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２０卷　第１期

　２０１５年２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０Ｎｏ１

Ｆｅｂ．２０１５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５．０１．０２４

振兴和重塑：湖南动画的湖湘文化底蕴及其创作策略 

伍　丹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摘　要］湖南动画以湖湘本土为依托，初步形成了和本土文化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受市场化和时尚化的取向影响，逐渐忽略
了湖湘文化的精髓和内核。湖南动画要再创辉煌，一方面需要用湖湘文化精神振兴湖南动画，在全球语境下深入挖掘湖湘

文化的地域特色及其文化内涵，体现具有当代特征的思想意蕴和人文关怀；另一方面要以湖湘文化资源拓展湖南动画的题

材类型和视听元素，在动画创作中最大程度呈现湖湘文化的表现特质，凸显湖南动画的灵性和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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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视觉文化时代已经

来临。图像化成为人们感知事物和了解世界的重

要方式。尼尔·贝尔指出“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

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

事实。”［１］正是在视觉文化语境下，作为一种视觉艺

术形式，集形象性、生动性和娱乐性于一体的动画

片，以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和生命力带来了极其丰

富的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并在当代文化生活中占

据着不可忽略的地位。

作为国内动画制作的重镇，湖南动画以其深厚

的湖湘文化底蕴彰显着独特的文化特色和艺术价

值。如，在计算机网络集成制作系统等技术的支撑

下，湖南“蓝猫”一举成为中国动画行业的知名品

牌，构建了庞大的动画产品营销网络，亦出口至新

加坡、韩国、美国等海外市场。“蓝猫”的成功不仅

为湖南动画打响了名声，也为湖湘文化在当代的传

播做出了有意义的尝试。这意味着，在全球化语境

中研究湖湘文化与湖南动画的共生关系是一个有

待深入开拓的新型课题。为此，探究湖南动画的文

化底蕴并解析其优势和局限、以及发展的可行性策

略，或许能给目前的湖南动画创作提供一点有益的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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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湖南动画的文化缺失

放眼全国的动画制作（产业），杭州、深圳、成

都、上海、长沙被认为是最具竞争力的动画生产基

地。相对而言，湖南动画更是自成一体，呈现出明

显的优势：其一，湖南动画起步较早，原创实力雄

厚。２０００年，《蓝猫淘气三千问》开中国原创动画

产业化之先河，“动画湘军”率先崛起。２００３年至

２００８年，湖南动画产量连续６年雄踞全国第一，原

创动画节目时长一度占据全国半壁江山，并产生了

十大特色作品，分别是：动画电影长片《虹猫蓝兔火

凤凰》、６０集动画短片《兔宝宝和三件神奇宝贝》、

６０集科幻动画片《蓝猫龙骑团》、大型动画教育片

《“心能美育”动画幼教资源库》、６０集手机动画电

影短片《美丽人生》、１０８集娱乐动画片《山猫和吉

咪》、１５０集娱乐动画短片《越策越开心》、《海螺岛》

系列漫画和动画短片、２００集手机动画短片《小宝

系列》、３６５集旅游动画片《金鹿游中华》。其二，依

托得天独厚的湖南电视资源，湖南动画拥有发达的

电视传播体系和稀缺的电视播出平台。号称中国

卡通第一品牌的“蓝猫”基地“向社会提供原创素

材服务、制作软件服务、艺术人才服务、卡通项目外

包服务、卡通后期制作服务、卡通制作输出服务、声

优服务、三维卡通集群渲染服务、网络卡通人才培

训服务、卡通人才实训服务等十项服务。［２］作为全

国首家动画卫星频道，“金鹰卡通”已覆盖３１个省

会城市，４～１４岁核心观众收视份额稳居全国省级

卫视第二、卡通频道第一。其三，湖南动画坚持创

新，“拥有先进的制作技术和充满活力的生产机

制。”［３］独创的无纸化全电脑动画制作技术，极大提

高了湖南动画的生产能力。追溯湖南动画的起源，

１９６０年的《小蝌蚪找妈妈》就取材自国画大师、湖

南湘潭人齐白石的画作；之后，湖南动画陆续诞生

了“蓝猫”“虹猫”“山猫”“金鹰”等多个原创品牌；

现在依然有黄永玉等大师的创作为其提供艺术创

意。“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一直是湖南动画创新

的动力源泉。

如果只考察动画产量、节目收视、产业规模等

指标，湖南动画业已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然而问题却在于，从２００８年开始，各省市尤其是沿

