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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动画艺术知识体系创新研究

黄心渊，刘书亮
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北京 100024

摘要：中国动画学术研究的各个子领域不断涌现新的成果，但作为一个年轻的知识生产领域，其仍缺乏研究范式的突破，对动

画艺术知识搭建系统性不足，且国外对中国动画研究的浅表化也带来了评判偏差和理论偏误。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

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动画艺术知识体系创新研究”将以党的创新理论为纲，以历史传统为源，以时代精神为风向标，以新技术

语境为延展，以人才培养为养料，通过五大子课题共同推进，并形成一套完整而创新的中国动画艺术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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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novation of Chinese Animation Art Knowledge
System in the New Era
HUANG Xinyuan, LIU Shuliang
School of Animation and Digital Art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New achievements have been constantly emerging in various sub- fields of Chinese animation academic research, but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breakthrough in the research paradigm, and a lack of systematic knowledge of animation art. The researches on

Chinese animation by western scholars have also brought judgmental and theoretical bias. In 2020, one of the major art projects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Innovative Research on Chinese Animation Art Knowledge System in the New Era”

will take the Partys innovation theory as the key link, historical tradition as the source,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as the vane, the new

technology context as the extension, and personnel training as the nourishment, and the five sub-projects will construct a complete

and innovative knowledge system for Chinese an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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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大学申报了 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

学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动画艺术知识体系创新研

究”，已经由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管理中心审批通过

并正式立项。在未来的几年内，该项目的研究团队将

展开深入研究，搭建一个完整而系统的中国动画艺术

知识体系。

一、中国动画研究的突破口

中国动画创作不断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这个年

轻的学科领域也在积极发展。目前的中国动画学界已

收稿日期：2021-03-25

基金项目：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20ZD20）

作者简介：黄心渊（1965—），男，河南人，博士，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三维动画

设计、虚拟现实、数字媒体艺术与技术。

通信作者：刘书亮（1987—），男，辽宁人，博士，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动画美

学、二次元文化与新媒体。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推介]

