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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哪吒之魔童闹海》（简称《哪吒2》）以破123.2

亿元票房（截至2月18日）的壮举登顶全球动画电影

票房榜冠军，这场席卷全球的“国漫飓风”不仅让世界

见证了中国动画的工业实力，更在吉林这片黑土地上

激荡出深远的回响。

从长春时间线动画的绑定系统开发者郑凯文，到

吉林动画学院（以下简称“吉动”）输送的诸多幕后创

作者，吉林动漫人以“提线木偶师”般的匠心，悄然托

举起这场视觉盛宴的一角。

这场票房奇迹背后，也透视出吉林动漫产业20年

磨一剑的沉淀，更蕴藏着东北文化创意产业破局新生

的密码。

《哪吒2》

吉林动漫的“隐形翅膀”

在《哪吒2》片尾滚动的138家制作公司名单中，

“长春市时间线动画设计有限公司”的名字格外醒

目。创始人郑凯文开发的自主知识产权绑定系统，为

影片中哪吒的每一个腾挪翻转注入了灵魂。这位半

路出家的篮球专业毕业生，用20年时间从“行业拓荒

者”成长为技术排头兵，其经历恰是吉林动漫人“野蛮

生长”的缩影——没有科班背景，却以极致热爱与创

新精神，在细分领域打磨出国际水准的利器。

而在这部集结4000余名创作者的史诗级作品中，

吉动毕业生的身影同样活跃于建模、场景设计、特效

制作等环节。作为亚洲最大的单体动画学院，吉动的

“学研产一体化”办学特色，让学生在校期间即参与

《青蛙王国》《疯狂电脑城》等院线级动画项目，将课堂

变为“创意工厂”。据了解，该校动画专业毕业生就业

率常年保持在全国同类高校前列，其“高质量应用型

人才”标签已成为行业“金字招牌”。这种“入学即入

行”的培养机制，与《哪吒2》导演饺子“死磕五年、迭代

百版”的创作理念不谋而合——唯有将产业标准前置

到教育环节，才能锻造出经得起市场检验的“动画铁

军”。

黑土地上的动画基因

从“人才摇篮”到“创意硅谷”

吉林动漫的崛起绝非偶然。作为“新中国电影的

摇篮”的长春，早在20世纪90年代便孕育出中国首个

以城市命名的电影节；而吉动自2000年创立之初，便

以“两个基地一个产业园”（国家动画教学研究基地、

国家动画产业基地、吉林动漫游戏原创产业园）的格

局，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生态系统，在这里，院系负

责人同时担任企业艺术、技术总监，学生创作直接对

接市场需求；默默坚守品质输出的吉林凝羽动画，用

“家乡话”传递着向真向善的青春寄语，不仅有5季评

分超高的动漫番作，更诞生出《茶啊二中》这部票房

破3亿元的原创IP电影……可以说，在吉林，这种“教

育—创作—产业”的闭环，让国产动画“从实验室到电

影院”有实现最短转化通道的绝佳基础。

面对人工智能浪潮，吉林高校更展现出前瞻视

野。吉林艺术学院设立创新性艺术人才培养计划，以

“个性化培养方案”孵化出了《百鸟朝凤》《生生不息》等

斩获金猴奖的作品。吉林动画学院十年布局、率先行

动，把人才培养重心定位在“艺术与技术”融合，开设AI

动画创作、AI影视特效等前沿专业方向，让学生在学习

与实战中掌握AI在动画领域的应用，包括智能角色建

模、场景自动生成、情感识别与动作捕捉等技术，致力

于培养兼具艺术素养和技术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这些创新举措不仅为吉林动漫产业注入了科技