海地区加大对动画产业的扶持力度，不少湖南动画

企业出走，动画人才流失严重，“动画湘军”遭遇发

展瓶颈。大浪淘沙之中，湖南动画公司纷纷寻求转

型。曾是湖南动画行业“一哥”的三辰卡通基本不

再制作动画，转而开动画体验馆，与政府合作打造

动画风情小镇。转型的背后，是湖南动画雄风不

再，产业链存在亟待破解的难题与短板的现状。

纵观整个湖南动画，从无到有，从蹒跚学步到

快速发展，从傲视群雄到经历挫折，在学习中逐步

走向成熟。然而回望历史，即使是“动画湘军”最辉

煌之时，湖南动画多产量大，但动画精品却极其缺

乏，即使是在儿童观众眼中也没有留下几部有口碑

的作品。甚至可以这样说，从２０世纪９０年底起，

内地动画电影界几乎没有出现一部让人拍手称赞

的面向成人观众的动画作品。比如，《蓝猫淘气三

千问》前期市场运作是成功的，然而，３０００集的“蓝

猫”的成功靠的是鸿篇巨制长期播放形成的品牌效

应，而非作品本身。巨制只是形式，内容才是根本，

一味强调“蓝猫”的成功会带来错误的方向性导向。

在“蓝猫”的后期发展中我们看到其已经陷入“持

久战”的泥沼中难以自拔。有人批评《蓝猫淘气三

千问》就是对书本知识的生吞活剥。这本不应成为

讨论的问题，但是在现实的中国却又是一个必须被

提到的问题。文艺作品当然应当承担一定的教化

功能，然而在动画影像的表达中，教化应当自然地

浸润其中。美日动画的优秀作品虽然极具商业色

彩，依然不乏丰富的艺术内涵，只是更多时候其内

涵包蕴之深、手法之巧妙、观念之前卫，常常让人在

不自觉中欣然接受其文化所指。

究其原因，一个根深蒂固的致命缺陷，即湖南动

画甚至可以说是绝大多数中国动画更多局限于故事

人物的表层创作，而极其缺乏对人生对当下形而上

的思索和探求。从湖南动画的拳头产品《蓝猫淘气

三千问》，到红遍全国的《喜羊羊与灰太狼》，或者一

味说教或者简单粗暴地模仿和搞笑，作品中缺乏具

有当代精神的人文情怀和普世价值。这是湖南动画

无法打动观者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动画，乃至整个

中国影视文化“内在贫瘠”的根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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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民族本地区的历史文化为内核，对人类的