96



黄心渊等：新时代中国动画艺术知识体系创新研究第3卷 第3期

经在动画艺术史（论）、动画美学与媒介、动画技法与技

术、动画产业与文化消费等诸多子领域取得了一定的

研究成果。但研究者也应该看到，中国的动画研究尚

且是一个较为年轻的知识生产领域，还有许多不完备

之处亟待突破。

第一，缺乏研究范式的突破。动画研究一方面缺

乏研究方法模式上的创新和深入，一方面缺乏中国化

的动画知识结构搭建。从溯源上看，动画理论基本来

自于电影学和美术学的相关知识，其中前者体系以西

方理论为主。学界对动画的分析也已经形成了这两种

研究范式。它们虽然稳定，但也因此而缺少活力。学界

常常愿意提及所谓动画的“电影性”与“美术性”之争[1]，

却较少提出新的学术概念，从根本上限制了中国动画

研究的范式创新和思维广度。

第二，动画艺术知识搭建系统性不足。除了理论

性的基础研究，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动画艺术知识的

整体搭建缺乏系统性。中国动画艺术知识体系的研究

关乎中国动画艺术创作和产业的发展，是必不可缺的

基石。从文献梳理过程中可以发现，相关研究常常是

不同层面的研究混搭，难以区分出哪些是批评、哪些是

史论，哪些专注于理论、哪些专注于实践等。因此，在

更整体、更系统的层面上，对于中国动画艺术知识体

系，学界尚未做出有效统合和本质提升。在研究对象

上，其更偏重于对单个艺术作品、特定风格、单独创作

环节的分析，而非基于时代精神和媒介发展下的整体

性思考。在思维理念上，常停留在以已有理念和借用

既定术语对动画艺术作品作简单化分析，多是浅层的

“跨学科”，却不能在深层关联相关艺术学科，没能从知

识的联结和扩展着手形成思维理念的通路。总地来

说，中国动画“注重……感性的艺术创作和经验式的产

业实践，真正的理性思考、规律探究、机制建立一直阙

如，建树不多，不成系统，不能与创作、产业形成共同发

展之势”[2]。研究者必须强化更具全面性、系统性的整

合性研究，才能够避免上述问题。

第三，国外对中国动画研究的浅表化，带来了评判

偏差和理论偏误。国内动画学界普遍认为，国际上对

中国动画的体认尚且不足。西方学者对中国动画的研

究大多集中在历史和产业上，很少真正关注中国精神

或挖掘文化内涵，因此诸多观点与命题大都立足西方

化的中国动画现象，或是在相关中国研究尚且缺席的

前提下得出的，这难免造成理论偏误。西方学者对中

国动画的研究较为浅表化——这也是根植中国文化研

究中国动画，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创作实际的知识体系

的必要性所在。

中国动画研究涉及越来越丰富的层面，然而仍可

以察觉现有的中国动画知识体系有着明显的西化特

征：研究范式来源于西方、知识网络的民族特色缺失、

人才创造性的关注不足。但中国需要有自己的知识体

系。只有懂得建立中国自身的知识体系且不断强化

它、并用其解释自身的文化内涵，才能在当代拥有民族

话语权，从媒介与文化的双重意义上[3]在国际发扬优

秀中华文化。更重要的是，建立中国化的知识体系，以

自身悠久的文化为源头，才能够真正领导中华文明走

向未来，发挥出民族特有的文化魅力，延续实践基础之

上的无限创造力。

从具体的子领域来看，中国化动画知识体系的不

完善表现在方方面面：学界对动画史学研究看到了从

实践中提炼理论的必要性，进行动画审美的热烈探讨，

但在民族文化观照的缺席下，进行更加系统深入的研

究就较为困难。动画创作虽关注叙事、镜头语言和美

术等的研究，确定了中国动画民族性的核心地位，但是

对民族性和优秀动画结合创作的方法还在探索中，离

提炼出合理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路径和策略距离颇

大。虽然产业方面的研究很多，但产业链和创作链仍

存在诸多问题。不同岗位人才缺失，亟需以实际情况

构建中国化的动画知识体系，避免体量增大而结构零

散带来的产业发展受限的情况发生。动画教育上，面

临新时代和产业发展新特征，高校应注意到自身专业

建设的问题，尤其是专业学习与动画产业的发展脱节

等使中国动画产业缺乏人才动力的长期难题[4]，从策

略层面、教学结构层面和人才培养层面，结合产业发展

需求，更新和调整动画知识体系的搭建。另外，新技术

新文化的涌现，从时代层面呼吁结合中国当代产业、文

化和经济的特征与需求，搭建和完善以中国原始文化

基因为基础、以当代精神为内容的中国化的动画知识

体系网络。

二、研究价值

（一）学术价值

1）建构一套完整的动画艺术知识体系，让中国的

动画艺术理论研究在概念辨析、观念阐释、研究路径与

方法等诸多层面有所提升，帮助今后的动画研究找到

系统化的学术突破口。

2）重新梳理中国动画艺术的发展历程以及现阶段

中国动画作品的情况，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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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思想为基础，研究和探讨“中国动画学派”在当

代的特殊意义，对这一关键概念做具体而完善的理论

迭代，破除学界的争论，从而直面中国动画民族化道路

的议题。

3）将时代特征充分融入艺术知识体系研究。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

国梦”，就要建立中国的高度的文化自信，在传统文化

的传承上既要继承又要创新，既要从传统文化汲取营

养，又要结合时代的发展，研究当代文化，构筑适合新

时代要求的精神文化作品。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的第

二大经济体，但在文化艺术建设上还有很大的提高空

间。本课题将时代特征充分融入研究进程当中去，让

动画研究与时俱进。

（二）应用价值

1）对创作更具中国特色的动画提供有力而系统化

的指导。给予复兴中国梦、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中国精神走向世界等目标以新的承载主体，为中国动

画民族化道路提出可以落实的方案，重新焕发中华文

化的巨大爆发力，增强国民和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程度，在中国民族化动画中树立中国形象，讲述中国故

事，传播中国精神。

2）将动画研究作为交叉学科来研究其知识体系，

勾连诸多学科概念和工具，接受各类理论滋养，研究移

动互联网环境、当代思潮对动画创作的影响，真正结合

时代需求发展动画的知识体系。

3）为行业探索建立动画民族化的创作机制路径研

究、传统文化故事甄别与创新研究、品牌搭建创新研

究、动画传播研究、民族化与国际化传播路径研究、高

校与社会相关人才培养机制研究等，把握时代的规律、

动画创作的规律、市场的规律，为行业提出科学发展的

路径、方向及其具体措施。

（三）社会价值

1）响应党和国家对动画文艺工作者的期待，也是

完成党对动画在新时代传播中国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的基本要求。我们期望从传统中汲取中国文化的巨大

