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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弋和红鲤动画均两度参与
《哪吒》电影。2017年，红鲤动画
作为首发团队加入项目制作，参
与《哪吒1》全流程制作。海边沙
滩、龙宫的场景，以及陈塘关和终
局火焰莲花的部分，均由红鲤动画
完成，工程量占全片近三分之一。
在《哪吒2》中，玉虚宫、12金仙开
会、会后哪吒敖丙互诉衷肠等动
画制作，哪吒进入宝库、星辰里的
云等特效均由红鲤动画完成。公
司约有100位工作人员参与其中，
包括、资产构建、动画制作、角色特
效、环境特效、灯光渲染、合成等
环节。

此次《哪吒2》，戈弋本人更
是 作 为 主 创 人 员 参 与 其 中 。
2023年 3月开始，戈弋便前往成
都，在可可豆动画驻场一年时间
有余，亲自担任联合动画导演，
负责全片的动画表演工作。去
成都时，他便做好了长期在当地
工作的准备，带足衣物，甚至还
在成都租了房。“虽然计划在那
里长待，但是工作量确实不同一
般，甚至远超过第一部。第二部
单单1900多个特效镜头便超过
了第一部的所有镜头。第一部
哪吒最后的火焰莲花仅仅只在
第二部中场作为一个特效镜头

出现。”他在回忆参与两部《哪
吒》电影制作时表示。

“上午十点半至晚上十点
半，每天工作 12 小时是常有的
事，一天工作 16 小时的情况都
有，”面临巨大的工作量，这位从
事动画行业近三十年的“老法
师”也会偶感不适，“每天都吃外
卖，身体实在吃不消。为此，中
途家人还去成都陪了我一段时
间。”

身体上的不适尚在其次，作
为动画导演，他每天面临的挑战
更多在于精神和思想层面上的。

“譬如在动画层面，除了大的表演
设计，小到动画人物的手指弯曲、
嘴角抽搐等，都需要动画师完
成，部分表演还需要通过翻阅大
量资料，结合想象来完成制作。
但如何将想象具象化，并呈现出
生动化的表演，这是比较磨人
的，也很烧脑。”戈弋介绍，在动
画表演上，导演饺子也对他们有
着极高的要求——将动画提升
至表演级，既不能用动作捕捉技
术，还要足够真实细腻；既要搞
笑，还要自然。为了将故事通过
表演去感染观众，我要带着动画
师一帧帧地抠细节，一帧帧地卡
节奏。

哪吒与中医养生的跨界碰撞
“这何止是一部动画片，简直

就是一部中医大片！”《哪吒2》火
了，不少年轻人观看影片后大呼：
影片中除了精良制作的动画、引人
入胜的故事情节和充满哲理的金
句外，电影中还处处隐藏着中医药
文化的“密码”。

今年春节假期，盖云教授观看
了《哪吒2》后，同样为其中巧妙的
各种中医元素而感慨。“影片中‘魔
丸’与‘灵珠’的设定，对应中医‘阴
阳学说’，展现了中医‘调和阴阳’
的理念，非常巧妙。”盖云教授告诉
记者，主人公哪吒性格刚烈、热情
似火，代表“阳”与“火”；而敖丙性
格冷静、内敛如水，代表“阴”与

“水”。二者在五行中是水克火的
关系，在太乙真人（五行属木）的调
和下，最终达成和解，化敌为友。
这一情节设计，生动诠释了中医

“调和阴阳”的理念。
“同时，哪吒天生带有‘魔丸’

印记，性格暴躁易怒，难以控制自
己的情绪和行为。”盖云教授分析
称，中医认为，人的情志活动与脏
腑功能密切相关，过度的情绪波动
会导致脏腑功能失调，进而引发各
种身心疾病。哪吒的“魔性”的愤
怒、叛逆等情绪，不仅影响了自己
的身心健康，也给周围的人带来了
困扰。影片中，太乙真人用“金箍”
帮助哪吒控制“魔性”，这一情节也
对应了临床上中医调节情志的一
些方法，如针灸疗法、中药调理、气
功导引等。