生存现状和人文精神展开反思，是中外优秀动画片

的共同点。揭开每一部经典动画作品背后所蕴含

的文化意指，我们会发现一个全新的曼妙世界。然

而，“当代中国动画，无论是故事的表现、还是人物

的刻画、元素的运用到制作的形式，还是表现意义

上，都丧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述。”［４］

属于本民族、本地域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和

地区历史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寄托。湖南动画的文

化属性就在于以当代人乐于接受的方式传播湖湘

文化的精神和内容，而这一问题又内在地包含以下

多个范畴，如湖湘文化精神的当代审美重塑、湖湘

文化符号的当代视觉转换、湖湘文化中的传统美学

意蕴和当代美学接受的对接等。令人失望的是，湖

南动画远没有这样的立意高度，不仅在目标对象的

定位上，甚至在思想内涵上都犯了“幼稚病”，仍然

只是或就事论事地讲述故事，或刻意拔高说教，从

根本上缺乏具有当代价值以及普世意义的形而上

的超越性。就其审美品格而言，追求动画的文化品

格不应当是泛泛而谈，而是通过讲述故事塑造人物

等表层影像，展现对人类价值和理想人格的终极追

求，是对生命体验和精神表现的高度关注，是对各

种文化文明的高度珍视和深切关怀。

　　二　用湖湘文化精神振兴湖南动画

钱基博先生曾在《湖南近代百年学风》中就湖

湘文化精神而断言：“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

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

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

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５］的确，湖湘文化精神中

的“经世致用”、“自强不息”造就了“心忧天下，敢

为人先”的湘人性格。自屈原做《离骚》开湖湘人

文先河，而后周敦颐开北宋理学之风，朱熹承二程

学说集理学之大成，船山学说被广为传播，作为一

种特色鲜明的地域性文化，湖湘文化被正式建构

起来。

“从思想层面看，湖湘文化来自于儒学思想。”

“从社会心理层面看，则主要源于本土文化传统。

儒家文化和本土文化得以重新组合，形成一种独特

的区域文化。”［６］湖湘文人都追求正统的孔孟之道，

湖湘儿女则有着荆州山民的桀骜不驯、强悍勇猛、

好胜尚气和刚正质直，“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是

其性格底色。

惟其如此，湖南作为经济发展明显滞后于东部

和沿海地区的内陆省份，在区域、资本、技术、政策

优势都不具备的困境前，湖南人用“霸蛮”和“灵

泛”组建了载誉全国的“传媒湘军”、“出版湘军”、

“体育湘军”、“动画湘军”。湖南影视、湖南出版、

湖南动画、湖南休闲等文化产业的品牌聚合和连带

效应不断扩大，湖南文娱成为全国知名的文化现

象。２００７年，被誉为“动画第一股”的湖南拓维成

功上市。２００８年，湖南动画总产值超过 １０亿元。

“动画湘军”的强势崛起，是湖南动画人用实干和创

新走出了一条文化产业的特色道路。

不过，湖南动画更需要统摄性的文化精魂。随

着美日动画的陆续引进，其对中国年轻一代的影响

和渗透已是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以迪士尼为代

表的美国动画，以其热闹的场面、欢快的节奏，逗趣

的情节，在全球虏获了大批死忠影迷。其故事背后

的民族性特征鲜明的文化思想和价值观念，如乐观

自信的生活态度，崇尚自由和独立的个人主义，追

求猎奇和开拓的冒险精神等都通过动画在全球进

行着潜移默化的文化“渗透”，甚至“侵略”。日本

动画则重在蕴含深意。其中，日本民族深沉的悲剧

意识和矛盾性格，极端的唯美情结和耻感文化，坚

守“忠义”“坚忍”的武士道精神，使得日本动画洋

溢着浓郁的东方之美。以宫崎骏为例。他的作品

多是天马行空之作，却毫无例外地用异常清澈与透

彻的少年眼光看待这个世界，虽然题材各异，但“生

命”“梦想”“战争”“环保”等命题却时刻浸润在故

事的讲述中，讲述着一个永恒的主题：爱与生命才

是最伟大的存在。

作为中国美术电影中民族风格杰出代表的水

墨动画曾引起国际动画界的高度瞩目，《小蝌蚪找

妈妈》《牧笛》《鹿铃》《山水情》等一系列水墨动画

在国际上屡屡获奖，是上个世纪中国文化盘点不能

忽视的文化现象，更是当代中国动画人从中国文化

的本体中探寻适合动画影像诠释和理念传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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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重要的历史素材。

