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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如何可能?
———论早期中国动画评论及其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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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动画评论发端于1920年代的上海,于三四十年代形成以“启蒙”为特点的评论传统,催

生了以“图像叙事”为原则的媒介认知与传播共识。现代科学传播下的“理性启蒙”、动画美学建构下的“文

化启蒙”以及图像叙事逻辑下的“实践启蒙”,构成了早期中国动画的三条“启蒙”路径。评论者们将动画的

“启蒙”意识从经济领域扩散到文化领域,从生活直觉推进为政治自觉,深刻影响着动画的创作方向。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关于动画“启蒙”作用的认识,对中国普通教育观念的形塑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乃至在当下文化语境中,动画“启蒙论”传统仍然生生不息。早期中国动画评论反映了动画参与中国民族

国家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为我们今天探索中国动画学派的理论建构提供了线索与案例,启发我们从媒介与

历史的互动关系中透视动画研究的多维视角与研究价值。

关键词:早期电影;中国动画;电影评论;启蒙思想;当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J9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23)01-0216-10

一、问题的提出:当下动画评论体系的问题与动画评论研究的盲点

中国动画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发展历史,其在艺术史上的成就毋庸置疑。从当代中国动画电

影的发展趋势来看,基本形成了以中国传统神话为题材,以数字技术打造视觉奇观的创作共识。

面对中国动画生产的突飞猛进,如何应对与理解当下中国动画艺术生产,如何回答围绕新时代动

画现象产生的艺术学、历史学、社会学等问题,并从中提炼出具有实践借鉴意义的中国经验,显得

尤为迫切,需要批评家、电影史学家、美学家们回眸历史,从历史的尺度中汲取养分、获得启迪。

在中国动画史的研究中,尤其是对早期中国动画发展历程的追考尤为令人注目。而今中国动画

史研究已进入全球学术视野,产生了较大影响。与之相应,国内学术界的中国动画史研究成果更

为丰富。李铁《中国动画史》详尽论述了中国动画的历史发展脉络,史料丰富,是一本高质量的动

画史著作[1]。鲍济贵《中国动画电影通史》[2]、张慧临《20世纪中国动画艺术史》[3]、颜慧与索亚斌

合著《中国动画电影史》[4]、孙立军《中国动画史研究》[5]、宫承波《中国动画史》[6]、许婧和汪炀合

著《读动画:中国动画黄金80年》[7]、常虹等合著《中国艺术动画三十年》[8]等论著,从多个视角揭

示、还原了中国动画发展的全貌,成为当代电影艺术知识生产的重要景观。

在中国动画史与动画理论受到广泛关注的同时,也暴露出国内动画理论的历史意识之结构

性缺失。首先,就目前所见研究成果来看,主要以介绍性质的历史研究为主,并且以动画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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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动画创作之外的历史文本关注较少,导致将中国动画的发生与发展置

于历史的真空,缺乏对动画与当时社会生活、文化景观、政治经济关系的深入讨论。其次,历史上

的研究较集中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动画的发展,对早期动画的研究仅囿于某些区域、

某个时段或某类专题,动画评价系统的专题研究还处于湮没无闻的状态。历史叙述的结构性断

裂容易带来许多麻烦,且难以回答一个问题:早期中国动画的创作观念、艺术思想以及实践路线

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动画风貌特征的? 显然,仅凭现有

的动画文献载体难以完成这一历史答卷,背后或许还有更加复杂的大众心理与文化需求。现实

的问题还应从历史中寻找答案,理应回到中国动画理论的发生期,从中辨析、提炼出中国动画理

论的主要思想,为当下中国动画面临的问题提出原创性的解决方案。就此而言,早期中国动画评

论文本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动画电影理论最重要的第一手文献,对建构中国动画理论话语体系

的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

对动画史实的追问只是早期中国动画研究的一部分,极其细致地对历史事件进行去伪存真

的工作,可以反映具体化的研究思路。但将研究本身放置在历史发展的整体过程中,历史的偶然

性并非能对当下动画艺术的发展进行系统性与实质性的引导与建设。当下动画评论体系与动画

评论研究的盲点暴露出两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第一,理论界历史上对早期中国动画一手文献的