“影片通过哪吒的成长历程，
向观众传递了情绪管理对健康至
关重要的信息，这与中医强调的情
志养生理念不谋而合。”盖云教授
表示。

“代购药单”真用得上？
而影片最后的这一幕更是让

不少观众记忆深刻：电影中一场大
战后，百姓损伤惨重。李靖为救陈
塘关百姓向申公豹求助，申公豹送
来了许多药品。在李靖列出的这
张采购中药的单子上面写着：三
七、三七粉、冰片、血竭、红花、当
归、苏木等。就在2月8日晚，#申
公豹代购的药单打工人也能用#冲
上热搜。

不少网友表示：“真的用得上，
三七、红花平时也可以泡水喝”；

“全是活血化瘀药，基本就是按照
中药课本的目录排列来的。”更有
网友调侃：“你忘了饺子导演之前
学什么的了吗”。据了解，导演饺
子毕业于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从
大三起自学三维动画，最终转型为
动画导演。

那么，这份“代购药单”上的中
药真的日常也能用上吗？到底有
着怎样的作用？盖云教授解释称：
影片中提到的三七、茜草等中药
材，具有活血化瘀、补血益气等功
效。其中，三七以“活血第一”而闻
名，能活血化瘀、补血益气，适用于
各种出血问题；茜草则具备凉血止
血、祛瘀抗菌的功效，与身体的抗
病能力密切相关。

“不过，清单上主要为活血化
瘀的中药，在中医养生中有着重
要的应用，对跌打损伤能起到很
好的作用。应用到日常生活中的
话，对一些损伤同样能起到很好
的疗效，比方说眼下年轻人常发
生的运动伤害等。这些中药材的
巧妙运用，不仅丰富了影片的文
化内涵，也让年轻观众对中医养
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盖云教授
表示。

年轻人对中医养生的再思考
晒背、八段锦、三伏贴、推拿等

各类中医养生，正成为都市年轻人
的新时尚。随着《哪吒2》的热映，也
再次引发了众多年轻人对中医养
生的讨论。

“中医养生，已经不仅仅是一
种健康生活方式的选择，更是一种
文化自信的体现。”95后小秦告诉
记者，中医养生作为中华文明的瑰
宝，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智慧
精髓。在她看来，中医养生不仅可
以调理身体、增强体质，还可以培
养平和的心态。“哪吒的成长，也提
醒我们，可以借助科学的中医知
识，来达到日常养生的目的。”

小秦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由
于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
她经常感到身心疲惫、
睡眠质量差。在朋友
的推荐下，从去年开
始尝试中医养生。每
天利用业余时间练
习太极拳，同时配
合中药调理和针
灸疗法来缓解身
心压力。经过一
段时间的坚持，
她发现自己的身
心状态得到了
明显改善，感
冒咳嗽等也
少了很多。

小秦告
诉记者，在她
的身边，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开
始关注中医养生，尝
试将中医融入日常生
活。有人通过练习太
极拳、八段锦等中

医养生功法来调理身体、增强体质；
有人则通过中药调理、针灸疗法等
方式来缓解身心压力、改善睡眠质
量。

在这群年轻人看来，《哪吒2》
将哪吒与中医养生巧妙结合，不仅
丰富了影片的文化内涵，更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随着生活节奏的
加快和工作压力的增大，越来越多
的人面临着身心健康问题。”市民
黄小则认为，中医养生作为一种注
重身心统一、强调预防和养生的健
康理念，对于提高年轻人的健康素
养、促进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学习和实践中医养生，年轻人
可以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调整
自己的生活节奏、增强体质和抗病
能力。

