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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结合动画史发展脉络及不同时代的精品，深入探讨动画的作者倾向、风格史、技术
制作要领以及动画艺术的实用价值，指导动画专业学生解读世界经典动画片，为影评与
鉴赏工作寻求一套符合动画制作规律的方法论。本书特色在于将欧洲、美国及亚洲作者
在动画制作策略，技法方面的差异和侧重点进行深入对比，以便于当代中国的动画研究
与产业发展汲取灵感。本书适合高等院校动漫专业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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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 动画的前生今世
  第一节 动画是什么？
  动画片在西方统称为“Animation”，词源来自拉丁文词根"anima”，意思是“生命”
或“灵魂”，动词“animare”表示赋予生命，有使某物活起来的意思，所以动画片（An
imation）可以解释为艺术家用绘画或其他造型艺术手段，使原本不具生命的事物构成一
段富有生活状态及思想性的影像。它是一种高度假定性的虚拟艺术。
  中文“动画”一词来源于日本，在那里是指线描和木偶等艺术形式的非真人电影作品
的统称。在中国，动画片的习惯称谓是“美术片”，包括动画片、木偶片（诸如木偶、
陶瓷偶、布艺木偶或黏土动画等）、剪纸片、折纸片等等；它是电影艺术的一个特殊片
种，与故事片、科教片和纪录片并列发展。
  在美国，动画片又俗称“卡通片”。“卡通”（Cartoon）原意是指“草图”或“漫
画”，后来引申为用活动漫画来表现人物形象、戏剧情节和艺术构思的影片。它是对于
“非真人电影”最早的一种叫法。“卡通”之所以成为动画片最早的代名词，是因为在
动画片的故乡之一美国，早期动画片的创作素材多依赖于报章杂志上的讽刺漫画，然后
再经过角色、主题及格调上的二度创作，于是美国的动画片借用了报章“卡通画”这一
概念，很快从商业上普及开来。因此早期美国动画片多具有讽刺幽默画的意味。
  动画片一般采用“逐格摄影”（又称“定格摄影”）的方法，将一系列假定动作连续
地拍摄在胶片上，然后以每秒24格（格是胶片上画幅的基本数量单位）的速度放映，以
便在银幕上产生灵活自如的似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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