国动画人的集体智慧、通
力合作，这是国内3D动画、2D动画、定格木偶动画制作
的一次集体展示。为了向动画百年致敬，上海美影厂还将
推出10位导演共同创作的动画短片集《中国奇谭》。

上海美影厂曾是中国乃至亚洲的“动漫之光”，这里
摄制的动画片曾名扬世界；目前，它虽面临激烈的市场竞
争和严峻挑战，但仍具备很强的优势。未来，在这里将建
成“618国际动画艺术社区”，以博览、互动及体验的形
式展现美影厂的历代经典IP形象。

审视中国动画之滥觞和崛起，杨左匋、黄文农和万氏
兄弟等无疑有着开拓之功，而上海美影厂的卓越贡献更是
不可磨灭。

（作者系第十二届上海市政协文史委委员）

上海美影厂的
诸多“第一”

地上映，堪称“中国动画第一人”。
值得一提的是，杨左匋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舅

舅，《费孝通自述家族往事》有这样的回忆：“杨左匋舅
舅也留学美国（按：1924年8月离沪），后来在好莱坞
画动画片，参与有名的动画片《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
人》的创作。”

研究早期的动画片，还绕不开黄文农这位上海松江
人。据《松江县志》记载：黄文农“16岁，进上海中
华书局，当石印描样学徒。喜爱美术，用心学习，画技
渐精”。1924年6月4日的《申报》刊登的《钢笔画影
片将制成》一文说：“书画家黄君文农，近受中华影片
公司之聘。制活动钢笔画影片三本，长约千尺，情节甚
滑稽，名《狗请客》，中秋后即可开映”。

1924年6月24日的《申报》刊登《中国画片公司
成立》一文中说：“李允臣、黄文农、沈延哲君等，近
组织一中国画片公司，用钢笔画成后，然后摄造活动影
片。其第一片，定名‘西游记’。”

1924年9月12日的《申报》又刊登《纪新片<狗请
客>》一文，说：“月之十日，偕友往中华影片公司参
观，先由杜君寿棋引导观览各部，继开映新片《狗请
客》。该片为画家黄文农君所主绘，费时四月始告成，
全片长千余尺，映演时间约半句钟(按：30分钟)。情节
殊甚发噱，动作异常敏捷。片中有真人物二，一为女
郎，一为小贩，以真人与画片并摄，更觉有趣。说明书
中之文字甚为奇异，含有滑稽意味”。

《申报》以上的报道显示，黄文农为了促进动画艺
术，与李允臣（后为编剧）、沈延哲（后为《电影月报》
编辑）合办动画公司，并着手创作动画片《西游记》；他
敢为人先，第一次采用真人与动画相结合的形式。这位
艺术家虽英年早逝，却是中国动画的开山功臣。

《申报》所保留的以上相关珍贵资料，对于厘清早
期中国动画创作的脉络，具有重要价值。

《哪吒闹海》电影海报

▲黄文农

万氏兄弟

▲1924 年 7
月 30 日 ，《申
报》登载的关于
杨左匋的消息。

1927 年秋，万古蟾 （后排左） 与
上海长城画片公司导演梅雪俦 （前排
左） 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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