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 装 学 报

Packaging Journal
Vol.4 No.4
Oct. 2012

第 4卷 第 4期
2012年 10月

论动画制作中节奏的表现形式

于海同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设计艺术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恰当的动画节奏能给观众带来独特的审美感受。节奏分为内在节奏和外在节奏。内在节奏包括

细节的刻画、情节的起伏与音乐的渲染 3种表现形式，外在节奏包括画面的停顿、画面的剪接以及光线和色
彩的变化等表现形式。只有内在节奏与外在节奏和谐统一，才能设计出完美的整体节奏，制作出观众喜闻

乐见的动画作品，从而促进中国动画产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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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Forms of Expression of Rhythm in Animation Production

Yu Haitong
（School of Packaging Design and Art，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Hunan 412007，China）

Abstract：Appropriate animation rhythm, includ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one, can provide audience with unique
aesthetic feeling. The internal rhythm contains three forms of expression: describing the details, fluctuating the story and
rendering the music. The external rhythm covers many forms, such as pause and montage of the picture, variation of the
light and color. Only with harmonious combin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rhythm the entire perfect rhythm can be designed
and cartoon works can be created catering to the audienc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nimation industr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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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奏是动画作品创作的重要元素之一，动画节

奏能给观众带来一种独特的审美感受。观众在欣赏

动画片的过程中会像迷恋音乐节奏变化那样地迷恋

动画的节奏，因此作为动画制作者，只有把握住节

奏的运用才能打动观众。如果一部动画作品没有了

节奏感，那么它就失去了动画本身的魅力和生命力，

也就不能叫做动画。对于动画制作来说，动画中的

“动”不仅仅是指一种简单的运动规律，更深一层的

含义是：一种制作者必须把握，同时作品必须体现

的节奏。节奏的处理不仅影响作品的艺术效果，而

且直接关系到作品主旨的表达。这就使得动画节奏

成为了动画制作者必须研究的问题，因此笔者拟对

动画节奏的表现形式加以阐述。

1 节奏的概念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 2版）对“节奏”一词
的解释：“在音乐中音的长短、强弱有规律地交替出

现的现象。”其实，任何艺术形式都有节奏的存在。动

画作为艺术的一种形式，当然也存在“节奏”。在动

画创作过程中，按照一定的条理、秩序使事物产生运

动感，而有运动就会有静止，事物在运动与静止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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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转换，这样就产生了节奏。动画制作中，对事物的

动与静、明与暗、长与短、舒与急、强与弱处理得当，

张弛有度，缓急错落，就能给观众带来审美的享受[1]。

用动画表现物体的运动，是人类一直以来的理

想。25 000年前的石器时代，在西班牙西部山区的阿
尔塔米拉洞穴壁画上，有着一头狂奔的野猪，它的

尾巴和腿被描绘了许多次，这使原本静止的形象产

生了视觉动感。但是，真正活动的动画雏形产生于

16世纪西方的手翻书。当时的人们发现，当一些画
面连续交替出现时，画面就产生了运动的感觉。

动画作为一种现代艺术，在创作或制作的过程

中，并不是简单地让所有的画面形成动感，而是要

恰当地运用节奏使得动画故事产生一定的结构层次，

只有这样动画才能成为一种艺术。而节奏包括内在

节奏与外在节奏，它们都要通过一定的表现形式体

现出来。

2   内在节奏的表现形式
内在节奏是一种叙事节奏，体现在叙事情节的

发生、发展、高潮与结局的层次分布上。剧情的发

展使观众在视觉感知和心理上产生节奏感。换而言

之，内在节奏也就是通过画面表现的情节变化，引

起观众的情绪起伏，这是一种以心理感受为主的隐

形节奏。因此，内在节奏使观众产生某种心理感受，

而外在节奏能给观众带来感官感受。内在节奏包括

细节的刻画、情节的起伏与音乐的渲染 3 种表现形
式。适当的内在节奏能够更好地表达故事内容，并

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2.1 细节的刻画

动画中细节的刻画有利于表现动画的主题思想，

特别是对主人公的某一个动作、某一个表情等的细

致入微的刻画。将细节放置于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

中，有利于观众更好地理解故事的情节及其内涵，更

能突显作品主题。

动画作品中细节的刻画需要停顿的支撑。比如动

画片中角色特写镜头的刻画，特写镜头有利于体现角

色的情感，对角色的眼神、脸部特征等进行细致刻画

时，都需要镜头作短暂的停顿。如果没有镜头的停顿

或者画面的停顿，特写镜头就会失去作用，当然也就

失去了细节刻画的效果。“细节的处理，不但表现在

角色表情与动作的设计上，同时也作用于情节的安排

设置中。细节的设计为故事情节的变化埋下伏笔并有

助于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 2 ]例如动画片《千与千

寻》中的黑衣人是影片的一个重要角色，他带有强烈

的人类批判色彩。在影片中，这种色彩就是在对他的

细节刻画中表现出来的，因为黑衣人没有语言，这就

需要对黑衣人的肢体语言进行细节的刻画。在整个动

画片中，从帮助千寻到想占有千寻，最后又变回自

己，这种对人物细节的刻画层次清晰，节奏鲜明。

2.2 情节的起伏

情节是叙事性文学作品内容构成的要素之一，它

是指表现人物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生活事件的发展

过程，是按照因果逻辑关系组织起来的。动画的节奏

由情节的发展所决定的，动画作品所传达的中心主旨

和内容，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必要条件。“推动情节的

发展，取决于影片的内容和人物的内心状态发生的运

动变化。”[3]节奏存在于情节中的时候，故事情节需要

一定的连贯性，让故事情节以层层递进的方式出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达到故事情节的高潮。缩短时间或加

