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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本书以打造国内一流的动画专业教材为宗旨.将传统动画、实验动画和数字动画整合在一起.纳入到动
画理论的探索和研究之中，其中涉及动画定义、动画本质、动画特征、动画功能、动画历史、动画分
类、动画风格与流派、动画语言、动画原理、动画流程和动画产业等诸人类对“运动影像”的痴迷和
求索如“夸父追日”般生生不息。
从25000年前的史前岩画到埃及墓室壁画，从古希腊的花瓶图案到古代中国的皮影戏，从手翻书到第一
个动画装置“魔术幻灯”的诞生，人类一步步触摸着运动影像跳动的脉搏，企图揭开动画神秘的面纱
。
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人类不断地进行技术革新，发明了一系列动画机械装置，直到1895年卢米埃尔兄
弟的“活动电影机”问世，这个集摄影机、放映机和洗印机于一身的超级机器标志着“摄影术”和“
放映术”的最终确立，人类创造和呈现运动影像的技术条件已经成熟。
同期，动画理论的研究也在同步进行。
1824年，彼得·罗杰发表了《移动物体的视觉暂留现象》，文中首次提出了“视觉暂留”的概念，它
宣示了人类开始有意识地从理论的角度对动画进行思索。
随后，穆布里治的两部著作《运动中的动物》和《运动中的人体》也成为动画理论的经典之作，他确
立的动作分析理论沿用至今。
不同的理论、不同的创作理念引导着动画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早期的欧洲艺术家热衷于动画可能性的探索，他们不强调剧情，试图利用动画实现音乐和图像的相互
转化，于是一大批表现主义风格的“音乐可视化”和“图像声音化”的动画艺术短片纷纷问世。
受这种理念的支配，欧洲动画走向了一条实验性动画之路。
同时期的美国，沃尔特·迪斯尼强调动画剧情和“真正的表演”，他确立了程式化、娱乐化的动画制
作理论，并将动画带入娱乐产业的商业链条之中。
从此，美国走向了商业化动画之路。
可见，不同的动画理论确立了不同的动画生存状态。
“动画概论”是动画理论的基础课程，本书力求对动画艺术学体系进行系统、全面、立体的梳理，培
养学生清晰的动画理论思维，并将这种思维本能地运用到动画实践和艺术创作中，使之成为存乎于心
的不二法则。
动画因数字技术的介入，存在形式和艺术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而将数字动画依附在传统动画理论中，已经不合时宜。
本书最大的亮点是将主流传统动画、非主流的实验动画和数字动画整合在一起，纳入到动画理论的体
系建设中，其中涉及动画定义、动画本质、动画特征、动画功能、动画历史、动画分类、动画风格与
流派、动画语言、动画原理、动画流程和动画产业等诸多方面，旨在构建完整、科学的动画理论体系
。
本书的编写得到诸多良师益友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书中内容如有疏漏与不足之处，恳请同仁指正。
多方面，目的在构建完整、立体，科学的动画理论体系，培养学生具有清晰的动画理论水平及思维能
力.并将这种思维能力充分地运用到动画实践和艺术创作中，使之成为存乎于心的不二法则。
本书编写结构完整、内容丰富、论述深入、图文并茂.是动画从业人员以及动画专业考生的必备工具书
和专业用书，以及高等院校动漫专业的首选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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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动画概论》是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动画概论》以打造国内一流的动画专业教材为宗旨.将传统动画、实验动画和数字动画整合在一起.
