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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动画走出去要“求同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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抟 泥 寄 情
□杨辉素

一

他叫谢四光，1968年生，土生土
长的张家口崇礼人。老谢平头、国字
脸，你说别的话他不接腔，一说泥塑
他就滔滔不绝。

崇礼地下多胶泥，小时候他就喜
欢玩胶泥，和一块胶泥在墙上或地上
摔，摔到那胶泥有了韧性，便可以搓
捏成任意形状。他痴迷上了塑形，又
发展成用小刀刻，母亲买了一块肥
皂，他偷拿出去刻成了人物头像。那
时物质匮乏，肥皂是稀缺品，结果可
想而知，他被狠训一顿。上了高中，学
校上晚自习时经常停电，学生们要自
备蜡烛。他就把别人燃剩下的蜡烛
头，用小刀刻成宝塔或者其他什么形
状，一排排精致的小物件摆在桌子
上，连老师看了都赞赏不已。

大学，他学的是土建设计。专业
学习之余，他还拜一位老师学画速
写，间架结构，线条疏密，美术学习
为他日后塑造出栩栩如生的泥塑作
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真正开始泥塑创作是在 2010
年，谢四光的女儿网购了一些陶泥
让他练手。从那之后，他把泥塑正式
拾起来，并一发不可收。一切都是自
学，跟着网上的视频学，买各种泥塑
和美术书籍学。听说哪里有会泥塑
的，就登门去拜访，还专门去了被称
为“中国泥塑第一村”的河南省西杨
玘屯村。他试过很多种泥，还是喜欢
家乡的红土胶泥。

崇礼境内主要有古界、元古界
地层，在局部地区和山间沟谷中有
中生界及新生界地层出露。数亿年
的母岩经过风化、溶蚀、淋滤，残留
下来的不可溶的细粒物质，在崇礼
的地下形成了厚厚的红色粘土，俗
称胶泥。

为了找到优质胶泥，谢四光背
着铁锹，踏遍了崇礼的沟沟坎坎。胶
泥都深埋在距离地面 1.5 米以下的
土层。深挖出来的胶泥还不能直接
用，需要在大桶里以水浸泡搅拌，静
待几日，砂粒下沉，只取中间浆层
用。为了增加泥的韧性，他在里面加
入棉絮和纸浆。他的工作室里放着
一团团状如“干蘑菇”样的东西，拿
起来很轻。他说这是用旧报纸做的
纸浆——先用水把旧报纸泡烂，再
捞出来晒干。为了把泥和透，他竟别
出心裁地购买了一台做馒头的和面
机来和泥。和好的胶泥被分割成方
块装在塑料袋里，要醒发两三个月
才更好用。

创作过程中，除了专业泥塑工
具，瓶盖、梳子、笔筒、牙刷、螺丝、木
片、羽毛……生活中的一切物品都
被他拿来用了。有时走在街上看到

地上有一个什么小物件，他也要想
想可以用到泥塑中的什么地方。

泥塑人物最难的是对性格和心
理的体现。为了让人物活起来，谢四
光没事就到人群中去观察人在各种
情境下的面部表情。泥塑时，他还常
常对着镜子做出喜、怒、哀、乐的表
情，眉头、嘴角的些微变化，脸上哪
怕一小块肌肉的抖动，他都记录下
来。看过他作品的人都说，他的作品
走心，有生活气息。

他的作品《幸福》，塑造了一位
饱经沧桑的老农。厚厚的棉帽子，对
襟老棉袄，缺失的牙齿，搭在膝上的
长烟杆，老农苦难后的知足幸福让
人心疼，又让人释然。作品《老伴》塑
造了老爷爷正在为老奶奶掏耳朵
的形象。老爷爷的大烟杆往衣兜里
一插，一只手揪着老奶奶的耳朵，另
一只手抓住她的胳膊，好像在说：

“别动，有一大块。”老奶奶则惬意地
微闭一只眼睛，脸上满是享受，还有
孩子般被宠溺的幸福。一尊简单的
泥塑作品，能让人看到人物，看到故
事，看到历史，着实不简单。好作品
让人怦然心动，产生深深的艺术共
鸣，这也是他追求的目标。