使用没有充分挖掘其理论价值,仅局限于动画专业的研究范畴,尽管近年来学者们不断尝试使用

这些早期材料,但一般来说仍是局部和辅助性的。本文希望在这方面尝试有所突破,将这些早期

材料纳入社会历史的宏观格局中进行考察,探讨动画如何参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过程。第二,中

国动画理论的思想性与原创性缺乏在本土的实践历史中的体现,导致存在于艺术思想的历史基

因尚未在当代中国动画理论建设中得到较好的延续。与此相对,将早期动画评论作为一个整体

研究对象进行考察,勾勒出动画艺术早期在中国传播与接受过程,通过提炼评论现象的整体特

点,能见出动画得以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动因。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体认复杂变化的动画规律,早

期材料的梳理工作无疑对动画理论的国际话语体系寻找新的方法论是大有裨益的。

关于中国动画评论的研究,目前主要存在于历史与现实两个研究域。在历史研究方面,主要

从早期动画评论中收集历史依据,对某一时段的动画史实进行考证,以及对某一动画创作者的经

验总结。殷福军[9]、肖淮海等[10]、刁颖[11]研究了早期中国动画电影艰难发展的历程。值得注意

的是李保传的《中国动画文献的类型》[12]一文,从分类学视角系统整理了中国动画电影的文献类

型,对拓展中国动画研究的文本观具有启发意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媒介技术的渐次更迭催生出

崭新的影视评论文化。根据聂欣如等的综述,近年来“动画片的接受”研究始终是中国动画理论

文献总量中占比最多的一项[13]。在“作品分析”研究中,中国动画评论主体着重关注美国和中国

的动画片,涵盖了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民族性等多个问题面向的探讨。顾超等研究了当代动

画片的伦理评价,提出建构当代中国动画片伦理评价的基本路径[14]。陈树超对当代中国动画批

评话语的观念建构中面临的“低幼”与“成人化”等问题做了具有洞见性的分析[15]。从动画评论

的结构、术语、表达等多个层面来看,动画评论作为一种理论生产方式已被动画学界广为接受,那

么,对这一研究方法进行历史梳理并进行学理提炼就有了必要性。

有鉴于此,本文致力于早期中国动画评论的思想内涵及其历史经验问题的研究:一方面,以

早期中国动画评论核心内容的考察为起点,从上海、重庆、香港等地的70余种报纸杂志入手,集

中关注出现在早期中国动画评论史中一些重要的现象,同时借助对这些文化现象的分析与批判,

考察早期中国动画评论作为一种日常生活,是如何在五四启蒙话语影响下进入历史话语,并参与

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另一方面,本文试图提炼早期中国动画评论话语的历史经验,并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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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这些历史经验在社会启蒙方面的积极推动作用,以期为中国电影评论研究的学理探索提供

一条新的致思理路。

二、“启蒙”的发现:早期中国动画评论的基本特点

历史地看,可以把早期中国动画评论粗略地分为两大阶段:1920年代到1930年代上半叶为

引入与传播期,这一时段以商业宣传为主导的科学传播以及民族审美为主潮;1930年代下半叶

至1940年代为突破期,由知识分子与动画作者为主导的美学理论与教育实践引领风尚,这一时

期的评论文本已凸显专业评论意味。重要的是,“教育”成为这一时期动画评论最重要的主题。

评论表现“教育”话语主要包含以下三个基本特点:引导舆论、开启民智与救亡图存。需要注意的

是,对动画评论的分期与分类仅仅只是为了方便讨论的需要,并不能准确描绘思想发生的全貌,

本文尽量将讨论集中于三种与“教育”和“启蒙”相关的议题。

(一)引导舆论:“娱乐论”效应推动民族国家的启蒙进程

早期中国动画评论虽然是商业电影历史发展的产物,但按张颐武的说法:“启蒙论和娱乐论

都是中国电影的‘现代性’的展开。它一方面受中国电影本身的商业性特征和民族国家的启蒙要

求的内在矛盾所支配。另一方面受资本的运作和生产消费的全过程的内在的世俗化冲动和建构

新国家和人性实现的超越性冲动的内在矛盾所支配。”[16]早期中国动画评论正是在“娱乐论”态

势中形成的。1923年5月15日,一篇题为《记卡尔登之大跑马电影———杨左匋君所绘之滑稽画

亦绝佳》[17]的广告短讯见证了中国动画评论最初诞生于商业领域,动画评论从此进入大众传媒

视野。《电声》杂志率先成为商业评论的主要阵地之一,以《白雪公主》在当时的放映情况来看,据

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到1940年,该杂志一共发表了15篇评论,集中关注《白雪公主》的放