专访《哪吒2》联合动画导演戈弋：

“全村托举”为中国动画电影踏出一条路

目前，《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
称《哪吒2》）已突破中国影史最高票房
纪录，稳坐票房榜榜首。众所周知，这
部动画电影不是导演饺子一个人的力
量，其背后有138家公司的合力托举。
在电影片尾一长串的鸣谢名单中，来自
上海嘉定的红鲤文化赫然排在第二
位。而该公司的创始人、导演戈弋，也
出现在主创人员名单之列，担任联合动
画导演。作为4000多名制作人员中的
一位，在深度参与电影制作阶段，戈弋
与许多镜头已经“交手”了不下数十遍
甚至上百遍，不过在看到影院观众的反
应时，他还是会不自觉地流露出自豪
感。和很多普通观众一样，“刷了两次，
依旧还会被电影中申公豹救出李靖夫
妇后转身跃向天庭战斗；哪吒与母亲相
拥不得的场面所打动”。而这不仅仅归
因于故事情节的铺陈，还有动画表演、
特效、色彩光影、音乐，全体集合后的最
终呈现。

青年报见习记者 朱彬

当被问到《哪吒》爆火后公司
是否有业务合作蜂拥而至时，戈
弋无奈表示：“一直有优秀项目邀
请红鲤，只是目前公司产能只能
照顾一部电影，如果周期短更是
只能完成部分。纵观整个动画行
业，缺的也不是项目和就业端口，
而是优秀的动画人才。”关于人们
津津乐道的“全村托举哪吒”的壮
举，他却感慨：“协同制作是动画
行业抱团的一种正常现象，也是
所有影片能按时制作完成的唯一
一种方式，其背后也反映了动画
行业存在的问题：中国动画人才
在市场上缺口太大。”

其他行业对动画行业人才存
在虹吸效应。“国内动画行业尖端
人才流失至游戏行业的现象司空
见惯。相比动画行业，游戏行业的
经济体量不可与之同日而语。”据
《中国游戏产业报告》，2023年国内
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3029.64亿
元，2024年增长至3257.83亿元。
而前瞻产业研究院和艾媒咨询统
计，2023年动画电影票房总额仅
79.77亿元，中国IP授权商品零售
额1401亿元。动画行业市场规模
远远不及游戏行业。

尽管《哪吒》动漫作品取得了
巨大成功，动画行业仍面临诸多
挑战，且任重而道远。“目前中国
动画行业运用的底层技术，全部
都是好莱坞运用过的技术工具。
有且只有一些二次开发的应用型

技术。”他指出，运用全球的技术
打造中国审美形象和中国故事已
经被验证成功，但技术运用得炉
火纯青以及故事的完美表达并不
代表中国整个动画行业达到了顶
尖水平。

在他看来，目前国产动画的
成功主要集中在神话题材的动画
电影。但“房屋的搭建不能只有
一根主梁，还要有其他承重梁”，
他希望中国动画电影能在多领域
生长，期待现实题材、历史题材、
科幻题材等不同类型的动画电影
出现。“如果只有神话题材，市场
可能会出现审美疲劳。只有打造
动画的矩阵平台，动画制作公司
相互协助，相互借鉴，整个动画市
场才能不断发展壮大。”

他认为，中国动画行业还存
在一定不足。“譬如人才培养上，
国内动画相关教育体系对动画
人才的培养，无法立即转化成行
业生产力，企业还需要负责相当
漫长的新手基础培养，时间直接
转化为经营成本。认同感上，国
内缺乏安妮奖这类有声望的动
画专属奖项，动画的导演、制作、
设计、编剧、配音、音效与配乐等
领域提供的奖项和荣誉。技术
研发上，好莱坞迪士尼、皮克斯、
索尼、梦工厂等等，每个动画公
司都能自己独立研发一套商用
制作系统，但国内尚处于技术应
用阶段，缺乏技术开发的能力。”

自己踏出一条路，也是戈弋
对这些年心路历程的总结。普
通家庭出身的戈弋，因为从小喜
欢画画梦想成为漫画家，1997年
毕业后便从商科转行至动画行
业，十年间参与数不过来的欧美
日动画制作。2007年开始自学三
维动画软件，将绘画工具从铅笔
变成了鼠标电脑。2012 年至
2016年期间担任动画导演和联合
导演，制作了《龙之谷——破晓奇
兵》《精灵王座》两部动画电影。

“上映后，两部电影虽然也收
获了不错的口碑，但因为题材还
有宣传都着重海外主创的加入，
很多观众以为这是进口动画。”戈
弋毫不隐瞒地表示听到这些反响
时挺唏嘘的，“彼时的环境对国产
动画真是没有自信，在大部分观
众的认知里，‘国产动画都是粗制
滥造’‘动画电影是给小孩看的’