鉴于此，在全球语境下深入挖掘湖湘文化的地

域特色及文化内涵，体现具有当代特征的思想意蕴

和人文关怀，既能提升原创动画的创作品质，更能

加强地域与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感。一般认为，湖

湘文化的精神特质有这么几个方面：“无所依傍、浩

然独往的独立根性”“心怀天下、勇于献身的爱国情

操”“关注现实、体用结合的经世学风”“实事求是、

勤勉笃实的务实作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创新

意识”“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７］应该

说，这样的湖湘精神早已融入湖南人的血脉，成为

支撑、引领湖南人一路前行的强大动力和精神之

魂。也即，通过对湖湘文化内涵的梳理，系统地探

究能被动画文化吸收利用的湖湘文化精神，为湖南

动画创作提供思路参考和素材支持，是摆在湖南动

画人面前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　

具有借鉴意义的是，美日动画对于本民族文化

内涵和价值体系的深度挖掘和现实选择值得更多

的关注和学习。美日动画中民族性特征鲜明的文

化思想和价值观念，是其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中征

战全球市场的利器。１９９８年美国迪斯尼公司出品

的动画长片《ＭＵＬＡＮ》以中国古代长篇叙事诗《木

兰辞》为原型，故事构架从之前的替父从军的孝道

主题演变成木兰寻求自我实现的现实主题，其实质

是对西方个人英雄主义观念的认同和人本主义思

想的肯定，而这正符合美国精神中自由、开拓、进取

的人生信条。迪斯尼镜头下的木兰虽然仍然是黑

头发黄皮肤，但是其现代新女性的行事作风背后张

显的是现代西方的女权意识。古老的东方故事充

满着西方的现代气息，迎合了当代观众的审美需

求。反观国产动画，在追求民族风格的道路上极易

走向两个极端，一是简单嵌入传统文化的表象元

素，而忽视了对民族精神内质的深层发掘；二是盲

目跟风模仿美日，丧失了对本国文化特质的准确

把握。

“楚人先民在强邻的夹缝中顽强地图生存，时

间之长数以千年；楚人在穷乡僻壤中顽强地求发

展，时间之长数以百年，这就养成了楚人的民族利

益至重至上的心理。”［８］这一心理极大影响了湖南

人的理想追求和价值选择。一批批仁人志士为了

民族为了真理抛头颅洒热血，奉献着自己的热情、

青春，乃至生命。谭嗣同为戊戌变法“拔起手仞，高

唱入云”，执意用生命唤醒沉睡的中国；黄兴、陈天

华、蔡锷为辛亥革命不惜用鲜血来震撼昏聩的同

胞；蔡和森、向警予、夏明翰为民族解放而慷慨就

义、矢志不渝；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黄公

略、罗荣桓、贺龙、粟裕、陈赓、王震等一大批彪炳史

册的优秀人物，在革命的洗礼中成为独领风骚的当

代强者，用无比绚烂的笔墨共同书写了中国的历

史。在动画创作中，挖掘独特的本土文化元素，直

接表现本土文化的深刻内涵，依然是发展湖南动画

最重要的策略。如何将那些具有湖湘文化特征，体

现湖湘传统价值理念、生存哲学和人文精神，并凝

结了较长时间沉积所形成的惯性的、稳态的既定形

象、风俗习惯、文化符号、审美范式等元素，渗透在

动画创作中，并隐匿地呈现出来，考验着当代湖南

动画人的智慧。

已经制作完成的红色动画电影《韶山少年－毛

泽东的故事》和２６集电视动画片《雷锋》为此做出

了有意义的尝试。《韶山少年》讲述的是少年毛泽

东为时代精神所激发，怀着走出闭塞山村睁眼看世

界的朴实想法，最终完成“孩儿立志出乡关”自我思

想升华的故事。片中所展现的少年毛泽东强烈的

爱国情怀、高远的理想追求和奋进的少年斗志是对

湖湘精神最真实的注解。动画片《雷锋》选取了雷

锋广为流传的２６个故事，主题亲切而真实，生动地

讲述并弘扬了雷锋精神。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自

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雷锋以这样的湖湘气质演绎了

无私奉献的的一生。曾经风光无限的湖南动画近

几年步履蹒跚，以《韶山少年》《雷锋》为代表的展

现湖湘本土文化风貌的一批动画作品正是湖南动

画在困境中谋求突围的大胆尝试，在以“原创为核

心，技术为推动，产业促发展”政策的指引下，湖南

动画经历彷徨，走过迷茫，正表现出良性的发展

趋势。

对于湖南动画而言，怎样将文化形态的特质融

入动画作品，彰显地域文化的民风民俗、事态百象

和价值标准，把浓郁的文化积淀注入动画创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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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所有的动画资源宣传和引领地域文化形态的内