映、技术研制以及创作经历等情况。

在商业逻辑主控下,动画电影评论尤其重视动画科学知识的传播。1935年,《时报》发表文

章介绍有声卡通片的摄制过程及绘制的基本技巧:“为免掉在每个画面上都要画同样背景的麻烦

起见,现在,在绘背景的时节把背景绘在一张厚而不透明的硬纸上面,把卡通片的人物则绘在一

种纤维质而透明的纸片之上,这一种纸制片称作‘cells’。”[18]沪上大众媒体大力宣传和介绍迪士

尼公司的电影技术和绘制技法,形成了重要的文化景观,对中国动画起步阶段的创制产生了重要

的影响。而科学传播不仅包含了对动画技术的普及,也涵盖了对西方动画家的介绍,通过描写迪

士尼、弗莱舍、五亨利的生平趣事,增添动画信息传播的娱乐性,以提升传媒产业的经济效益[19]。

从以广告为载体的科学传播到区域文化势能的扩散,无不为当时人们提供了浓厚的电影评

价氛围。人们逐渐关注到动画经济效益之外的地方:“更进一层说,在各种的宣传演讲,像拒毒、

工厂、机械、卫生,也可用活动画片来显明。尤其是蚊蝇的繁殖和传染,更能使一般平民看见了注

意。”[20]这说明,当时已经有人意识到动画的媒介特点符合民众教育的基本需求问题。动画的价

值不再是“娱乐”的,而更是“实用”的。商业主义与民族救亡交织进行的文化思潮伴随着左翼“影

评”事业的开展、“新兴电影运动”以及“复兴国片运动”的兴起,为动画评价话语的新变起到了推

波助澜的作用。这一时期的动画片创作具有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和鲜明的民族复兴意识。万氏

兄弟为各电影公司制作了《血钱》《航空救国》《新潮》《民族痛史》《同胞速醒》《精诚团结》《国货年》

《漏洞》《抵抗》等具有反帝爱国主题的动画影片,与此同时,他们还制作了社会教育与公共卫生宣

传相关的动画片《狗侦探》《消灭蚊蝇》《龟兔赛跑》《鼠与蛙》《飞来祸》等,它们作为电影放映故事

片前的“加映片”,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此外,这些影片在抗战期间以及抗战胜利后大后方农村地区的放映,对当时中国社会教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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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农村教育的开展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创作格局下,1941年,万氏兄弟成功制作

了中国第一部长篇动画电影《铁扇公主》,在全国造成空前反响。随后,以万氏兄弟、《铁扇公主》

为主题的评论文章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大媒体出现[21-25]。这样一种热烈的文化氛围推动了商业

电影的制作模式、刺激了民间动画力量的生长。例如,从1940年媒体集中展开对“学生卡通社”

摄制《老笨狗饿肚记》的评论来看,动画的教育意义被置于重要的位置,以《小说日报》的报道为

例,文章开头便指出:“卡通影片,因为能够帮助人物演出的不足,而且动作活泼有趣,最易在无形

中给予观众一种教化的启示,所以在美国,卡通片是为制片商所特别注重的。”[26]创作者自己更

是将发展民众教育与民族精神作为动画创作的动力:“为了我国艺术的发扬,民众教育的普遍而

努力从事于卡通工作,虽然我们的力量是薄弱的,不过勇气热情鼓励着我们,责任鞭策着我们,我

们要用微小的力量来引取大众的兴趣,然后以大众的力量来共同使卡通事业兴盛起来。”[27]可

见,评论主体有意将“娱乐论”的话语逻辑消解在民族国家的启蒙要求之中,使得中国动画“第三

种制片及营销模式”[28]的意义,与民族国家话语建构产生抽象的联系。

(二)开启民智:动画美学的自主性建构引导启蒙目的

1940年代,中国电影和中国社会一起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期,同时进入的还有一批知识分