动力，更为东北地区乃至全国的文化创意产业探索出

一条全新的转型升级之路。正如吉动董事长、校长郑

立国所言：“技术迭代可以淘汰中低端生产力，但文化

底蕴与创造思维永远是动画人的‘护城河’。”这种对

“艺术+科技”双核竞争力的坚守，恰与《哪吒2》中“S级

视效标准”和“东方美学重构”的创作理念形成共振。

破局之路

让“哪吒之火”点燃黑土地

《哪吒 2》的成功，为吉林动漫提供了三重启

示：

其一，技术自主化是产业升级的命脉。郑凯文的

绑定系统之所以能跻身顶级项目，关键在于突破了

Maya平台的技术依赖。吉林拥有中科院长春光机所

等科研重镇，若能推动光学捕捉、实时渲染等技术与

动漫产业深度融合，或可催生更多“时间线动画式”的

技术“独角兽”。

其二，文化在地化是IP孵化的灵魂。《哪吒2》中

玉虚宫的汉代建筑意象、陈塘关的市井烟火，证明传

统文化IP的现代表达永不过时。吉林坐拥长白山神

话、高句丽文化、东北民俗等文化富矿，亟待通过饱含

“吉情吉美”特色项目的持续开发，构建具有地域标识

的“动漫宇宙”。

其三，生态协同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吉林省

近期发布的18项动漫产业新政，从“骨干企业培育”到

“原创IP孵化”，从“三大基地建设”到“人才职称改

革”，勾勒出“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的发展蓝图。若

能进一步打通吉动、凝羽动画等企业与长影集团、吉

视传媒的协作链路，吉林完全可能成为东北亚动漫产

业的“新势力极”。

从《大闹天宫》到《哪吒 2》，中国动画用六十载

完成从“美术片”到“工业大片”的跨越；而对吉林

而言，这场跨越更是关乎东北振兴的文化突围。

当吉动学子在《哪吒 2》片尾字幕中留下姓名，当

“吉林绑定系统”驱动着哪吒的风火轮，这片曾经

承载共和国工业荣光的土地，正以“创意+技术+文

化”的新质生产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动画传奇。

或许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这样的画面：长白山

的雪原上，吉林创造的“新哪吒”脚踏 AI 生成的火

莲，带着关东大地的豪情，冲向世界动画的星辰大

海。

风起哪吒——

一部动画史诗背后的吉林启示录
本报记者 马璐

寒假伊始，当许多孩子还沉浸在睡懒觉、打游戏的悠闲时，长春市图书馆的

少儿阅览区已悄然迎来了一群身着嫩绿色马甲的“小馆员”。他们穿梭在书架

间，踮脚整理绘本，弯腰核对编号，稚嫩的脸庞上写满认真。这场由长春市图书

馆发起的“小树苗·义务小馆员”志愿服务活动，让寒假生活多了一份独特的“职

业初体验”，也让孩子们在书香中触摸到责任与奉献的重量。

从“读者”到“守护者”：一本绘本的回家路

长春外国语实验学校五年级的毛荦然是这次活动中的一员。报名时，妈妈

曾笑着对他说：“你总说图书馆的书‘自己会回家’，这次就让你当一次‘导航

员’。”然而，当毛荦然真正站在少儿绘本区的归还车前，面对堆积如山的书籍时，

他才意识到，“导航”并非易事。“每本书的编号都像是它的‘门牌号’，错一位就会

‘迷路’。”他回忆道，最初面对几十本“找不到家”的绘本时，急得额头冒汗。但几

天下来，他摸索出了“按颜色分大类、记数字找区域”的诀窍，甚至能闭着眼指出

《神奇校车》系列的固定位置。

这份看似简单的工作，让毛荦然第一次体会到“熟能生巧”的力量。“原来图

书馆员阿姨的笑容背后，藏着这么多耐心。”他感慨道。当一位小读者因找不到

《猜猜我有多爱你》急得快哭了时，他迅速从第三排抽出了那本绿色边框的书，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个‘超级英雄’。”

