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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牧笛》看中国水墨动画与中国传统绘画的关系

中国传统绘画是中国传统人文思想的结
晶，是受中国儒、释、道文化的影响而积淀形成
的东方绘画特有的表现形式。中国传统绘画
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民族绘画。其特点是
以气韵思致，进而达到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
和中国京剧、中国医学称为中国三大国粹。

我们以《牧笛》为例来论述中国水墨动画
与中国传统绘画之间的关系。

首先，中国传统绘画的基本特征：以形写
神、形神兼备；以线、墨为主，都应用到了中国
水墨动画的制作当中。

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是中国传统绘画创
作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中国水墨动画创作的
重要要求。以《牧笛》中的水牛为例：牧童拿出
笛子吹给水牛听，水牛开心极了，煽动着耳朵，
回头看向牧童（见图一）。牧童骑着水牛过河，
水牛和鱼儿玩了起来，牧童拍打水牛，它不应，
于是牧童朝水牛泼水。水溅到水牛的眼睛里，
水牛很生气（见图二）。其中水牛和牧童的形
象都是借鉴李可染大师的中国画，为了这部影
片李可染大师特意画了14幅水牛和牧童的水
墨画，给绘制组作参考。动画片中的水牛不仅
造型精准生动，而且水牛的表情和动作也把情
感传达得很明确。中国传统绘画只是把人物
或者动物的感情通过绘画在宣纸上传达出来，
而水墨动画经过复杂的工序更是把这种情感
传达得淋漓尽致，不得不令人佩服。

线条是中国传统绘画中最为常见的形象
表达方式，也是中国水墨动画的主要表现语
言。线条最突出的特质在于它能够暗示出体
积、空间和质感。它本身还富有含蓄性、表现
性和象征性等，不同的线条具有不同的情感特
征和造型积极性。而中国水墨动画注重形象
的本质、表现、精神及情感的表达和形式美的
追求，这些都必须以线的造型为核心。中国古
代画论中曾有“曹衣出水、吴带当风”之说，讲
的是曹衣描法画出的衣纹线如同绸子在水中
浸过后取出，线的感觉沉甸、厚重；而吴道子的
描法画出的衣纹线如同轻绡迎风,线的感觉灵
动、飘逸、洒脱。相同的纸笔，不同的线型可以
引起截然不同的视觉和心理感受。所以线条
的选择和运用对于中国传统绘画和中国水墨
动画的制作都相当的重要。

以《牧笛》为例，动画片中的牧童形象就是
线的写照，而水牛的形象设计及环境的绘制方
法就是以墨为主了。（见图三）

中国传统绘画中强调“墨分五色”，“墨分
五色”即焦、浓、重、淡、清。墨的运用在中国水
墨动画的制作中更为重要。中国水墨动画也
是用笔和墨来塑造动画艺术形象的，它是传达
思想感情的有效途径，是中国水墨动画最主要

的语言表达形式。一部好的动画作品，能使我
们通过笔墨感受到气韵，又通过气韵联想到动
画作品的情感。《牧笛》中水牛的造型，以浓墨
点染的唇、鼻，以力透纸背的笔法甩出牛腿，以
皴法画出牛臀，以淡墨补染牛背，在笔墨的经
营下，一只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的水牛跃然画
面之上。（见图三）

其次，中国传统绘画方法在中国水墨动画
绘制中应用广泛。

中国传统绘画方法就是用笔墨纸砚等工具，
在宣纸上作画，注重的是墨的浓淡，还可加以国
画颜料，与水混合，画出不同层次的体积感。

中国水墨动画主要借鉴的就是中国传统
绘画中的绘画方法，所以它与一般的普通动画
有很大的区别。中国水墨动画的制作过程既
繁琐又耗时。我们虽然在荧幕上看到的人物、
牛儿、鸟儿、蝴蝶、流水等活动影像具有水墨晕
染的效果，但是只有在静止的背景画面中才能
找到真正的水墨笔触，背景多以黑白墨色为基
调，使用皴、擦、点、染等传统水墨技法，或有泼
墨、破墨等方法绘制画面（见图四）。中国水墨
动画大量使用中国画颜色，藤黄、朱砂、石青和
墨等颜色交替使用，再加上背景的大量留白，
使画面清新淡雅，富有节奏感，每部场景具有
不可复制的特型（见图五）。然而在中国水墨
动画中只有背景画面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水
墨画。

水墨动画中的人物或动物是由原画师和动
画人员在白纸上用铅笔设计主要动作（即关键
帧）和中间画（即中间帧）。画在白纸上的每一张
人物或动物，到了着色部分都必须分层上色。同
样的一头水牛，必须分出很多种颜色，有大块面
积的浅灰、深灰或者只是牛角和眼睛边框线中的
焦墨颜色，分别涂在好几张赛璐璐片上。每一张
赛璐璐片都由摄影师分开重复拍摄，最后再重合
在一起用摄影方法处理成水墨渲染的效果。也
就是说，我们在荧幕上所看到的那头水牛最后还
得靠动画摄影师拍摄出来。工序甚是复杂，拍摄

一部水墨动画片的时间，就足够拍成四、五部同
样长度的普通动画片。

最后，中国传统绘画的意境在中国水墨动
画中表现颇丰。

“以意造境”是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本质，也
是中国画民族特色的一个重要标志。宗白华
先生在论及中国绘画时说：“中国绘画不满足
于客观的机械式的临摹，对于艺术意境不是一
个单层的平面的自然地再现，而是一个深层的
创构。”这句话让我们能够理解艺术的意境，它
不是亘古不变的，它是心理情感和现实事物的
融合，通过笔墨的形式展现给人们看。《牧笛》
中的主要场景如柳堤放牧、水牛戏水（见图
一）、竹林莺鸣等，尤其是动画片结尾，牧童骑
着水墨淋漓的牛儿从柳树林出来，走过暖暖的
夕阳照耀的稻田，走向村庄的场景，营造的是
如此和谐、意境深远完全是中国动画的格调。
（见图三）

艺术家创造的形象是“实”，引起我们想象
的是“虚”。以虚带实，以实带虚，虚中有实，实
中有虚，虚实结合，是艺术家创作时该遵循
的。中国书法中讲究“计白当黑”，中国传统绘
画大师也把这种虚实结合的思想融入到了绘
画当中，而动画设计师也运用到了中国水墨动
画的绘制当中。《牧笛》中有一个场景：牧童骑
在牛儿背上要过河，画面中没有一丝水纹、倒
影和波光，却见牛儿和牧童悠荡在水中，无比
惬意。水牛的头和身子只画了一半，另一半在
水下，在人们的想象中（见图一）。体现了传统
绘画对虚实运用的精妙之处。

中国水墨动画是最具民族特色的电影动
画形式，中国水墨动画的创作者从中国传统绘
画中吸取营养使得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与电影
动画制作结合起来，创作出独一无二的中国水
墨动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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