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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年前， 没有

特效，全靠手工，要
绘制完成一部精彩好

看的 89分钟彩色动画长

片，有多艰辛，大概就有多少

匠心。据导演钱运达回忆，画师们

用掐秒表对口型的方式来判定角色

台词所需时间， 以便绘画出角色相应

的嘴型。 画师们日夜加班，一画三年。

这份曾经的努力，不能辜负。为达到大

银幕观看需求，更好地向观众展现这部国产动画经典，《天书
奇谭 4K纪念版》经历了漫长的整体修复及数字化过程。

首先是整理原底，通过超声波水洗进行清洁，再扫描至硬盘；然

后进入颜色校正、逐帧修复、声音扫描及修复阶段；最后进行声画合

成，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技术厂完成基础修复工作。

后续的 4K修复工作由中国移动旗下咪咕公司完成， 修复团队
遵照“修旧如旧”原则，对影片进行去噪、去划痕、色彩增强、超分等处

理，过程中不断测试，反复调优，在提升电影清晰度的同时，最大限度
地保留了电影原始动画的笔触和颗粒感。

声音修复同样经历了精密繁琐的过程， 修复师采用现代分离技
术，将单声道母带中的对白、音乐和音效分离，并力求还原影片原本

声音效果。 在此过程中，修复师努力沿着原始素材轨迹，遵循胶片原

有的特殊音色，做到不干扰观众对于声音画面的情感与年代记忆。比
如，修复团队找来了上世纪 80年代的模拟和声器，使配乐音色与原

版趋于一致。成功分离至环绕声后的声音素材通过效果器展开，使声
场声效最终达到符合现代影院观看的 5.1声道效果。

38年前，老一辈艺术家创造了《天书奇谭》的前世；38年后，许多
人一起再次创造了它 4K修复的今生。 传递的，传承的，不仅是一个

动画故事，还有一份匠心。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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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王树忱、钱运达执导，
丁建华、毕克等配音的中国经典动画《天书奇谭》，在诞生
38年后再度踏梦而来，将于 11月 5日首登大银幕。

经过数年修复，《天书奇谭 4K纪念版》昨日发
布定档海报，画面生动大气，庄重雅致，尽显
中国风格与东方神韵。结合电影“天地无
私，自有慧光”之意，海报上蛋生与袁
公惜别，张开双臂奔向天际，追逐
光与希望。

    《天书奇谭》自 1983 年诞生以来，

凭借深远的艺术造诣和故事内核成为数
代人的经典记忆。影片讲述天宫里的袁公
将天书传给人间，向蛋生传授法术造福于

民的故事。时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厂长的特伟对影片创作

提出“怎么有趣怎么玩，玩到极致”，在此感召下，总导演王树
忱、钱运达，造型设计柯明，作曲吴应炬，以及一众配音艺术

家前辈开启了一段专注奇、趣、美的创作旅程。
《天书奇谭》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绘画、雕塑、玩具、

戏曲等艺术元素，汇集了众多民俗意象，如大量采用传统民
乐作为背景音乐，小皇帝为之惊叹的“百鸟朝凤”，踩高跷、舞

龙舞狮等民间活动，可谓一座“民俗大观园”；三只狐狸造型

借鉴了戏曲脸谱，令观众过目不忘；影片中的园林、宫殿、庭
院、山水，则是遵循“吴门画派”风格，用工笔重彩绘制人文景

观，用淡雅水墨绘制自然景观。
影片中独具匠心的人物造型与天马行空想象力的“奇”、

各色人物鲜活立体的“趣”、民族艺术文化荟萃的“美”，使这
部带有鲜明民族风的作品，成为中国动画电影史上不容错过

的经典。

    《天书奇谭》改编自中国首部长篇

神魔小说《平妖传》，最早由罗贯中编次。
电影保留了小说中三只狐狸形象，将小说中的蛋子和尚改

为善良可爱的少年蛋生；故事主线由包蕾和王树忱大刀阔
斧地改编，部分故事桥段能够从中国民间故事中找到出处。

《天书奇谭》着重彰显奇、趣、美的独特审美，与同厂牌经典
动画长片《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并驾齐驱，代表着国产动

画电影的巅峰水准。
现在再看，该片仍贡献了超前的立意，不少场景在现代

语境之下仍然妙趣横生。例如，白云洞内安装有“摄像头”功

能的镜子；具备“复制粘贴”功能的聚宝盆；蛋生过目不忘的
超强记忆力等。电影开场，片名“天书奇谭”四字蓝黑背景图

案呈现出流动融合的“特效”，令观众拍手称奇。在没有特效
的年代，创作者将蓝黑油漆倒入盆中，加入溶剂使油漆产生

“流动”的化学反应，由此拍摄出这段奇妙的“特效”场景。当
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以宽松的创作环境，给予老一辈动

