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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文化·

折纸动画的发展及美学风格分析
□ 赵安强

摘 要：折纸动画就是纸文化的精粹，文章旨在通过梳理折纸动画的发展历程，梳理其中民间艺术的体现，试图总结

其美学规律，为折纸动画未来的发展提供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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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纸艺术的本质在于通过翻、转、折叠、拉伸、挤

压、插等不包含剪切和粘合的手段，将平面纸张通过复

合方法或组合方法、折纸手法创造出三维立体造型形

态，即将纸张折成各种不同形状的艺术。

折纸动画，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将纸张进行不同折

叠加工成多种样式，用逐格拍摄的方法拍摄进行连续

播放的动画，一般使用较易塑性且具有一定支撑性的

纸张材料，如硬纸板和卡纸等。折纸与剪纸有所不同，

尽管制成材料都是纸张，但就最终呈现效果来看，折纸

呈现的是立体、3D、多维的效果，而剪纸的精妙之处只

体现在二维平面上。相较而言，折纸艺术的包容性更

强，能够融合更多的民间艺术，且造型更加灵动，色彩

及图案运用更加丰富，技巧更加复杂，更能给人具体可

感之觉。

由于纸张容易变形、腐烂，不易保存，折纸艺术未

能像青铜、陶器等古文明一样留下文物，也乏确切的文

献记录。而日本却将折纸当作自己的国粹，还在幼儿教

育阶段开展相关课程，并将其作为中小学生的必修课

程。这种混淆视听的做法使得不少人认为折纸艺术源

于日本，直至 1960 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摄制的《聪

明的鸭子》问世，这是我国第一部折纸动画片，标志着

一种新的美术片形式在我国诞生，引起了社会各界对

中国传统折纸艺术的关注。该影片由我国初代导演虞

哲光任导演和编剧，摄影大家钟立人任摄影，二人均对

木偶戏有相当的研究。影片讲述了三只小鸭子通过自

己的聪明才智战胜小黑猫的故事，并在意大利第十一

届吉福尼国际儿童电影节上获得广泛赞誉。20世纪 60

年代是折纸动画成果丰硕的年代，1961年的《一棵大白

菜》以及 1964 年上映的《湖上歌舞》都是折纸动画发展

史上的经典之作。1980年，《三只狼》和《小鸭呷呷》上

映，受到了“80后”儿童的喜爱。千禧年后，《折纸小兵》

（2009 年）运用时兴的三维动画技术，将其与传统的折

纸文化相结合，讲述了一个积极向上的风趣故事，对提

高儿童的动手能力和开发儿童智力产生了正向影响。

折纸艺术看似平平无奇，却是平面设计中可塑性

最强、容易使画面出彩、成本最低的动画纸片样式。纵

观折纸动画发展历程，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运用了大量

的民间艺术，汲取了大量民间艺术的养分，如皮影、剪

纸、镂雕等。要深度融合折纸动画与民间艺术，不仅需

要抽象的艺术思维和具象的操作能力，还需要与电影

思维进行结合。在众多的民间艺术样式中，皮影艺术在

折纸动画中的适用范围最广、使用频率最频繁，二者在

光影画面的营造上相得益彰，在艺术形象的面部表情

和服饰搭配上流光溢彩，皮影丰富了折纸动画的艺术

表现能力。因二者结合产生的优秀作品不胜枚举，如动

画《人参娃娃》《红军桥》《金色的海螺》等，这类动画不

仅传承了折纸艺术的精粹，还通过定格动画这一创新

形式给作品增添了时代特色。此外，折纸动画也借鉴了

水墨动画在色彩运用和画面渲染方面的技术，以及木

偶动画在人物肢体和面目表情方面的长处，使得折纸

动画的艺术张力得以保持。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

普及和精进，部分折纸动画设计转向荧幕，通过对动画

设计效果图的尺寸进行精准编辑，设计过程中涉及的

各种物料、细节得以悉数体现。由于计算机的介入，拍

摄也变得简单起来，从前需要人力手持的摄像设备，现

在已经被机械臂所取代。

折纸动画作为源于中国民间艺术的艺术类型，对

其他民间艺术的借鉴是它出奇制胜的重要法宝，而观

众对影片故事的理解通常是以感召的形式进行的。国

产动画电影的传统美学风格是在中国独特的文化土壤

中形成的，其所处的文化环境和艺术土壤决定了电影

风格。《哪吒闹海》《文成公主》《孔雀公主》《阿凡提的故

事》《九色鹿》《宝莲灯》等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影片都

是在借鉴中国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创作的。因此，从传统

戏曲、绘画、剪纸、皮影、木刻、壁画等文化瑰宝中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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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丰富折纸动画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折纸动画作为一种新的美术样式，是人们对纸文