子,他们围绕“动画本体”“动画与音乐”“动画与漫画”“动画与电影”等话题展开讨论。既有对动

画体系的美学建构,也有对部分问题的批判,还积极引进国外的研究成果,如1947年著名电影教

育家孙明经发表《绘动大师会见记》[29],从作者走访迪士尼公司的详细记录中,无不感受到作者

寄托于动画艺术以发挥“民众教育”功能的殷切希望。

1941年,《中国电影》杂志登载了一篇讨论迪士尼动画暴力美学及其现代性的译文[30]。说明

中国知识分子对待美国动画的态度开始出现批判反思的色彩。从今天的视角看,尽管这些文章

的语言、结构与逻辑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其中一些想法敏锐地触摸到动画艺术的核心要义以及背

后的文化内涵,如今看来依旧具有启示性。对于大多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学术问题的探讨

是为了给新世界的建立寻找出路,如何成为西方现代文化标准下所定义的“人”、如何启迪民众完

善自我的塑造,则是发表评论文章的目的所在。

这一时期的动画评论有意识地探索了动画艺术的本质规律。这些文章认为,动画是一门独

立的艺术。钱家骏在1941指出:“卡通却是以绘画为主的,……是独立的综合艺术。”[31]曹忠通

过对比中西动画在创作上的差异,说明中国动画在美学上的独立性[32]。类似的观点还见于万氏

兄弟的“闲话卡通”[33]和关于有声卡通制作[34]的文章中。由此可见,动画的独立性问题已获得基

本的共识。动画自身独立性的确立为动画的教育意义或教育效力提供了合法性论据。在这类文

章中,动画片的教育性被“自然地”置于娱乐性之前。如钱家骏等人1939年在重庆摄制的动画短

片《农家乐》,曾引起评论界广泛关注,这些评论几乎不约而同都谈到了影片的教育意义。1941
年9月,《电影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强调了影片具有较高的教育价值[35]。一些评论展开了动画

与其他艺术门类关联的讨论。1947年,上海《大公报》发文,从如何欣赏西方音乐出发谈动画得

天独厚的表现音乐的能力,提出“以几何图形,不同曲线的活泼变幻以及天体的瞬息万变表现它

……可以说描出真正音乐的轮廓”,“第三只《小巫师》,大家已给米老鼠滑稽的神态和有趣的故事

吸引过去,就不十分能注意到音乐了”[36]。早期动画评论已透露出动画的音乐意识,指出一旦动

画开始表意或叙事,就会削弱音乐在其中的地位。尤其当动画进入有声时代后,音响与音乐的使

用极大丰富了动画的艺术表现力,表意和叙事会使得音乐从动画的“前景”转向“背景”。在关于

动画是什么的问题上,一些评论谈到了动画片具有漫画的意指能力。黄茅指出:“电影绘动是一

种综合了漫画和电影技术的造型艺术,在传达的方式上它是属于电影的,在创作上它是属于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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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机械化了的漫画艺术。”[37]有文章试图借助漫画理论来强调动画具有的教育功能,使

动画与教育的关系更趋近客观合理。也有人从词源学角度解释动画概念,指出正是由于动画具

有漫画的意指趣味,因此受到儿童的欢迎[38]。陈名梳理了中国动画从诞生到万氏兄弟创制民族

动画的艰难历程,强调动画具有推动教育事业的社会功能[39]。可见,早期中国动画评论中对动

画美学的探索与建构不仅是艺术自律性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建立新的社会理想的要求,这个社

会理想的核心就是个性的解放、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

(三)救亡图存:社会教育的公共理想激发动画艺术的启蒙力量

抗战期间,从抗日救亡立场和政治需要角度来论述动画的社会功能,是当时很多文章的共同

特点。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电影成为宣传抗战、民众教育最便利的工具之一,而动画亦是其中

的有效手段。动画的意指叙事本性使信息的传播变得简单化,不需要观众具备读写能力就能理

解画面信息,因此非常适合在战时战后推行扫盲工作等电化教育。国民政府教育部由此开展了

放映、摄制教育动画片以及开办动画人才培训班[40]等一系列具体工作。1942年,创办了教育电

影画片社,由教育部、励志社、中央电影厂合办,社址在江北董家溪。为制作需要,钱家骏等人在

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和要求下,在重庆董家溪开办动画训练班。1943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开