力量，复兴中华文化，满足文化强国、媒体融为一体等

系列的重大战略需求。

2）通过知识体系的成果转化，为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文化与旅游部、宣传部等政府管理部门决策提供依

据，使动画产业在内容创新、品牌打造、文化赋能上得

到发展路径指导，激发出中国动画产业潜在的巨大能

量。同时，也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助力中国动画教育的

发展，其中既包含动画专业的人才培养，也包括动画自

身的思政教育和美育功能。

三、各子课题及其逻辑关系

本课题将研究拆分为五个面向，形成关系密切的

五个子课题。具体来说，各子课题的主题及其所对应

的研究内容和彼此关联如下。

（一）子课题一：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引领下中国动

画艺术知识体系创新方向、原则与路径研究

子课题一为本研究确定中国动画艺术知识体系总

体的建构方向和纲领。中国所处的新时代特征，党和

国家对中国原创动画艺术的先进性引领作用等将在子

课题一中充分体现出来。如果没有以习近平总书记为

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引领，也就没有

当今中国动画艺术的长足发展和兴旺。人们应该将动

画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与党的创新理论做进一步接

轨，以便让中国动画艺术知识体系对当代社会更有积

极作用，让动画创作者更能创作出符合人民审美需求

的作品来。

（二）子课题二：民族精神传承视阈下中国动画艺术

发展历程研究

子课题二是中国动画艺术知识体系在创作领域的

精神溯源，从民族精神传承的维度追溯动画的历史。

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

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

潜移默化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

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

响力”。中国动画艺术的知识体系，正应该生发于中国

动画艺术创作实践的整个历史进程中。该子课题是典

型的动画史论研究，全面梳理和分析中国动画在历史

上与中华民族精神相契合的紧密联系。

（三）子课题三：时代精神传播视阈下中国动画艺术

创作观念研究

子课题三是中国动画艺术知识体系直面当下的现

实观照，从时代精神传扬的维度分析当今的中国动画

创作。中国的文化思想是先进的，这就需要人们有充

分的能力“让全世界都能听到并听清中国声音”。中国

动画艺术知识体系，不光对中国动画，而且也对中国思

想与中国的时代精神在国内乃至国际上的传播，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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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文化的国际话语权问题有重要的积极作用，这也子