涵。这是湖南动画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也是最终的

发展方向。

　　三　以湖湘文化资源拓展湖南动画的题材类

型和视听元素

　　毋容讳言，现有湖南动画题材单一，基本为教

育题材，且幼儿化倾向非常明显。从题材的选择、

主题的确定，到人物的刻画、叙事节奏的把握，湖南

动画缺想象、少趣味、乏细节，在意象塑造的深度和

广度上都表现出缺失和不足。

客观地说，湖南有着丰富的文化存量。稻文化

发源地彭头山遗址、“中国第一城”城头山等古城遗

址；四羊方尊、里耶秦简、楚汉帛画、马王堆汉墓等

文物遗存是湖南历史拼图上浓墨重彩的板块。湖

南更拥有与自然地理密切相关的神奇传说，以及与

人文环境相得益彰的历史典故。诸如炎帝南迁、祝

融观天、舜帝南巡、大禹治水、屈原投江等神话传说

是湖湘文化奇光异彩的篇章。“其中屈原‘上下求

索’的创新精神和‘九死未悔’的爱国情怀是中华

人民精神品格的象征，春秋楚民族‘荜露蓝缕、跋涉

山林’的艰苦创业，成为湖湘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

神源泉，魏源、曾国藩、黄兴、毛泽东等湖湘子弟为

了国家与民族的生存而艰辛奋斗的坚韧精神，深刻

影响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道德品格的形成，更

成为了湖南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涵，这些是湖南动画

创新中可贵的故事题材和深刻的精神内涵。”［９］发

展湖南动画，就要深入挖掘湖南本土文化资源，兼

容并蓄，建立起自己的视觉风格和表现结构，积极

拓展动画创作的题材类型，从教育题材、历史题材，

逐步丰富到童话题材，神话题材，现实题材、科幻题

材等。

２００８年美国梦工厂出品了动画长片《功夫熊

猫》。“功夫”“熊猫”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也是

创作者灵感的来源。整个影片处处弥漫着中国文

化。从人物形象、服装道具到场景安排、细节刻画

等一切可视的有形元素，无不体现“中国元素”的表

层呈像。当然，这种中国元素在欧美动画创作中的

运用，让我们感受更多的是来自文化霸权主义背后

的隐痛。动画影像的东方外衣，只是美国特有的文

化心理结构的外化，是美国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

反映。

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载体，湖湘文化还具有独

特的视觉美感元素。且不说马王堆的历史文物、屈

原的辞赋艺术、秦汉三国晋代简牍，仅就２０世纪３０

年代出土于湖南宁乡、被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

铜典范”的四羊方尊，采用了圆雕与浮雕相结合的

技艺手法，寓动于静，造型简洁、优美、雄奇，体现了

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域风情。再如，湘西的银饰、

蜡染、织锦等手工艺制品久负盛名，简约中蕴藏着

典雅情调，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形式美感。宽可

盈尺、色彩鲜艳的苗锦和花团锦簇、流光溢彩的苗

绣组成的苗族服饰，更保持了浓郁的民族文化传

统，靠世代口传身授，凭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将流传

千年的苗家故事一针一线绣进衣冠服饰，世代“穿”

