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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这部动画片长大的网友都在呼唤是否可

以推出第二季甚至自费印刷了同人小说《空

等》……这部划时代的动画片早在2004年，首次

以5分钟样片参加法国戛纳秋季电视节就卖出

4000万元，并被迪士尼和福克斯抢购美国电视播

映权——这则新闻是当年5月18日本报头版头

条。该片总导演张天晓昨天透露：“这部电视动画

是国内最后一部有动画手稿的二维动画，此后大

家都用电脑绘制动画，所以要找到二维人才重聚

起来画续集，如今放眼全球都很难了……我们计

划三年后推出大电影，延续《中华小子》的故事。”

手绘动画 以后再无
《中华小子》之所以划时代，是因为它是首部

未画一笔，单纯靠5分钟样片就向全球出售电视

播映权而回收4000万元，且引发迪士尼频道和福

克斯儿童频道抢购美国播映权的中国动画片。

这一成绩，首先是基于该片在当年戛纳秋季电视

季全球738部动画片样片中浏览量排名第五。这

样的数据，在中国动画史上肯定是“空前”的，目前

也没有其他国产动画片可以超越。它与国际接轨

的“预购”模式，至今少有国内同行可以复制。

其次，这是一部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动画

片——它的编剧是中法双方联合，其中中方编

剧是本报已故记者周铭；其画风既不是欧美向

也不偏日韩风，而是兼具中西审美，既蕴含中

国传统文化元素又兼具现代时尚气质。总导

演张天晓承认：“小虎的形象，是有一点点我的

样子……”

再者，《中华小子》是最后一部国内手绘动

画——原画画稿达90多万张。自此之后，中国

动画片进入所谓3D时代，再也没有人用纸画动

画。清一色的电脑动画，也让张天晓感叹：“动

画工作人员的美术基本功大大降低。”

因此，《中华小子》在预售模式、中西合璧、

技术迭代方面，都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

个时代的开始。

忠实观众 苦等结局
2004年获得预售款，2007年10月6日在央

视首播第一季26集——这个数字也是按照国际

惯例，每周播出一集为期半年。故事讲述了17

世纪的河南，被封印千年的黑狐王出逃。当年

压制他的少林僧人早已作古，只能从少林弟子

中寻找后人，岂料被选中的竟然是三个少男少

女——小龙、小虎和小兰。26集结束时，他们还

没有打败黑狐王，那么结局如何呢？至今没有。

忠实粉丝苦等15年，热情到自创一本小说

《空等》且自费出版。在B站上有无数UP主，把

自己打扮成三位少年英雄模样且录制视频上传

分享获得点赞。

他们还自发为三位主角过生日。此番之所

以重新制作高清版且再次网上播映，就是选择8

月25日唐小龙的生日。漫画、小说、视频迭出，毕

竟还是《中华小子》粉丝的“自嗨”。在B站重发官

方高清版之前，《中华小子》曾经在百视通上发过

一轮预告，引发观众去营业厅排队争购机顶盒，

逼得百视通连夜发出“以机顶盒收看《中华小子》

指南”。对此，网民也纷纷表达：“让我重回电视

机前看《中华小子》，真是全套怀旧‘爷青回’啊！”