随着泥塑作品越来越成熟，谢
四光收获了河北省工美行业艺术大
师、河北省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等荣
誉称号，他还被认定为张家口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泥塑艺术代表
性传承人。很多人要出重金买他的
作品，但是他说：“一件都不卖，这伙
是我的孩子。”

崇礼人把“这些”叫做“这伙”。
谢四光爱“这伙”泥塑到什么程度？
他每天半夜上厕所时，都要拐到展
室再去看一眼他的“这伙”泥塑。

二

2015 年 7 月 31 日，在马来西亚
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 128 次
全会上，中国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
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举办权。

在那一刻，每一个坐在屏幕前
的中国人都欢欣鼓舞。

谢四光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他立即想到要用系列泥塑作品宣传
冬奥会，宣传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
当他得知建在崇礼的中国国家跳台
滑雪中心的造型是充满中国文化元

素的“雪如意”时，更是激动不已，这
组冬奥会泥塑作品就以“雪如意”为
主！

如意，是中国传统的吉祥物，又
称“握君”“执友”“谈柄”，由古代的笏
和搔杖演变而来，柄呈S形，外形和灵
芝相似，柄端作手指形，用以搔痒，可
如人意，因而得名。如意，承载着中国
人民祈福禳灾的美好愿望。

数千年来，如意的材质有玉石、
金、银、铜、铁、犀角、象牙、竹、木、陶
瓷……就连最擅长制作如意的能工
巧匠恐怕也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们
会以“雪”为如意，向世界展示民族
的文化智慧。

“雪如意”静立在崇礼的群山之
上。它的“柄首”——顶峰俱乐部，犹
如祥云高高地悬挂在山顶，它的“柄
尾”——看台区，像银色的汤匙躺在
山底。而连接这两端的，是曲线优美
的S形赛道。当运动员从“祥云”里飞
跃而下，底部的观众无论从哪个视
角，都能一览无余，尽情地观赏运动
员们腾飞而下的身姿。那身姿激起
雪野和天空的激情，深深震撼着苍
莽的山川林海，震撼着中国，震撼着
世界。

世界上首个采用全钢筋混凝土
超长框架结构，世界上首个在顶部
出发区设置大型悬挑建筑物的跳台
滑雪场馆，世界上最具设计感的跳
台滑雪场馆，世界上最长的跳台滑
雪赛道，这数个世界之最，怎能不让
每一个中国人深深骄傲！

谢四光心潮澎湃，他要用泥塑
记录下中国的伟大时刻！

他一次次到“雪如意”场地拍下
照片，还找来“雪如意”的部分图纸，
力求做到精确、逼真。

这么宏大的建筑浓缩成泥塑作
品，对他是一种挑战。

可是他愿意接受这个挑战，这
是他的责任。

三

谢四光的每一次创作，犹如和
自己的一场马拉松比赛。终极目标
就在那里，时间的快慢，过程的艰
辛，其间要解决的难题，是一场对精
力、耐力、智力、技艺的考验，只有坚
持不放弃，才能达到目标。

首先是搭骨架，这是“赛跑”的
第一步。这么大的泥塑作品，没有骨

架就撑不起来。他反复试验，竹条、
木棍都不合适，最终选定铁丝。铁丝
粗了不行，折角处弯不过；细了不
行，被泥一压就会变形。铁丝弯曲弧
度要和图纸一致，铁丝和铁丝的衔
接处更要处理好接头。

骨架搭成了，开始正式在上面
泥塑。干后开裂是要解决的最大问
题。他从解决泥的韧性上下功夫，添
加棉絮、纸浆的多少反复试验。后来
又想出在容易开裂的地方填充上布
片。捏了毁，毁了捏。那些日子，他成
了编织工、焊工，每一个尺寸，每一
个细节，不知要返工多少次。