承。马王堆出土的汉代漆器、帛画简牍、丝织衣物

默默诉说着中华文明的神奇与辉煌。以战国时期

的人物龙凤帛画为例。高髻细腰、广袖长裙的贵族

女子合掌侧身而立，一龙一凤，凤引颈昂首，龙腾跃

飞升，人物的静态刻画和龙凤的动态渲染形成一驰

一张的鲜明对比，其线条舒展，构图简洁而意境深

远，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而薄如蝉翼、轻若烟

雾，且色彩鲜艳、纹饰绚丽的素纱
#

衣代表了西汉

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更是楚汉文化的骄傲。千百

年来，生性浪漫的湖南人用奇特的想象和诗意，创

造了一个个新奇绝妙的艺术形式。

一个令人深思的启示是，享誉世界的著名湘藉

作曲家谭盾吸取古老的湖南“江永女书”的艺术元

素而创制的“女书音乐”，运用交响乐形态把“女

书”的歌、音乐、生存环境和优雅的文字熔铸，具有

极高的视听合一性，其演出在美、日等国引起广泛

的共鸣。湖南动画如若能在湖湘文化的视觉美和

精神内核中找寻到创意，创造性地将其运用到动画

的人物造型、脚本编写、色彩搭配、场景设计等方

面，湖南动画必定能真正彰显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建构出美的艺术世界。

另外，湖南戏剧品种繁多、色彩斑斓，花鼓戏、

湘昆、湘剧、祁剧、辰河戏、荆河戏、巴陵戏等都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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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盛的生命力量；浩如烟海的湖南民歌体裁多样、

曲调优美，有高亢爽朗的山歌、细腻婉柔的小调，还

有磅礴有力的劳动号子、浑厚悠长的薅草锣鼓等，

无不是湖南动画应当吸取的艺术元素。此外，湖南

的传统绘画、民间建筑、传统手艺等，都能为湖南动

画提供丰富的灵感。

当然，如何将湖湘文化植入动画创作，湖南动

画人一直在做着积极的尝试。１０８集动画片《刘海

砍樵》改编自湖南人耳熟能详的花鼓戏“刘海砍

樵”；津市嘉山是孟姜女的故乡，由常德华智出品的

３０集动画片《孟姜女》以古老传说为底本，且添入

常德人文历史，在金鹰卡通播出之后广受好评；《韶

山少年》作为中国第一部以伟人毛泽东童年轶事为

题材的动画电影，讲述的是少年毛泽东立志的故

事，丰富了红色题材动画片的故事范围；《虹猫蓝兔

七侠传》将张家界的著名景点穿插入曲折动人的故

事情节；《天降小子》集中展示了湖南本土建筑的古

朴风格；主打“中国风”的《锦绣神州之奇游迹》融

合了南岳自然风光及文化故事，其富有民族风的原

创主题曲《少年游》与片尾曲《水墨神州》洋溢着青

春的味道，传递着鲜明的中国精神……当然，这样

的作品太少，湖南动画要走的路还很长。

综上所述，湖南动画以湖湘本土为依托，初步

形成了和本土文化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与此同时却

在市场化和时尚化的取向下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湖

湘文化的精髓和内核，不能透彻地将地域文化本身

和动画原创自然天成，形成浑然一体的艺术精品。

另一方面，在对湖湘文化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对其

精神理念和形式载体的传承与弘扬都需要现实的

有效途径，而在文化传播、媒介融合、受众接受等方

面优势明显的动画正好为它提供了一个再发展的

平台。当然对民族文化的珍视不意味着可以抛弃

他者视角，由此滑入对民族文化的自炫。中国有功

夫，有熊猫，却没有《功夫熊猫》，而漂洋过海而来的

熊猫“阿宝”一路飞奔着轻松闯过亿元票房大关。

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动画尽管致力于落实本土想

象，但若是忽视与其他民族其他地区动画的对话，

仍不足以显示自身的特色。在对美日动画大国的

动画制作和发展历程的梳理中，我们也能清晰地看

到湖湘文化和动画共生发展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在

这良性互动中，动画获得了独具湖湘特色的故事素

材、视觉符号、文化内涵，湖湘文化也寻找到了传承

与弘扬的物质载体，有了变为财富的现实方式。

因此，在摇曳多姿的动画领域最大程度地贯注

文化特质，形成独特而有意味的动画形式，凸显湖

南动画的灵性和创意，值得深入探究。当然，我们

研究的是湖南动画，最终的指向却是在全球化语境

下，对整个中国原创动画文化的本土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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