网络传播 活动丰富
仅凭高清重制版的预告，《中华小子》再次

“未播就火”，B站热搜排名第一，引发B站、抖音

等闻风而来“包围”今日动画谈合作。中国少儿

出版社立刻跟进前来洽谈图书版权。不少UP

主也来“蹭热点”，一位武术达人仅以模仿三位

少年英雄的动作的一条视频，就涨粉200万。

B站成为26集高清重制版唯一官方播出平台

之后，抖音跟进。抖音在为“中国动画百年”制作

网上庆典“云漫展”。据透露，中国7亿二次元人群

中有4亿在抖音，《中华小子》相关自发剪辑视频播

放量在抖音就达到4.7亿次。而该片还跨圈到武

术、功夫人群，因而这场“云漫展”上，《中华小子》新

片尾曲的发布也将成为整场活动的高潮。

此外，今日动画还将在网上发布抽取幸运

观众获得动画手稿原稿的活动，凡是能鉴别出

发布原稿图片在动画片中哪一集哪一时刻的观

众，均有机会获得手稿原稿——这是如今动画

片不会有的实体画面了。

电视动画 转战银幕
从2004年在央视首播，到2022年在B站首

播，动画片《中华小子》一方面证明了好的内

容，总是有追随其后的优质播出平台；另一方面

也证明了动画从电视到网络乃至大银幕的产业

之路——而这一转变，反过来又影响了动漫产

业的内容品质。

15年前，电视台是动画的盈利来源——电视

台买下动画片后，又通过卖电视广告获利。《变形

金刚》《奥特曼》这类通过电视台播出带来影响力

且又促进玩具生产的动画片盈利模式，让中国动

画片几乎都成为“产业片”（亦即动画片本身就是

玩具广告片）。以至于现在活跃的网络平台在对

动画片内容未必深入了解的情况下，首先就问动

画公司“收广告钱”。因此，《中华小子》此前在发

布要播出高清重制版时，网络平台都不起劲。但

是，当这一消息放上网之后，观众火爆了，话题讨

论让其重播屡屡冲上各类热搜榜。张天晓说，

“第一条上热搜2小时后，抖音的电话就追来了。”

但观众最关心的话题还是——第二季续集

何时来？我们是否能不“空等”？对此，张天晓

感叹：“第二季不会有了，因为现在放眼全球都

凑不齐手绘动画的人才了。”他的第二句感慨

是：“电脑动画虽然便捷，但是动画圈里美术功

底好的人也大大减少了。”他还有第三句话：“我

不愿意重复别人，也不愿意重复自己，如果不能

超越的话，我也不出续集。”

当下，在中国，电视台收购动画片的时代已

经过去，网络平台购买动画片的模式也不曾出

现过如《中华小子》这样的爆款——还有一个国

产动画爆款如《百变马丁》也是张天晓导演的，

确实与《中华小子》风格完全不同。如今，动画

产业的模式是首先通过大银幕回收票房。《中华

小子》电影版的剧本，目前正在打磨中。

正如《中华小子》2004年预售，2007年才完

工播映——一部优质影视剧打磨三五年问世实

属正常。张天晓预计：“四年后，大家可以看到

《中华小子》的大电影，黑狐王是否被打败会在

影片里延续……” 本报记者 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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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漫，被冠以

“国”字开头，其实是

被寄予厚望的。正

如“国粹”约等于京

剧、武术等传统文化

之精华。日漫、美

漫、韩游等，分别是

日本动漫、美国动

漫、韩国游戏等的简

称，不仅代表了一目

了然的艺术手法和

叙事风格，也隐含了

各国在国际传播时

的文化形象。例如

日漫代表之一是宫

崎骏的吉卜力工作

室出品的系列作品

乃至其配乐大师久

石让；美漫代表之一

是“漫威漫画”或

“DC 漫画”及其衍

生的影视产品；至于

韩游——哪家中国

游戏公司敢自拍胸

脯说没有借鉴过？

观众呼唤的“国

漫”，在大银幕上又

有几部？《哪吒之魔

童降世》算是一部，

《新神榜：杨戬》肯定

有所辜负。国漫的难点首先在于，

从美影厂作品到《阿童木》起的日

漫、《变形金刚》起的美漫，中国观众

从一开始就拥有国际视野，但是中

国动漫的创作人员几乎全员美术

生出身——也包括张天晓，只不过

他后来在法国古布朗动画学校上

学——而这是欧洲各国迪士尼频

道的“黄埔军校”。在当年自《大鱼

海棠》起强调“中国动画美学”的美

术生赢得观众的审美褒奖起，国漫

叙事能力孱弱至今。中国各大艺术

院校的动画片编剧专业，也并无与

国际接轨的水平。因而，国漫以技

术领先、情节太烂的偏科面目，让观

众哀叹至今。

怎么挽回？请回头看，看一看

上海今日动画出品——2004年出

预告片的《中华小子》，2003年在法

国、2004年在央视首播的《百变马

丁》（又名《马丁的早晨》），以及奈飞

2014年首次在中国购买的动画片

《泡泡美人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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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今日动画出品动画片《中华小
子》高清重制版，15年后重播于B站，连
日来霸榜B站热搜第一；在爱奇艺、优
酷、腾讯三家平台上的浏览量均超过500

万次；其新版3分钟片花在抖音的浏览
量截至今日已逾7400万次……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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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小子》高清重制版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