课题三要研究的核心内容。这一议题在本子课题中包

含两方面，一是创作本身如何承载新时代的内涵，二是

从产业层面探讨如何让优秀的动画走向中华时代精

神，为中国和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在谈论中国动画的

“民族化”时也必须充分意识到，民族化不是一成不变、

照搬前人，而是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随着时代

不断演进[5]。

（四）子课题四：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国动画艺术知识

实践创作转化能力提升研究

子课题四是中国动画艺术知识体系面向未来的迭

代更新，是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探寻知识体系如何进行

创造性的升级。媒介融合的语境下，动画的新技术、新

媒介以及新兴次生文化层出不穷。当今的动画已经成

为了更加典型的综合性艺术，需要创作者和学者掌握

和运用许多不同领域的知识。动画艺术的知识体系需

要谨慎地纳入这些内容，通过对学科壁垒的跨越，让动

画的媒介与文化知识得到丰富和充实，从而极大地提

升中国动画创作实践的转化能力。

（五）子课题五：中国动画艺术知识体系创新背景下

动画专业教育模式改革研究

子课题五使得对中国动画艺术知识体系的探索和

应用构成完整闭环，讨论动画人才培养的问题。教育，

一方面是知识体系的重要应用场域，另一方面是令知

识体系不断得以新陈代谢的、能够可持续发展和提供

学术养分供给的保证。“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

家强”。在专业人才培养上面下足功夫，才能保证我们

所做的中国动画艺术知识体系创新型建构不会沦为漂

浮在半空中的理论楼阁，而是真的可以教育界与业界

起到指导实践的作用。在艺术类学科与专业高等教育

正在飞速改革的今天，对动画人才的培养更是显现出

无比的重要性。

这五个子课题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让项

目即将搭建的这一知识体系能够在动画的专业领域通

过教育而传承下去。从五个子课题所触及的面向看，

项目最终将会形成的知识体系也将是一个庞大的知识

体系，这是动画这个艺术与技术相结合，且迅速发展迭

代的特殊传媒艺术形式决定的。

四、研究目标

确定新时代的中国动画艺术知识体系总架构，从

理论层面组建完整多元化的中国动画民族风格体系，

在实践层面贯彻党的文艺理论，实现有中国特色的动

画发展观，从理论创新到实践创新，发挥新时代中国动

画事业的优越性，为实现文化自信和实现“中国梦”在

动画艺术领域具像化、现实化提供理论根据。

（一）学术思想理论方面

在本课题的研究工作展开后，所得的知识体系成

果将可以让动画研究更加适应这个传媒艺术环境快速

变化的时代，创新性、洞见性的知识体系成果可以更好

地解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下动画的历史发展路

径，更好地在党和国家关于文艺的方针、倡导和扶植之

下引领中国动画未来的发展方向。本课题将建构出的

动画艺术知识体系，有较好的通用性，且不是某种简单

化的穷举概念式的研究，而是带有学术理论生发的可

持续性，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动画研究的范式转换，为未

来的更多研究铺好路、拓宽路。

（二）学科建设发展方面

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工作会将动画学科领域的独特

性从整个艺术类学科中突显出来，同时将把动画研究

在当今艺术研究中的重要性强化出来，让动画研究不

再是被边缘化的学科领域，帮助动画学术走向繁荣。

同时，学术研究自然也将起到对艺术创作实践的积极

影响，令更多创作者获取明确的、符合时代与人民需要

的创作方向，期望能带来动画创作界的百花齐放。

（三）资料文献的发现利用方面

通过对国内文献的重新梳理，对经典文献的价值

进行再发现，对某些具有洞见但此前未被足够重视的

国内旧文献进行拾遗。此外，找到晚近国内尝试参与

建构中国动画知识体系的新锐文献，使其成为有用的

研究参考——近年来很多青年学者在这方面颇有著

述，决不能轻易漏掉这部分资料。国外文献方面，要找

到国外对中国动画的研究中有借鉴意义的那部分，尤

其是擅于通过动画研究对比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成熟文

献。总之，对整个动画研究领域的文献深度整理也将

是一项重要工作。

五、研究总体思路、视角、路径及其依据与可

行性

本课题贯穿中国动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打通学

术与创作话语体系，连接理论创新与知识转化，打造一

个有解释力、创造力、鲜活力、生产力的中国动画艺术

知识体系。“解释力”强调知识体系要与中国的动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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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观众接受心理等充分贴合，能解释动画艺术活动的