‘小孩才看动画’”。好在《大圣归
来》让大家重拾对国漫的信心，也

为国漫电影提供了机会。
单从票房表现来看，《哪吒2》

比《哪吒 1》取得了更亮眼的成
绩，“核心原因是突破了观众对它
的预期。”戈弋分析，物质的熵增
定律是一种魔咒，电影市场也不
例外，出现烂尾的影视剧比比皆
是。“这种魔咒不容易打破，所以
才没有人敢躺在《哪吒1》的功劳
簿上偷懒，誓将《哪吒2》死磕到底
的。”

在《哪吒2》上映前，他料想到
影片的成绩会不错，但真当看到
影片获此佳绩时，他满心自豪：

“就像看到全家培养的一个高才
生，考中了状元，理所当然感到很
自豪。虽然培养的阶段充满了艰
难坎坷，不过当翻过了这座山，回
头看也都是自己走过的路。”他认
为，票房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动画
电影的成果业已显现，中国化叙
事在市场上获得认可——成见被
打破了。

将东方化的、中式的表达方
式融入其中，强调中国化的动画
叙事。“在肢体语言的细节表达方
式上，不同于西方，东方人的一动
一静之间更为内敛含蓄、张弛有
度。”

对此，“最佳男主角”饺子导
演贡献了绝大部分的表演示范，
戈弋会和同事反复观看。在此基
础上，研究京剧和中国经典影视
剧里的老戏骨的表演，寻找灵感，
观察京剧演员的唱念做打、一招
一式，尤其是他们的身段、表情、
形体动作等“做派”，分析影视剧
演员的肢体语言和动作表情，不
断观摩直至理解后转化成动画表
演。

戈弋建议，如果观众有二刷
三刷影片的机会，可以再去感受
这些动画细节。任务压力太大
时，也有同事“倒苦水”，“那么小
的细节观众看不见吧？能理解
吗？有必要这么较真吗”，他却认
为，“当所有微小的细节组合在一
起时，观众未必察觉但能感受
到。我们在品尝菜肴的时候也不

知道厨师在哪用了心，但是我们
就是会知道什么好吃什么不好
吃。”

除了有生命的人物动画，动
画导演还需要负责“无生命”的
表达。“以最后如海浪碰撞的妖
仙大战场面为例，我们最初以为
全部只需要用特效制作即可，但
制作出来的效果并不是导演想
要的，因为电脑只会按照指令生
成物理效果，但导演说组成这些

‘海浪’是亿万有生命的角色，就
像 天 空 中 的 鸟 群 ，海 底 的 鱼
群。”这便需要动画师发挥想象
力，“动画师要预演出来两波人
马 交 战 呈 现 的 带 有 意 识 的

‘浪’。即便天元鼎这种纯粹无
生命的爆炸表现，节拍和呈现
方式也需要动画师提前预演，
如此一来，特效师才能更清晰
地完成制作。”类似大量在动画
制作中没有走过的路，都需要
自己走一次。他们创造性的工
作恰似印证了电影中的那句台
词：“若前方无路，那就踏出一条
路”。

“每天工作12小时是常有的事”
连老法师也有点“吃不消”

“若前方无路，那就踏出一条路”
开辟中式“超级视效”制作路径

“打破观众对中国动画的成见”
打造老少皆宜的动画电影

“人才缺口太大了”
中国动画制作产业任重而道远

哪吒“闹”进养生圈
这些中医药文化“密码”你读懂了吗？

《哪吒2》您看了吗？其中处处隐藏着中医药文化的“密码”读懂了吗？“申公豹代购的药单打工人也能用”的话题一度冲上

热搜，一时间再次引发众多年轻人对中医养生的讨论。2月10日，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七人民医院全科主任盖云教授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年轻观众在欣赏动画的同时，也让他们对中医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感悟。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中医药文化越来越受到年轻人欢迎。 受访者供图戈弋在工作场地。 受访者供图

《哪吒2》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