五天“职业课”：在琐碎中遇见星辰

五天的志愿服务中，孩子们的任务远不止整理书籍。他们学习如何轻声提

醒喧哗的读者，尝试用微笑化解借书卡丢失的焦急，甚至主动为低龄孩子推荐绘

本。“有个小妹妹听完我讲的《蚯蚓日记》，第二天特意带了糖果感谢我。”另一名

小馆员兴奋地分享。这些细节让图书馆工作人员倍感欣慰：“他们不仅理解了图

书馆的运作逻辑，更读懂了‘服务’二字背后的温度。”

而对毛荦然来说，最大的收获藏在某个平凡的午后——当他看见白发老人

专注地读报、年轻学生奋笔疾书做笔记、亲子家庭依偎共读时，突然意识到：“图

书馆像一座静默的灯塔，而我们的工作就是守护这片光。”这份体悟，让他在日记

本上郑重写下：“累，但值得。”

寒假的意义：走出课本，触摸生活

当这场特殊的职业体验暂告段落时，它留给孩子们的思考仍在延续。当“寒

假该怎样度过”成为家长群的热议话题时，长春市图书馆的活动给出了另一种答

案：有意义的生活未必需要远行或昂贵的课程，躬身入局的实践、赠人玫瑰的善

意、对社会角色的初探，同样能滋养成长。

正如毛荦然在告别时所说：“明年我想去古籍修复区看看！或许我能发现更

多隐藏的‘密码’。”这份跃跃欲试的好奇心，或许正是寒假最珍贵的礼物——它

让少年们从被动享受服务的人，变成创造价值的参与者；让假期不再是时间的荒

原，而成为播种未来的田野。

这个冬天，书香与童心的相遇，悄然印证着：最好的课堂，永远在生活之中。

书香寒假：

“小馆员”的大世界
本报记者 马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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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如练》是我省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

者任林举2024年 3月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

2025年 1月，它不仅获得了2024年中国报告文学

优秀作品推荐，还入选了“2024百道杰出原创影响

力图书榜”TOP100榜单，证明了这部作品杰出的文

学品质和可读性。

《江如练》是一部在历史人文视域中系统性、

全景式描写漓江生态文明建设的长篇报告文学。

作者从漓江的源头猫儿山出发，一路顺流而下，深

入漓江流域的30余个村落、洲岛进行田野考察，

深度访谈60余人，从历史文化、生态保护等维度，

生动叙写了漓江流域在野生动物保护、森林防火、

工业污染与治理等方面的“桂林故事”，展现了漓

江流域的生态文明建设成就。作品由“江源序曲”

“灵渠之灵”“山重水复”“各行其道”“漓水船家”和

“河背之表”六个篇章组成，由漓江源头写起，一路

由北向南，既全景式展示漓江的绝美生态，又重点

描述集情怀、责任、热爱于一身的各具代表性的漓

江人物，形成漓江自然山水风景线与护卫漓江人

物风景线的双线并置，构筑起新时代漓江最美的

风景线。

评论家丁晓原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评论文

章，对该作品评论道：“报告文学如何建构有机有

效的叙事方式，任林举的《江如练》提供了一个有

意义的样本。诗人、散文家出身的任林举，其报告

文学自带诗意和散文的调性，《江如练》可以说是

题材与作者的双向奔赴。第一部分《江源序曲》的

开篇其实就是一篇写猫儿山、大榕江的美文，而作

品最后的收尾描绘‘入夜的桂林’大约就是一首小

夜曲。中间‘千载灵渠’等写桂林漓江人文历史的

章节，近似历史文化散文，此散文的笔调调制出

《江如练》更高的文学品质。”

2024年 4月，长篇报告文学《江如练》新书发

布会暨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就

《江如练》的主题内涵、结构框架、文本特色等进

行了细致解读，对其文学价值、丰富内涵和时代

意义展开深入探讨。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

泽说：“《江如练》是一个很成功的标本，它体现

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在这个时代的非虚构和

纪实性的写作，如何建构起宏大的视野和写作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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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海报 （资料图片）

第二届中国（吉林）动漫大会上发布了吉林省支持动漫产业高质量发展18项举措 本报记者 马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