本质；“创造力”指要在批判接受西方话语体系基础上，

在兼容其他学科的影响之上，对知识体系有所创新，摆

脱动画研究中的失效话语；“鲜活力”是让知识体系跟

上时代，适应动态发展；“生产力”指知识体系最终要落

到实践上来，为人民创作出优秀作品，向全国乃至全球

观众传递中国精神。

（一）回溯历史，厘清中国动画知识体系的历史与文

化根基

研究以美术电影与“中国动画学派”为出发点，首

先对概念背后的观念沿革进行深入挖掘，从史论视角

切入，考察中国动画民族化道路的历史进程。欲把握

动画在精神内核与文化基底上如何与建党一道走过世

纪风雨，为民族精神发声，为儿童教育发声，为社会主

义文艺发声，就需要研究者重点把握美术电影观念史

以及“中国动画学派”的文化根基。

（二）直面当代，讨论当今中国动画更加复杂的、危

与机并存的权力场域

探究一个怎样的知识体系能在新时代下让中国动

画发展得更好，已有体系又为何阻碍了动画研究的发

展，有哪些创作桎梏和局限性。为此，课题组将明确动

画产业在国际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挑战与新契机，

以便在新时代语境下有效重建中国动画的民族化之

路，深挖在动画中表达展示民族文化的方法。

（三）面向未来，重视技术与艺术在动画领域的融合

趋势

互联网的信息传播条件呈现出更为自由高效的情

势，动画 IP产品与文化形态可以跨越现实和虚拟时空

同时存在于人们周围[6]。全景交互、AI、5G与 4K等数

字创意产业近年崛起的技术与动画发生了奇妙碰撞，

文化创意产业正在悄然经历着一场全产业链的深刻变

革[7]。这是搭建新时代中国动画艺术知识体系必然要

涉足的。本课题将涉及人文艺术学科、社会科学、自然

科学等的综合性、跨学科的碰撞。

（四）关注成果转化，内容创新与专业教育双线并行

推进

在知识体系的成果转化上，既重视动画作品生产，

也重视动画人才培养。动画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商业

动画需要较大的团队才能高质量完成。因此，如何提

升内容生产的效率与质量，使团队结合新技术条件令

创意优势最大化，这是至关重要的。此外，需要格外重

视动画人才培养。为了中国动画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传

播事业，为让我国的动画产业屹立国际，从出路上解决

动画发展问题，用新的知识体系培养人才将是根本途

径。培养出适应数字时代要求的动画人才，是时代对

我们提出的重要命题，也是解决我国动漫产业长期、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性问题[8]。此外，也要用动画进行思

政教育、美育、文化普及教育。中国动画作为一种大众

艺术，一直以来都在承担大众教化作用。在新时代，人

们也应利用本课题所取得的成果让动画自身的教育作

用有更大发挥空间，完成社会主义文艺应起到的积极

意义。

六、研究方法与手段

（一）文献分析与史料挖掘

对各类文献（论述性成果、新闻、口述历史资料）进

行全面梳理与分析，对美术电影创作观念、学派沿革与

重建、美影厂管理理念等展开广泛的资料搜集。深入

研究学习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发展意见、重要讲话

等，尤其是对党和国家在动画产业上的政策分析，这对

本课题非常关键。大量阅读传播学、设计学、戏剧与影

视学等学科的理论作为对照，深入探寻动画知识体系

建构、内容创作与传播上的新可能。

（二）深度访谈

深访可用于了解国家对动画行业做政策扶持时从

业者与公司主体所获得的帮助，以及政策落地时的难

点，从业者与公司有哪些困惑暂时还未得到解决等，也

可应用在对动画节展等国际文化交流平台的研究上。

对策展人、艺术家等进行深访，探寻国际上对中国民族

风格具有怎样的体认，还可用于考察学者们对目前动

画研究当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的记录和讨论。

（三）问卷调研

本研究将利用问卷类统计量化方法，考察探究动

画与相关文化在中国的消费基础、中国民族风格作品

的审美接受优势与遇到的挑战、外国作品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的接受与本土化过程等。

（四）动画文本细读

文本细读可作为一种“诊断”过程，用于考察部分

当代中国动画存在的过度学习外国审美、民族风格缺

失、文化价值观错位等严肃而关键的问题，也可研究中

国形象如何被海外动画影片借用，并对其作出相应分

析与批评，这对动画的民族文化传播研究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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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将其用于对中国近年来优秀民族风格动画相关的