办的电化教育专科学校增设电影艺术班,漫画家叶浅予、动画家钱家骏等为电影艺术人员训练班

教授动画。

早期动画评论对国内外动画教育的情况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关注。1941年,香港《大公报》

刊文介绍美国动画在军事教育中的应用情况[41]。1946年,罗以威在香港创办中国第一所以“动

画”命名的院校南国动画艺术学院,成为彼时动画评论的热点。罗以威是“重庆联合国影文宣传

处”的艺术编辑,他于1944年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电化教育专修科与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合办

的电影艺术人员训练班结业后,回到广东开始筹办动画专业学校,聘请他在电影艺术人员训练班

的老师钱家骏为校董。1947年,该院迁往广州,罗以威得到香港政府教育司署的帮助,同时成立

了“中国动画学会广州分会”,还创办了介绍国内外动画及发展趋势的《南国通讯》杂志。1947年

10月,《前线日报》发表介绍文章[42]。1948年,《影音》杂志刊载万超尘赴美访问学习时给万古蟾

的信,记录了万超尘在美国、加拿大参与动画活动的情况,他在参观迪士尼公司后感叹:“其一切

设备为各动画电影公司之冠,足资国内摄制动画电影之借镜。”[43]随后,万超尘进入联合动画电

影出品公司(UnitedProductionsofScreenCartoonStudio)学习,这个公司有最新式的机械设备,

万超尘绘制了全部器械详图,以便回国后仿制。

三、“启蒙”的可能性:早期中国动画评论的思想内涵与当代启示

从文本形态学角度看,早期中国动画评论经验的主体性意识,在不断接近大众过程中呈现出

“启蒙”的思想性特征,评论者所阐发的“主体性”逐渐从日常生活走向美学建构,在一定范围内成

就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内涵。启蒙思想的核心一方面强调人是认识世界的中心,另一方面是人必

然要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公开批判与质疑。理性是启蒙运动的表现之一,与理性的基本规律

相一致的还有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智慧,二者共同塑造了人们对启蒙历史观念的认识。尽管动画

具有“启蒙”效用的观念从多个途径业已进入中国,但当时因为被当作非理论化的生活经验来介

绍,实际上发挥的影响还不明显。这些思想逐渐演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与现代中国民族国家话语

联系在一起,评论者一边发表与动画相关的评说,一边将“理性”“新人”“自由”等启蒙观念与国家

和民族命运联系起来之后,由此,动画“启蒙”效用观念的产生就是一系列从具体到抽象、从经验

到理性的过程。这一历史现象表明,早期中国动画评论揭示的不仅是媒介的传播,而且是在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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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之下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与现实世界,这启示人们不仅要反思一切在媒介中出现的动画形

象的意指叙事,同时不能忽略图像叙事的多元形态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那么

这就可以进一步追问,动画何以引导“启蒙”? 本文将动画评论置于历史发生学与生成学的双重

维度中讨论,试图为早期中国动画评论的历史定位与学理价值作出说明。

(一)现代科学传播下的“理性启蒙”

从文本发生学角度看,动画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作为现代科学传播手段进入中国民众

视野,并在现代媒介发展的推动下成为公众参与现代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由此来看电影与大

众出版业在现代中国的处境,就是在西方现代性的后启蒙话语中被体认的。换言之,大众媒体被

知识分子表述为一种“新知”,而电影又是“新中之新”,二者构成了他们对国家民族之现代未来面

貌的展望。“在现代启蒙运动中,启蒙既是启蒙主体对平民社会的各种精神弱点的分析批判,又

是启蒙主体知识分子通过创造公共领域以影响于平民社会,在对话过程中将知识精英的思想观

念确立为社会的一般社会观念,在公共领域的不断扩展中实现对民众进行启蒙的目的。”[44]因

此,现代印刷媒体一方面是现代精英知识分子与民众沟通的中介,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阐发文化

