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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逢周一、四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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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年內，中國從年均不到4200分鐘的電視
動畫產量，激增到2011年的26萬分鐘，超越日本
成為世界第一。各地紛紛上馬興建動漫城，希望
在這個快速成長的市場上分得一杯羹。然而事實
上，一方面是我國動漫產量驚人，另外一方面卻
是大部分動漫企業在面臨虧損。
雖受到地方政府政策大力扶持，但動漫產業依

然面臨原創力不足、市場良莠不齊、盜版猖獗、
衍生品開發乏力等諸多問題。一些企業響應號召
轉投動漫，也常常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中國動漫業產值已達600億元，但業內關心

的，大多是產業運作而非動漫本身。有漫畫作家
表示，中國動漫創作者在一起交流，往往大談盈
利模式，卻似乎對自己筆下的人物沒有多少感
情。也許，這才是掣肘動漫的癥結所在。

問題一：作品量多質差
中國目前共有5個動漫上星頻道，33個少兒頻

道。北京電影學院中國動畫研究院副院長曹小卉
說，中國現有26萬分鐘的動畫產業，要多家電視
台連播十幾個小時才能稀釋。國家廣電總局去年
共收400多部動畫作品，能獲得動漫扶持基金的
不到十分之一。專家感嘆，「現在的產量，砍掉
一半還嫌多」。動漫市場已經嚴重產能過剩。
曹小卉說，量多質差的背後是原創力不足，這

與我們輕視傳統文化有關。「中國有很好的剪紙
動畫和水墨動畫，這些老外也許永遠學不了。我
們為甚麼要拔了自己的花去種別人的花呢？」曹
小卉直言，這背後體現了一種民族虛無主義。
浙江大學影視與動漫遊戲研究中心主任盤劍則

從經濟學角度分析，原創力不足和企業的代加工
的產業結構相關。「我們的企業已經長期形成了
代加工的意識，即使轉型做動漫，他們也只會模
仿。」曾入圍第83屆奧斯卡最佳動畫長片獎的中
國動漫作品《夢迴金沙城》，在國外電影節展映
時就遭遇過版權的質疑。

問題二：市場魚龍混雜
動漫業在我國仍處在初級階段。眾多前身是重

工業的企業，一哄而上轉向動漫，勢必造成泥沙
俱下的市場現狀。以創作《老夫子》而風靡內地
的漫畫家王澤形容中國目前的動漫市場，「就像
亂蹦亂跳的小孩，處事毫無章法，沒有自己的套

路和特色。」
玄機科技總經理沈樂平說，供過於

求的市場現狀，直接降低了動漫企業
對播出平台的議價能力。「現有26萬
分鐘動畫的產量，可電視台其實只能
消耗20%，加上中國的賣片價格本就
不高，單靠播映收入根本不夠維持。」
沈樂平說，因為政府對播出有獎勵，
一些企業為求播出，免費供片甚至
反貼錢給電視台，這使得市場陷入惡
性競爭。如何規避這一現象，需要政
策作出相應的調整。
相比來說，日本的動漫市場起步

較早，規範化程度很高。「夏天島」
團隊曾成功打入日本主流漫畫市
場，負責人姚非拉告訴記者，自己
不會一句日語，與日本的同行合作
卻很輕鬆，這源於日本動漫市場的
成熟。「他們專業而詳細的推廣方
案讓我驚嘆。」
姚非拉說，對比來看，國內市

場在各個環節都要自己嚴格把控。他
不僅要盯㠥出版商，防止一本很好的漫
畫書被包裝成山寨作品，還要盯㠥印刷
廠，防止出版商不按合同辦事偷偷加印。
當動漫作品最終進入市場，盜版的威脅

又接踵而來。《喜羊羊與灰太狼》火爆後，
從城市到鄉村遍地可見喜羊羊的標識，盜版
經營商的利潤是正版經營者的4倍。不過沈樂平
說，這個問題在新媒體上解決得比較好。
「我公司的《秦時明月》，去年網絡播放的收

入1200萬元，這在傳統電視媒體上是不可想像
的。新媒體有點擊和排行的量化評判，廣告收益
分成和點擊率直接相關，《秦時明月》的點擊率
在半年內突破3億，我們就有底氣和廣告客戶去
談。」

問題三：
「我們沒有專業的編劇、營銷人才」

「中國動漫市場是中間重、兩頭輕。重的是指
製作人才已經過剩，輕的是劇本創作，和產品推
廣人才偏少。」中南卡通董事長吳建榮說。
事實上，目前國內開設動漫專業的院校已有近