纳入到动画理论的探索和研究之中，其中涉及动画定义、动画本质、动画特征、动画功能、动画历史
、动画分类、动画风格与流派、动画语言、动画原理、动画流程和动画产业等诸多方面，目的在构建
完整、立体，科学的动画理论体系，培养学生具有清晰的动画理论水平及思维能力.并将这种思维能力
充分地运用到动画实践和艺术创作中，使之成为存乎于心的不二法则。
    《动画概论》编写结构完整、内容丰富、论述深入、图文并茂.是动画从业人员以及动画专业考生的
必备工具书和专业用书，以及高等院校动漫专业的首选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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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苏联动画在这一时期开始萌芽，但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苏联动画更加关注作品的思想性，艺术
性不做过多追求。
受苏联电影“蒙太奇学派”的影响，苏联动画的电影语言的研究和运用非常考究。
1922年，由苏联莫斯科电影学校创作的《战火中的中国》，乃苏联的第一部动画片。
1924年，梅尔库洛夫创作的《星际旅行》，制作精良，情节生动，标志着苏联的动画进入到成熟时期
。
苏联动画从诞生之日起就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形式主义，反对“庸俗廉价的”迪斯尼动画
风格，要求动画创作应具有现实意义、政治性和深刻的人道主义色彩。
  三、1906-1937年亚洲的动画  1906-1937年的世界动画是以欧美为主体的，而亚洲各国的动画基本处于
萌芽的初始阶段。
也就是说，当欧美动画度过了痛苦的技术探索期蒸蒸日上时，亚洲各国的动画才刚刚开始。
在日本，1917年，下川凹夫创作的《芋川椋三玄关·一番之卷》（又称《凸坊新画帐’妙计失策》）
，被多数学者认定为日本动画史上第一部动画片。
同时期，还有两个重要人物对日本动画起到奠基作用，分别是北山清太郎和幸内纯一。
1917年，北山清太郎制作的《猿蟹和战》和幸内纯一制作的《埚凹内名刁》也是日本最早的动画片。
因此，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北山清太郎或幸内纯一才是日本动画的第一人。
无论如何，此三人对日本动画的启蒙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在中国，不存在像日本那样关于动画创始人的三人之争，“万氏兄弟”——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
和万涤寰是中国动画无可争辩的奠基人，在他们的引领下，中国动画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1922年，“万氏兄弟”受美国动画的影响创作了中国第一部广告动画片《舒振东华文打字机》，开启
了中国动画的先河。
1926年，万氏兄弟创作了中国动画史上第一部动画短片《大闹画室》，该片将美国的赛璐珞胶片技术
引入到中国动画的创作中，为中国动画的发展打开了大门。
1935年，万氏兄弟推出了中国第一部有声动画片《骆驼献舞》。
至此，中国动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强烈的社会震荡中艰难地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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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自2007年获得“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以来，历经两年终于完成。
作为高等艺术院校动画专业的基础理论教材，本书对动画艺术的本体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论述，从动画
的界定、本质、特征、功能、分类、风格、流派、语言、原理、产业等诸多方面逐一剖析，力求清晰
地诠释动画艺术的内核，多维地展现动画艺术的全貌。
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数字动画的诸多形态一并纳入动画理论的研究范畴，结合传统动画进行整体
性思考。
因为动画进入数字时代后，动画艺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艺术形态从模拟走向数字，过去针对传统
动画的基础理论己无法涵盖动画艺术的全部。
数字时代下动画艺术的多元性决定了需要从宏观的角度重新审视和定位动画艺术的诸多概念，动画艺
术的本原性问题不解决，就无法培养学生清晰的动画理论思维，无法将理论学习运用到动画艺术创作
之中。
本书的撰写和出版，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感谢北航新媒体学院院长龙全教授对我
的帮助，感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吴冠英教授给予的指点和启发，感谢人民美术出版社王远女士和中央
美术学院曹田泉博士所提供的诚挚的建议，感谢李绵璐院长、常沙娜院长、奚静之教授、陈汉民教授
、林乐成教授、陈瑞林教授等人在我成长道路上给予的关键帮助，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刘悦对于我的督
促以及对于本书图片的收集和整理。
此书谨献给一岁的女儿团团，祝你一生健康快乐，因为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愿本书能给动画专业和新媒体专业的同学们带来启迪和帮助。
本书的撰写，本人虽付出了相当的努力和心血，但由于知识、学养和阅历的有限，难免存在不足之处
，望前辈和同仁海涵、谅解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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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动画概论》：艺术院校动画基础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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