理想及其思想建构的理想园地,从而使得“知识启蒙”成为可能。而见诸现代大众媒体的动画评

论,其“启蒙”话语现象的兴起,正是与五四运动以来在大众媒体上开启的文论传统密切相关。

1941年8月23日,蔡楚生(鲁山)发表在香港《华商报》的文章指出:“战后我国的卡通业已呈显着

勃兴的现象……特别是新近兴起的‘中国卡通社’,它以簇新的姿态出现,它是由十数位热心青年

所组合的。他们的每个同志都各具着精湛的雕刻、绘画、编纂等技能,他们集合在一起静悄悄地

干了将近一年,由于经验的缺乏,他们只凭着热情和聪明的理解力一步步地揣摩,研究,不顾幼稚

地苦干,他们呕心沥血于研究绘制和拍摄的方法,并且自己设计和制造机器,自己洗印片子,研究

彩色,真不知道受了多少次的失败与挫折。但他们的勇气足以克服万难,他们始终坚强地干下

去。而今,‘中卡社’的处女作品:《老笨狗饿肚记》已经在艰苦中完工。这是短小精悍、寓意深远

的影片,在这片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那侵略别人者以打击的痛快淋漓的画面,还有那激越壮烈的

歌声‘不许别人通过’,在特殊情况下产生这种作品是值得推许的。新近他们正大事开展工作,并

加入国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一群学力充沛的新军,他们预算在一年内完成长短卡通各一部,以

后并将长期苦干下去。在一切不如人的中国,他们这种披荆斩棘,不畏艰辛的奋斗精神是值得歌

颂的。”[45]从这段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知道,影评人不仅在描述动画创作这件事实,还注目于描绘

动画创制的艰难历程,将创作者艰苦卓绝的品质书写进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中,以期使文本发挥振

奋人心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动画评论的内容有效发挥了科学传播的作用。在现代社会,科学

传播已经成为现代化事业的重要事务之一,公共话语对科学技术持客观态度,因此公众参与一定

的科学活动就可以表现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优势。这样,科学技术的传播成为科学不可分割的组

成部分,这正代表着以启蒙理性的科学精神的人的感知活动的体现。这些话语构成了现代知识

图谱的一部分。

(二)早期动画美学建构下的“文化启蒙”

现代启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始终不是被全盘接受的,而是经过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转译,

这与中国社会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与教育热忱密切相关。“中国的文明传统从奠基期开始就将

诗文纳入礼乐教化之内,作为羽翼良政美治、作育君子的组成部分,但同时又给个体性的情志抒

发留下一扇半开的门。”[46]若将早期动画评论置于当时的历史现代性格局中,可以发现,早期中

国动画评论现象展现的核心思想是继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启蒙”思想在抗日战争时

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延续。从《大学》篇首的“亲民”到朱熹“亲民为新民”的创造性转化,均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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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众的精神改造,可见古人已清楚地意识到,推动社会变革必须从改造民众精神世界的角度出

发,只不过中国古代思想重视“文以载道”的社会功能,因而将艺术置于“载道”的边缘位置。中国

现代思想发端,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精神,目的也在于通过艺术独特的感召力改造民众

的思想,唤醒民众文化自觉,激发主体意识,建设一个现代的、进步的社会。但是,晚清以降,中国

绝大多数民众尤其是农民都是文盲,根据谢培的研究,民国时期全国各重要社会教育机构调查后

估计的文盲共有3.3亿人,占总人口的75.33%,并且有5000万失学儿童正在逐步成为文盲[47]。

电影进入大众文化领域,并被书写进民族国家话语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范式出现了从文

字思维向图像思维转变的迹象。如果说,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电影“白话现代主义”的开端,那是否

也意味着以影像为特征的感官经验,成为以语言文字为主导的启蒙理性的重要前提,充当了“启

蒙”的作用。视觉逻辑在现代的“浮现”与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以及中国当时正在发生的历史革

命运动,有着深刻且密切的联系。伴随着“儿童的发现”以及现代出版业的发展,以图像、影像为

主导的感官经验逐渐成为人们参与信息交流、反思批判的生活方式。经由感官经验对日常生活

的批判,评论者们意识到,动画的图像叙事本性十分适合识字扫盲等一系列民众教育在中国的开

展。影评人扎根本土经验与历史实践,通过漫画与音乐理论建构动画艺术的主体性。其目的在

于为社会教育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持,自觉地将“救亡与革命”的社会责任引入动画评论。如《中国