没有坦途，如在原始的大山里
开辟雪道，砍倒树木，清除杂草，搬
去大大小小的石头。他头顶的灯光，
是他的太阳，也是他的月亮，他在日
月轮回中向着目标前进。

终于，历时两个多月，作品完成
了。一件长 1.2 米，高与宽均为 50 多
厘米的泥塑“雪如意”静静地置身绿
色的“崇山峻岭”之间，让人提前进
入那热“雪”沸腾的比赛场景。冬奥
期间，“雪如意”将举办10场比赛，其
中 6 场在晚上，这对灯光要求较高。
真实的“雪如意”建设了15根大型灯
柱，以保证赛时“亮如白昼”。这个细
节他也没有忽略，泥塑作品完成后
同样配上了灯光。在夜晚，熄了房间
里的灯，泥塑“雪如意”灯光闪烁，让
人恍如正在俯瞰崇山峻岭间的壮观
景象。

谢四光知道，作品成了！他完成
了与自己的赛跑，并且取得了令自
己满意的成绩！

四

谢四光的“冬奥会”系列泥塑作品
中，以“雪如意”为主，还有15件冰雪运
动项目作品和1件“取火种”作品。

运动项目泥塑作品同样不好
做，要撷取人物的瞬间动态，来展示
最具代表性的运动员的高光时刻，
对胶泥这种材质来说是一种挑战。
以胶泥的厚重沉稳，来实现运动的
轻盈灵巧绝非易事，腾空而起的动
态如何表达，让作品保持平衡的支
撑点如何做到，肢体跨度中人物的
胳膊腿如何不断裂，运动员的面部
表情如何体现“这一个”……谢四光
陷入了沉思。

他开始一趟趟跑滑雪场。

崇礼号称“雪国”，像生活在河
边的人多会游泳一样，生活在崇礼
的人多会滑雪。冬奥会的即将举办，
更是拉动了崇礼的滑雪热潮，一到
节假日，不仅当地的大人小孩来玩
儿，就连全国各地的滑雪爱好者也
来到这里。国家专业滑雪运动员更
是把训练基地建在这里，运动员们
常年在这里封闭训练。谢四光年轻
时热爱滑雪，而且技术还不赖。后来
年龄稍长，去的就少了。现在老谢又
去滑雪场了，如今他是去观察别人
滑雪。

那些日子，滑雪场上总能见到
一个中等身材的中年男子，对着滑
翔者时而拍照，时而凝思，时而在本
子上写写画画。有人躲开他，有人投
来质疑的目光，老谢本是个脸皮薄
的人，但为了作品他豁出去了。

他爱上了体育频道，还从网上
观看冰雪项目的视频，那一个个精
彩的形象如草蛇灰线般在他心中
逐渐明晰起来。又经历泥塑过程中
的爬坡过坎儿，殚精竭虑，终于在
泥土中盛开起一朵朵艳丽的运动
之花。

姿态优美的花样滑冰、展现动
静之美的冰壶、芭蕾舞般的自由
式滑雪、最具视觉冲击力的高山
滑雪……他制作了15件泥塑冰雪运
动项目，人物动态神情各异，每一件
都栩栩如生，每一件都体现着奥林
匹克精神。

今年 10 月 18 日，北京冬奥会火
种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发祥地——希
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古奥林匹亚采
集成功。在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赫
拉神庙遗址前，奥运火种再次为北
京点燃。谢四光随后又完成了名为

“取火种”的泥塑，象征着和平、光
明、神圣、团结与友谊等意义的火
炬，被高高举起。

那一天，谢四光的系列冬奥会
泥塑作品全部完成！

无数的捏揉雕琢中，谢四光早已
和他的“这伙”泥塑作品融为一体！

作为一名完全靠自学的业余泥
塑爱好者，谢四光的作品也许还不
能和国内泥塑大师的作品相媲美，
还有很多提升空间，但所有的梦想
都值得被敬重，谢四光用一个平凡
人的热爱，书写着时代的光辉，也让
人们更加期待，那场举世瞩目的、彰
显人类精神的冬奥会！

“过了许久，‘高照’到了，长竹竿揭起一条很
长的旗，一个汗流浃背的胖大汉用两手托着；他高
兴的时候，就肯将竿头放在头顶或牙齿上，甚而至
于鼻尖。”鲁迅《朝花夕拾·五猖会》中的这段描述，
说的就是民间花会上表演的娱乐节目——高
照。巨龙、雄狮、锣鼓，唱的、耍的、舞的……每每
欢庆的节日，中国街头坊间处处绽放着传统民间
花会艺术之花，它们深深根植于生活的沃土，俨
然一幅民族情调浓郁的风俗画，描绘着古老国度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悠长的人生韵味。