改编来源（中国神话、传统故事等）进行研究，探求叙事

背后的文化象征及其动画转化。

（五）大数据分析

本课题将爬取搜索引擎、社会化媒体、视频平台、

知识社区等的数据，充分采集与本课题相关的大数据

信息，考察当代动画观众对于动画作品的接受心理、话

语框架、观影偏好等等，并以此种量化方法获取观众对

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在动画中使用的接受程度，以及国

产动画在西方世界里的认可程度等。

（六）元研究/元批评

使用该方法是课题的特殊性决定的。课题须对动

画研究做出反身性的考察，即元研究（Meta-studies），

这非常有助于找到理论突破口，看到已有研究范式的

优点与缺陷，让搭建的知识体系更严谨。

七、研究重难点

（一）重点一：新时代“中国动画学派”的理论构建

对“中国动画学派”的内涵阐释是本课题研究的关

键。以往研究多抛开理论与创作观念的历时性变化及

对当代创作的辩证影响，涉及当代的内容也常浮于表

面。本课题的这部分研究将把重点置于历史与当代的

联结和弥合上，既要充分认识并客观分析历史，又要立

足当代，研究其中尚未通透的概念。另外，对传统民族

元素的取用在当代动画创作中存在不小的问题。常出

现中国元素取用生涩，文化符号简单堆砌等问题。因

此，有必要厘清“中国动画学派”的历史进程，构建新时

代特色鲜明的“中国动画学派”的理论体系。如何继承

我国既有的动画传统，并借其力以推动中国动画未来

的高质量发展，是富有挑战性而亟需研究的议题[9]。

（二）重点二：中国动画艺术知识体系的创新与实践

转化路径探寻

知识体系是动画艺术创作和产业发展的基石，也

是本课题研究的核心议题。中国现有的动画艺术知识

构成具有明显的西化特征，知识网络的民族特色缺失、

对本土人才创造性的关注不足。应该从我国自身悠久

的文化源头开始，梳理动画艺术的发展脉络，提炼民族

特有的文化精髓。构建中国动画的时代表达体系、动

画产业环境知识体系、动画新媒介技术知识体系、动画

人才培养知识体系等，创新完整的中国特色动画艺术

知识体系。探寻动画创作、动画产业、动画教育成果转

化的多种路径。

（三）难点：中国特色动画研究范式转换

通用的哲学社会科学与人文艺术研究体系，在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基础上，既包含客

观经验主义范式，也包含诠释经验主义范式和批判范

式。本课题将对动画的研究范式与路径进行全面讨

论。对学科理论系统与学术话语进行整体化升级，指

认出已有的各种研究路径并加以评价，将整个动画研

究的脉络图谨慎展开，并更好地重新绘制。这既是课

题亮点，也是一项内在要求。

八、研究创新点

在问题选择上，课题组以五个逻辑关系紧密的子

课题将总体任务做了拆分，每个问题都非常关键：党的

引领，民族文化，时代精神，内容升级创新以及背后的

人才培养，这些问题共同组成知识体系的大框架，使课

题能够对动画研究有结构性重大推进。

在研究方法上，本课题将以跨学科的开放视阈探

究中国动画的话语结构与民族性问题。在动画本体不

遗失、不偏轨的基础上，用跨学科的开放思路，综合各

学科所长并大胆引入一些在动画领域原本不常见却颇

有效用的方法。本研究也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

需求，设计出具体而适合的研究路径，将综合运用各类

研究方法，对问题进行细致深入的考察。动画确实是

一个年轻的学科，很多非常有用的理论工具还没有在

动画学科领域充分使用，本重大课题将改写这一状

态。仅简单化使用西方化理论工具存在局限性，易造

成观点偏缺——尤其是当以中国动画作为研究对象的

时候。同时，中国动画艺术知识体系的研究缺乏整体

性、联结性、系统性，相关研究方法又并未形成体系。

因此，本课题工作组将以联系的、发展的眼光打通中西

方的知识模块，立足中国，批判地接受西方工具，辩证

整合完整知识体系。

在分析工具上，大数据抓取等技术性较强的工具

将被使用。在探析动画的融合媒介与新形态时，课题

将涉足AI主播、虚拟偶像等泛二次元的文化现象，其

背后需要许多科学技术知识储备与分析工具，包括但

不限于语音识别、手势交互、动作捕捉等。这些都是课

题要做的创新推进。

在文献资料上，从经典到新锐文献，从论述性到新

闻性文献，从文字到音视频类文献，课题组都将做深刻

而全面的开掘。本课题将包含深入的史论研究，历史

101



工业 工程 设计｜ Industrial & Engineering Design 2021年6月

话语分析将非常倚重经典文献，相信对中国动画史论

的贡献将不容小觑。更具体地，课题涉及的文献将跨

越近一个世纪：从中国动画1920年代发端时媒体对动

画放映的报道评论，到美影厂成立（1957）前后的珍贵

图文，再到 2000 年之后政府对动画产业的培植与扶

持政策，直到近年最新的研究成果。只有这样认真梳

理，才能做出高质量、经得起推敲的研究成果。课题

工作组将夯实研究文献基础，锻造资料翔实的学术成

果精品。

九、结语

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新时代中

国动画艺术知识体系创新研究”将以党的创新理论为

纲，以历史传统为源，以时代精神为风向标，以新技术

语境为延展，以人才培养为养料。通过五个子课题共

同攻破动画研究零散、分裂的话语体系，形成一套完整

而创新的中国动画艺术知识体系，让创新构建的知识

体系既有不可替代性，又能与其他学科互通有无。在

我们的期望中，动画将不再是被严重边缘化的学科领

域，还可能向外学科主动输出理论，有成为未来显学的

可能——在数字技术如此发达、影响广泛的今天，动画

成为显学并非遥不可及之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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