卡通史》在谈到动画历史的同时重在指出动画的教育意义说:“‘铁扇公主’无疑是一部有正义感

的教育卡通片,尤其他们所选择的那一段故事,极富童话的趣味,是更值得钦佩的。在教育影片

尚未确立的今日,卡通片是极好的教育工具,它是儿童们的良友,如果能够利用卡通片去辅作教

育的进行,当会收得莫大的效果。”[39]影评人在追求艺术自律性的层面为民族国家话语的现代性

书写找到合法依据。由此可见,当动画及他种艺术媒介与社会生活多元复杂的联系被深刻揭示

之后,通过对艺术本质规律的揭示与批判,以及这种揭示与批判所达到的原则高度和由此开启出

来的社会责任意识,方有可能找到对艺术现实的一种新的阐释。这表明在漫长的电影理论建设

过程中,教育目的的前置性为动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强烈的动力,由此形成了本土实践与理论经

验双向哺育的历史特征。

(三)图像叙事逻辑下的教育“实践启蒙”

从本文对早期动画评论基本史料的叙述与呈现,已能清楚地看到,早期动画评论活动从一开

始就是多种社会力量介入的结果。就此而论,社会“期待”不仅包含了“自下”的民众对个体意识

觉醒的需要,还受“自上”的历史政治文化(教育)理念———“想象的共同体”的形塑。由此,从一个

文艺评论的历史现象出发,能够“自上而下”观察到贯穿、浸染其中的政治文化理念之前提性条

件。反观之,动画教育观念和教育电影的实践理念表现为“自下而上”对历史政治文化(教育)理

念化用的互动性过程。贯穿这一过程的,是作为方法的相对稳定的艺术形式(客观)与政治、文

化、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教育意图(主观)的交互。所以,动画的特性与教学论在根源上具有一定的

相通之处,才能使动画引导具体的教育实践成为可能。

机械复制导致艺术“光晕”的衰退,带来的影响更多的是公众参与方式的改变,尽管影像有容

易使人受到意识形态或文化政治操纵的一面,但却并不能否定影像的“建构性”对人类认识世界、

启迪智慧的重要作用。这种影像的“建构性”也即图像的叙事功能所带来的审美的感召力,我们

可以理解为另一种“光晕”。事实上,早期中国教育电影推动者已经对图像叙事的“建构性”有了

较深刻的认识,还提出了“教育电影的哲学观”,推动了“影像认识—主体性打造”[48]电影观念的

建构,促进了教育电影运动的开展。“教育电影的哲学观”从本质上确立了教育与电影各自的独

立性。而动画影像的“建构性”在于动画是“动画混合了漫画的意指和连环画的叙事,成为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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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指的叙事”[49]。这意味着一个重要的事实:动画的意指叙事为教育目的的进入提供了便利。

因为动画的意指产生于绘画造型与现实对象的索引关系,这是文字、绘画、电影等不具备的。动

画的意指功能不如摄影影像具有“物质现实的复原”与现实对象索引关系的稳定性,但却具有直

接性,因为动画的意指继承于漫画,事物的附加意义通过形象化的符号被直接呈现,这意味着人

们对于漫画图像的接受要比影像和文字更容易。特普费尔认为:“艺术批评毫不关心而学者也很

少注意的故事画一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的确比文学本身的吸引力要大;因为能看画的人比能读

书的人要多,况且它特别吸引儿童和大众,这一部分人特别容易被引入歧途,也就特别需要加以

教育。”[50]动画继承了连环画的叙事功能,使得动画拥有发挥教育功能的先天优势。连环画的特

点在于它能够使得多幅画面的连接产生时间性和空间性,从而具备叙述一段情节的作用。“由于

连环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西方早期宗教的故事画,它的功能和特点都是为了宗教教育服务的,