品年味，逛庙会，不仅是鲁迅笔下那水路中
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五猖庙的热闹。或许置
身浸透着悠悠古韵的正定，也能让你领略那流
转千百年的民间风俗，感受淋漓尽致的精神狂
欢。每年春节元宵，千年古刹隆兴寺天王殿前，
古朴典雅的宁荣街和荣国府门前，一阵阵清脆
悦耳的演奏，一通通铿锵的常山战鼓，再加上秧
歌、竹马、旱船，它们共同将传统民间花会演绎
到高潮，也将人们带入欢乐的海洋和浓浓的年
味儿之中。

喧嚣热闹中，若要说最惊心动魄的节目，还
属威风凛凛的正定高照（也称中幡）。高照，寓意
事业高照、官星高照。相传，古时皇帝出行或外
出征战，都有盛大的仪仗队，打幡旗是必不可少
的仪式。地处多县市交界的石家庄市正定县新
城铺村地理位置优越，使得百姓得以见到仪仗
队抛耍幡旗，于是他们模仿学习、创新发展、世
代延续，最终让这门技艺成为流淌在当地百姓
血液里永不消逝的乡风、乡俗与乡情了。

耍高照，亦称舞中幡。北京、香河的中幡，正
定的高照，合称“两幡一照”。粗而长且配有多种
彩饰的大竹竿，在舞者的手中花样迭出，时而像
游龙出水，时而像凤凰展翅，时而又像参禅礼
佛。它高高在上，一会儿动，一会儿静，竿上彩旗
猎猎、铜铃声声，伴随着大气雄浑的鼓点，就像
一支战斗胜利的队伍，煞是威风。

高照，不但名字美好、表演好看，就连每一
道制作工序都寓意欢乐吉祥。五蓬花伞代表着
民众对五谷丰登的向往；绣球、角旗是圆满幸福
的象征；幡衣则表示万事如意……

如果说观赏性和美好寓意是正定高照的看
点，那它高超的技术性就是最具吸引力的因素
了。幡不离身、竿不落地，幡面不缠绕、幡顶铃铛
响，竿稳、眼准、手快，手眼配合是耍高照最大的
讲究。无论是单耍、对耍还是群耍，十几公斤的
小幡，数十公斤的中幡、大幡，被舞者抛掷起来，
用手指、小臂、两肩，甚至下颌、唇鼻、头顶承接。

“托塔”“盘肘”“二郎担山”“旱地拔葱”“孙猴背
剑”等一系列连贯且有节奏的动作，配合金鼓
声，将人们带入艺术美的境界之中，观者如潮如
水，如墙如堵。难怪人们看完一套套高难度的动
作后，对舞高照的健儿们不由地行礼致敬。

然而，高照给观众带来欢乐的背后，却是舞
者艰辛的付出。高照技艺性强、危险性大的特
点，导致了后继乏人的现状，这也让正定高照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郭建兵充满了忧
虑。身体素质要求高，表演收入低等问题，对训
练者有着极大的挑战，能坚持下来的人并不多。
即便困难再多，将传承高照作为一生事业的郭
建兵，依旧不断地找寻接班人、外出展演、研究
创新，因为他坚信，老祖宗留下的这宝贝不会到
他这里消亡，高照背后所蕴含的民族精神也会
代代传承下去。

的确，高照表演中各种惊险刺激的动作，不
就蕴含着中华儿女不屈不挠、勇于挑战、勇攀高
峰的民族精神吗？那旋转手法中呈现的力的旋
律、美的造型，不就体现着中华民族坚韧不拔、
团结向上的文化意识吗？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坚
信，无论这一方土地如何变迁，无论时光如何流
转，高照都会是人们内心永久铭记的一幅美丽
画卷，它所承载的美好景象和欢声笑语也将长
久地陪伴着我们。