画人充分的发挥空间，最终诞生了这部国产动画佳作。

    《天书奇谭》主创阵容强大，集结
了老一辈优秀动画人。上海美术电影

制片厂导演王树忱、钱运达，分别留学
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是动画美术专

业毕业的科班人才，前者创作了《哪吒
闹海》（编剧、导演）、《山水情》（编剧）

等，后者导演了《草原英雄小姐妹》《邋

遢大王奇遇记》等脍炙人口的国产动
画。造型设计柯明曾任南京《新华日

报》美术编辑，代表作有《曹冲称
象》《荷花灯》《金瓜儿银豆儿》

等。作曲吴应炬被称为“中国美术界配

乐高手”，曾为《大闹天宫》《牧笛》《小
蝌蚪找妈妈》等经典国产动画配乐。

主人公蛋生配音演员丁建华有
“译制片公主”美称，曾

为《廊桥遗梦》《追捕》
等译制片之中的女主

角配音。在电影《天书
奇谭》中，丁建华将蛋

生的淳朴天真演绎得
飞扬灵动。另外还有毕

克（饰 袁公）、苏秀（饰

老狐狸）、程晓桦（饰

美女狐狸）、施融（饰 独脚狐狸）、曹雷

（饰 小皇帝）、尚华（饰 知县）等老一
辈配音艺术家，均为《天书奇谭》角色

赋予了生命力。 首席记者 孙佳音

手记记 者

民族艺术
中国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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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一派

阵容豪华
再难复制

科技带着音乐
在 《大地之歌》中
看中国诗词的
“环球之旅”飞

    用杜比全景声技术录制的唱片，能带来

怎样的听觉体验？有人说：“就像坐到了音乐
会的现场。”也有人说：“从此孟浩然的那句

‘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有了崭新画面。”
昨日 ，作为北京国际音乐节相关活动，

环球音乐中国携手上海交响乐团，在杜比影
院举办音乐分享会暨文化论坛。众多古典乐

爱好者及乐评人在杜比影院，现场体验了古

典音乐厂牌 DG 德意志留声机公司录制的
唱片《大地之歌》中的两支音乐———马勒交

响声乐套曲《大地之歌》第六乐章：告别（节

选）以及叶小纲《大地之歌》第六乐章：宿业
师山房待丁大不至-送别。

《大地之歌》是马勒晚年作品，在经历了
长女的死亡和一场出于政治动机的反犹主

义运动之后，马勒不得不辞去维也纳宫廷歌
剧院院长，接着被诊断出患有心脏病，这也

是他生命终结的原因。因而其创作的音乐中

充满着低沉、萧瑟的意味。
尽管执棒上交演绎了两部《大地之歌》

并录制了这张专辑，但余隆也是首次在杜比

全景声中回到中国诗词所描述的天地之中。
他感慨：“科技赋予音乐更多色彩，但‘去莫

复问，白云无尽时’那种浩渺意境让人感受
更深刻。”

相比而言，叶小纲的《大地之歌》没有那
么颓唐。如果说马勒的《大地之歌》是入世

的，是阅尽人生后的悲凉；那么叶小纲的《大

地之歌》则是出世的，带着几分“看透”的洒
脱，“他对中国诗词的理解更东方，更能以留

白来铺陈意境。”余隆说。

1908 年，马勒从被两度翻译的中国唐
诗里找到了慰藉，选择了七首诗（李白、孟浩

然等创作），为两位歌唱家和管弦乐队创作
了《大地之歌》。

叶小纲熟悉中国古典文学，他重新编排
了文本顺序，并在他的《大地之歌》中表达出

更为乐观的情绪。这部作品写于 2005年，几

乎是在马勒去世一个世纪之后。叶小纲说：
“在我看来，马勒的音乐充满了幻灭感，但我

的作品表达了一个中年人对世界仍然充满
雄心壮志。”

从 1908年到 2005年，中国诗词在东西方
两代作曲家的助力下完成了一场“环球之旅”。

两位作曲家跨越时空的“同题创作”，丰富了诗
词的斑斓意象，也让博大精深的中国古典诗词

通过音乐语言被世界更多人所认识、所喜爱。

特派记者 朱渊（本报北京今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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