明的一次伟大发明创造，通过折叠、粘贴、裁剪等技术

手段，实现了折纸玩偶从静态到动态的创新转换，具有

鲜明的美学风格。

折纸动画创作过程中，由于所用材质的单一性，画

面人物和背景皆通过折叠而来，造型比较简约，透露出

一种稚气和朴素的美感。虞哲光老师曾经说过：“折纸

片在造型上，不必要制作得太工细，要有笨拙感，粗狂

得使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东西，是纸片片。”因此，艺术

家首先用纸张构成简单的几何图形，如通过长方体、正

方体、圆锥、园台等立体几何图形的拼接和粘连，涂上

适宜的图案和色彩，以此完成对动画场景和动画人物

形象的建构。此外，不同材质的纸张能呈现出不同的视

觉效果，特别是在设计人物面部和服饰时，通过使用韧

性不同、软硬不一的纸张能给观众带来出其不意的审

美体验。例如，在创作影片《巫婆、鳄鱼和小姑娘》时，李

荣中老师用棕黑油亮的漆布纸来刻画四个小女孩，用

凹凸不平的塑料装饰来刻画鳄鱼的形象，用黑白卡纸

设计斑马和老巫婆的形象。小女孩的衣裙设计和饰品

设计使用不同的材质，其中裙子用红色、青色、蓝色和

绿色的植绒纸，饰品用颇具光泽度的金银纸，这种细节

之处的巧思为人物整体造型增添了不少质感。

这一点主要是相较于传统的木偶动画而言的。木

偶动画和折纸动画所用材料的特性不一、结构方式不

同，由木头制成的木偶动画在操作和表演上都免不了

一种笨拙感。纸张的质量远远轻于木头，且折纸动画中

的形象不必像木偶动画一样，需要制作坚固的骨架，折

纸形象更加灵动。相较于木偶动画，虽然折纸动画中人

物的面部表情基本固定，但是由于没有固定的结构，人

物在运动时呈现出纸张特有的轻飘感。在老一辈艺术

家的巧手下，纸张的特殊性和可塑性被发挥到极致，他

们会通过折叠使得动画画面呈现出一种伸缩自如的动

态美，给观众一种俏皮的观感，这是折纸动画常见于儿

童影片的重要原因，也是其他动画美术所无法比拟的。

定格拍摄是折纸动画的基本方法，光影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纸张作为一种可触摸的实体材料，当它

被用于定格动画、参与叙事时，离不开造型、布景、光源

和摄像。拍摄时的光源不仅起到照明的效果，导演还会

根据故事发展的节奏，通过不同角度的照射制造多种

明暗对比，这使得动画场景中的人物角色和场景分为

更加丰富。“影片通过摄影与灯光的有效配合，更好地

表现了人物与环境的关系，背景采用虚化处理，用多层

次的光将背景渐渐融入天边，在人物表演区域，有意识

地采用柔和的大平光，以突出造型的工艺性。”光源直

射、明亮的部分是导演想让观众看到的，而暗角之处则

蕴含着故事讲述者想要遮蔽或留白的部分，给观众提

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折纸动画和水墨动画、木偶动画、剪纸动画等美术

样式构成了中国早期动画的辉煌，它们孕育于我国源

远流长的民间艺术，具有浓浓的“中国味”，不仅能够给

国人带来传统的审美体验，还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

媒介。要想实现传统折纸技艺与动画设计的融合，要具

备与时俱进的动画设计理念，将传统与现代进行巧妙

的融合。

政府文化部门应当积极建造平台，组织相应的公

益性培训活动，动员更多的民众参与到折纸艺术的传

承中；还可以制定文化创新激励机制，吸引更多的设计

人才参与国产动画设计，提高人们对中国传统民间技

艺的关注度。相关设计企业和文化公司也要站在时代

的新起点重新审视企业的发展前景和未来的发展道

路，积极寻求与新媒体行业的合作，形成相关产业链。

动画产业链可充分发挥整合作用，对各个环节进行调

控，如市场调查、题材选择、创作过程等。技术创新是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动画从业者应当及时学习、运用新的

技术，捕捉新的元素，树立民族自信心，坚定文化自信，

积极寻求剪纸艺术、木偶艺术等传统民间艺术与折纸

动画的共通之处，创新合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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