因此动画也就自然地具有了教育的特性。”[49]更重要的是,动画的意指叙事还符合当时中国急需

开展识字运动等现实需求,进而使得动画进入社会教育成为现实。结合文图关系的认知原理和

教育传统,以及早期中国社会历史现实,能够为我们理解动画与教育实践的结合带来启示。就此

而论,影评人与民间机构、政府机构共同促进动画参与教育实践。国民政府在全国开展的抗战美

术运动、抗战电影运动、教育电影运动、乡村建设运动、美育救国运动以及动画培训班的开办一方

面大大充盈了社会动员力量,另一方面也培养了广大群众对动画艺术的喜爱与欣赏习惯。而同

时热烈的观影氛围又刺激人们发表动画评论的热情。此种电影教育观念的彻底性,在早期中国

动画评论中亦有具体的表达:“卡通教育是电化教育的精华,卡通乃普及教育的利器。”[51]“动画

在这教育工具革命运动中负着他重大的使命。”[52]这些在社会运动中流露出来的文字,见出了图

像叙事“启蒙”效应的深广。尽管本雅明提出的“光晕”概念是指艺术引起独特的感召力而获得审

美价值,并随着技术复制时代的到来,艺术的光晕逐渐破灭[53],但艺术的光晕能给人带来启蒙思

想的印象与认知依然存在。艺术的光晕被恰当地运用在教育权威的体现上,中国学人承认艺术

独立性存在的前提是允许教育意图的注入,而图像叙事与教育意图的相互抱合,又使艺术引导教

育实践的“启蒙”成为可能。

四、结 语

诞生于20世纪现代革命过程中的动画评论,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启蒙大众、教育人民和引

导舆论的传统。概言之,现代商业氛围下的科学传播引发公众参与评论活动,动画承担了这一重

要的物质角色,在社会生活中架构起新的文化经验与共同记忆;评论主体进一步将动画话语日常

化,自下而上地在美学经验上为动画的“启蒙”效用确立合法性;“启蒙”意识同时影响着国民政府

的教育政策,动画作为民众教育之利器在社会上广泛推用。这样的特征所展现的文本形态与生

成模式,是20世纪中国开启现代化事业以来,世界历史格局的秩序原则所决定的。早期中国动

画评论现象揭示早期商业话语与启蒙文化的现代性张力,展现了社会进步性与文化进步性,又为

艺术文化知识与观念的传播提供了科学基础。同时,理论积淀与本土经验的结合坚持了批评的

实践性,共同促进了以图像叙事为主导的社会观念。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美术片主要为少年儿童服务”政策的制定,以及新中国扫盲运动中的文图表达具有重要的启发

意义。早期中国动画评论所揭示的历史经验是深刻的,所呈现的发展道路是广阔的。其所指涉

的不仅是动画创作的真切反映,更昭彰了现代启蒙精神在民族观念、社会思潮、教育运动中的觉

醒与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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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WasEnlightenmentPossible?
———TheIdeologicalContentsandtheContemporaryInspirationsofEarlyChineseAnimationReviews

CUIYucheng1,NIEXinru2
(1.SchoolofArts&Communication,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2.SchoolofCommunication,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1100,China)

Abstract:TheChineseanimationreviewsstartedinthe1920sShanghaiandformedacriticaltraditionof“enlighten-
ment”inthe1930sand1940s,whichgavebirthtothemediacognitionandcommunicationconsensusbasedontheprin-
cipleof“imagenarrative”.The“rationalenlightenment”undermodernsciencecommunication,the“culturalenlighten-
ment”undertheaestheticconstructionofanimationandthe“practicalenlightenment”underthelogicofimagenarra-
tiveconstitutethethree“enlightenment”pathsofearlyChineseanimation.Thereviewsspreadthe“enlightenment”
consciousnessofanimationfromtheeconomicfieldtotheculturalfield,fromlifeintuitiontopoliticalconsciousness,
andprofoundlyinfluencedthecreativeorientationofanimationatthattime.EspeciallysincethefoundingofthePeople
'sRepublicofChina,the“enlightenment”awarenessofanimationhasplayedasignificantroleinshapingtheconceptof
generaleducationinChina,andeveninthecurrentculturalcontext,thetraditionofanimation“enlightenmenttheory”is
stillthriving.EarlyChineseanimationreviewsreflectstheprocessofanimation'sparticipationintheconstructionofthe
modernChinesenation-state,providingcluesandcasesforustoexplorethetheoreticalconstructionoftheChineseani-
mation,andinspiringustoseethemultidimensionalperspectivesandresearchvalueofanimationresearchfromthein-
teractionbetweenmediaandhistory.
Keywords:earlyfilms;Chineseanimation;filmreviews;enlightenmentthought;contemporaryin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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