2020年7月15日，《无敌鹿战队》
第一季在爱奇艺上线，其后作为首部
在尼克儿童频道播出的中国原创动
画片，相继登陆亚洲、欧洲、大洋洲，并
于 2021年 1月 25日在美国播出。至
今，《无敌鹿战队》已在160多个国家
和地区播出，成为中国原创动画成功

“出海”的范本。（11 月 15 日《人民日
报·海外版》）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产动画走
向世界。据不完全统计，从 2018 年
起，至少 30 部国产动画作品实现出
海或发布海外上映计划。纵观这些
成功“出海”的作品不难发现，大多数
具有“求同存异”的共性——“求同”
即找到人类的共通点、共情点；“存
异”则是通过创新形式的“国风”表达

中国文化特色。
随着中国文化影响力的增强和

视听产品内容品质的提升，国产动画
不再满足于“墙内开花墙内香”，而是
以自信的姿态相继实现“出海”。早在
2009 年，国产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
狼》便登陆尼克儿童频道，在亚洲 13
个国家与地区以英语播出。之后，
2015年的《大圣归来》、2016年的《大
鱼海棠》、2019年的《白蛇：缘起》等一
系列兼具票房与口碑的动漫电影纷
纷走出国门。如今，不仅是亚洲国家，
西欧、北美等多个海外市场都能看见
国产动画的身影。这些优秀国产动
画的共同特点是，既有鲜明的中国元
素又有国际化的讲述方式，它们以自
身的成功阐释着国产动画如何“求同

存异”地走出国门。
不少网友曾担忧：孙悟空、哪

吒、白蛇都是中国神怪，外国人能看
懂吗？电影里各种“本土梗”如何能
原汁原味地翻译出来？毋庸置疑，
进入国际文化传播语境，国产动画
的 确 面 临 着 文 化 差 异 等 诸 多“ 门
槛”。外国观众虽然不懂哪吒的混
天绫、风火轮，但他身上的抗争精神
能引发世人的共鸣；《齐天大圣》虽
然讲的是中国神话故事，但它传递
的精神内核却是世界范围内能理解
的，即对旧有秩序的挑战、对自由的
求索，以及果敢的进取精神。简而
言之，“出海”后真正俘获人心的国
产动画，除了好的本土故事，还要有
人类共通的情感和价值观。

“有了好故事”之后更需要思考
“怎么讲这个好故事”。如何用国际
化的视听语言讲好中国故事，是国产
动画“走出去”亟待破解的核心议
题。若想在海外市场获得观众的欢
迎，需要运用让各国观众都明白、能
接受的表达方式，使产品的供给和需
求匹配，让故事的叙述风格适合海外
市场。经过多年“出海”摸索实践，如
今这一观点已经成为业内普遍共
识。的确，从“出海”成功的国产动画
作品看，它们都具有某些共性——从
美学风格来看，各种创新形式的“国
风”表达极具中国文化特色；从叙事
方式来看，普遍具有故事流畅、节奏
清晰等特点。

随着国产动漫走出去的步伐不

断加快，中国动漫在国际舞台上的声
音也逐渐响亮。我们有理由相信，在
越来越多动漫从业者的努力下，国产
动漫将带着更多中国故事走向世界，
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优质载体。

锣鼓齐动
舞中幡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晓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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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精彩视频。

■正定高照

正定高照 视觉中国供图

深夜，一方斗室，灯光如昼。
斗室内，一面工作台，台上一柄形如大勺子似的铁丝骨架，骨架旁一块赭红的胶泥。
台旁，一个孤独的身影。他十指灵巧，似在胶泥上舞蹈。看吧，一条条，一块块，一团

团的胶泥，被这双手捏、压、搓、揉、按、贴、雕、刻、挤、抹……泥土在他手中发生了质变，变
成了肌肉，变成了筋骨，变成了被注入了灵魂的生命体。

他热爱泥塑，泥塑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他朴实而高贵的梦。
他用一个平凡人所有的热情和激情，创作了他眼里的“雪如意”。

是的，它就是北京冬奥会的标志性场馆
之一——中国国家跳台滑雪中心。

□曹 铮

谢四光和他谢四光和他
的泥塑作品们的泥塑作品们

谢雅茹摄谢雅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