快故事节奏都可使故事情节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必

须围绕一个关键点即冲突点进行。这里的冲突点即故

事发展的高潮，无论情节怎样起伏，节奏怎样变化，

都要以达到动画作品故事情节的高潮为目标。

2.3 音乐的渲染

一部动画作品中的背景音乐、插曲都可带动故

事情节的变化，从而带动观赏者的情绪起伏变化。音

乐的美，在于它能够形成一种韵律感，从而改变人

们的心理节奏。而节奏是音乐的升华，是音乐的灵

魂，它能让观众不知不觉地融入到故事的情节变化

之中。观众这种生理、心理甚至视觉上的变化，其

实就是动画作品音乐节奏的变化所带来的。动画作

品的音乐节奏和故事情节的节奏是统一的，音乐与

画面相配合组成一个动画的整体，构成复杂多变而

又条理分明的节奏。

3 外在节奏的表现形式

动画的外在节奏是指通过主体的运动、镜头的

运动以及转换频率等而产生的节奏。外在节奏和内

在节奏是相辅相成、共同存在的，但动画表现出的

大部分效果都依赖于外在节奏。因为外在节奏的表

现形式在动画的前期制作中，通过对动画的整体特

征、风格定位以及进行细致规划时就须进行设计，它

包括镜头的分布及衔接方式、镜头的剪接手法以及

画面的整体色彩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外在节奏是

动画的主体，如果将外在节奏比喻成人体的骨骼，那

么内在节奏就是肌肉。内在节奏必须依附于外在节

奏的存在而存在，如果没有对动画的外在节奏进行

整体的规划，那么即使在动画制作中加入再完美、动

听的音乐，对角色进行再细致的刻画，也只会使这

些元素在动画中喧宾夺主，从而失去动画的整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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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节奏的表现形式一般指动画的画面中某一元素

的停顿、画面的剪接、光线和色彩的变化等。

3.1 停顿

一部好的动画作品，它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

性都是通过一定的节奏体现出来的。“节奏是一种

美，节奏美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它不但引起人心

理上的愉快，而且还引起人生理上的极大快适。”[4 ]

既然是动画，那么就必然有运动的画面，这是必不

可少的。但是，动画作为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为

了更好地表现动画的艺术性，并表现动画必要的细

节，从而把观众带入一种别样的氛围中，使动画作

品富有节奏感，在动画制作中就必然会运用一定的

停顿，“使动画动中有静，静为动用，使影片在动与

静的处理中形成影片的节奏变化而让动画增强其艺

术魅力”[5]。动画中的动是绝对的，静是相对的。静

并不是让动画中的所有内容都停顿下来，而是画面

中的一个或几个元素相对静止。以此来体现动画的

节奏感，更有利于刻画物体的细节特征。

3.2 画面剪接

将动画制作中所创造的大量画面经过取舍、分

解与组接，最终完成一个连贯流畅、含义明确、主题

鲜明并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的过程就是画面剪接[6]。

剪接是一门艺术，它是对动画作品的视觉元素或听

觉元素通过一定的方式所进行的一种次序整合或重

新排列的过程。“蒙太奇剪接是影响影视作品节奏的

最重要的因素。”[ 7 ]这是因为，蒙太奇镜头能够迅速

烘托动画作品的环境氛围。动画制作中，画面的剪

接并不是随意的，必须围绕动画作品所表达的内容

和主旨而进行。画面剪接的过程是对动画作品的又

一次创作，只有使剪接与动画作品的内容相符合才

能使其体现节奏的鲜明性。剪接并不是呆板地将一

个镜头加上另一个镜头，而是将没有关系的问题联

系在一起，使画面打破常规，形成层次，从而使得

动画作品富有节奏感。

3.3 光线和色彩的变化

光线和色彩的变化在动画制作的外在节奏中起

至关重要的作用，光线和色彩的明暗浓淡能赋予观

赏者不同的情感体验。正如音乐一样，激情高昂的

音乐可使人情绪高涨、心情愉悦，而低沉的的音乐

则给人带来伤感。如果光线和色彩处理不当，会削

弱动画画面的生动性和表现力。好的动画作品，必

然是光线和色彩的统一协调。因此，光线和色彩的

明暗度不同会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给人以不同的

视觉感受，从而造成节奏的变化，引导着观赏者的

心理，带动着观赏者的情绪。

4 结语

动画作品的成功，需要动画外在和内在节奏的

和谐统一，两者丝丝相扣，才能形成好的动画整体

节奏。制作者只有在深入研究动画节奏的各种表现

形式的基础上，提高自身的艺术素质，并在动画制

作过程中运用各种手段，设计出完美的整体节奏，才

能制作出观众喜闻乐见的动画作品，从而促进中国

动画产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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