1957年，明朝萬曆皇帝的陵寢——定
陵發掘過程中，考古人員發現陵墓所用
青磚歷經五百餘年，依然不蝕不鹼，叩
擊有金石聲。這些刻有「臨清」字樣的
青磚，正是自明朝永樂初年（約公元
1403年後）開始，由山東臨清燒製的
「貢磚」。由皇權而興，由運河而盛，臨
清貢磚也隨皇權隕落運河淤塞而不再輝
煌。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它正
期待新的振興。
提起臨清貢磚的歷史，臨清博物館館

長魏輝如數家珍。他說臨清距離京城迢
迢幾百里，之所以能成為貢磚的基地，
與大運河有㠥扯不斷的聯繫。京杭大運
河自臨清而過，在當地形成了良好的淤
積土質，俗稱「蓮花土」，細膩無雜質，
沙粘適宜，是燒製青磚的最佳材料；同
時，臨清傍臨運河，貢磚燒成檢驗後可
直接裝船解運京師。並且當時臨清是衛
所重鎮，屯兵擁眾，又是國家儲糧基
地，還是商業都會，可以嚴格控制各地
派出徭役滋事生變，滿足窯工生產生活
日用所需。同時臨近運河，借助水路運
往京城甚為便捷。於是明成祖朱棣決定

遷都北京的時候，便決定在臨清設工部
營繕分司，專司建窯燒磚，直至清末綿
延500餘年。在臨清有句古語「臨清磚，
北京城」， 說的是臨清貢磚撐起了北京
皇城。
此話並非誇大，記者在臨清博物館的

貢磚展廳看到，在紫禁城發現的刻印有
「大工」、「內工」、「壽工」等字樣的各
式臨清磚。魏輝介紹這是由臨清製作分
別供給皇家公務建築如（太和殿）和祭
祀建築（如天壇）、內府以及陵寢所用的
貢磚。這些磚每一塊都詳細標明產地、
年代、窯戶、工匠等信息。這些細節顯
示了臨清青磚作為貢磚的品質。貢磚燒
製多達18道工藝流程。從取土到成磚，
要經過2至3年的時間。
今年74歲的景老先生是第二批國家級

非物質文化遺產「臨清貢磚燒製技藝」
的項目傳承人，他家祖輩就是燒製貢磚
的窯工，到他是第四代。他從十幾歲就
開始在磚窯幹活，前後從事貢磚製作30
多年。
臨清貢磚原係皇家御用，清末以後便漸

趨凋零。據景永祥回憶，到上世紀60年代

時，用「貢磚」的技藝燒製的青磚便完全
被紅磚代替。到上世紀70年代末，隨㠥國
家對文物保護的重視，故宮、天壇等單位
出於修復的需要，陸續到臨清尋找可替
代原有舊磚的青磚，竟然發現在當地已
無生產。到90年代，隨㠥文物復建與仿
古建築的大量需求，已經燒了20多年紅
磚的景永祥，憑借世代口傳心授的經
驗，重又恢復了青磚生產。
景永祥的磚廠現在有8個磚窯，每年燒

製300多萬塊青磚，質量上乘的磚每塊能
賣到20多塊錢以上。雖然體力付出很
大，但他磚廠的職工能拿到6000元以上
的月薪，這在當地是一筆可觀的收入。
景永祥磚廠的產品賣到了蓬萊水城和成
都杜甫草堂，用於古跡維修。他的磚完
全按照古法燒造，他拿起一塊磚敲給記
者聽，果然發出類似敲擊金屬的聲音，
這就是正宗臨清貢磚的品質：敲之有
聲、斷之無孔、堅硬如石。
景永祥磚廠門口豎㠥「臨清貢磚第一

貢磚廠」、「國家非物質遺產保護單
位」、「臨清金磚研究所」等幾塊牌子，
然而整個廠區是坐落於一片麥地之中，
沒有圍牆、沒有辦公區、甚至沒有廠
房，不但工藝連製作環境都和幾百年時
一模一樣。唯一的區別是經過景永祥的
一番研究，終於可以用煤炭作為燃料來

代替豆秸，使得溫度更易控制。景永祥
說，以他現在的產量，無法供應市場的
需求量。此前山東棗莊台兒莊古城修
復，有一個300萬元訂單的大買賣，由於
產量有限，他沒敢接。而同時，由於青
磚供不應求，當地也出現了多家青磚
廠，由於急功近利部分企業不按傳統工
藝製作，造成青磚質量低劣，損害「臨
清貢磚」的聲譽。景永祥特別希望政府
能落實有關政策，使臨清貢磚的品牌能
健康發展。
不過景永祥對未來依然充滿信心，他

相信隨㠥人們對生活品質的追求，清幽
淡雅的「青磚白灰」式建築必將代替刺
眼的紅磚而重新興起。目前他的兒子正
在幫他打理磚廠，接續貢磚家族第五代
的傳承。 文、攝（部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永傑

臨清貢磚期待重興

■景永祥的磚廠豎立幾塊牌子充當大門。

■中國動畫產量已超日本成為世界第一。 ■動漫衍生品市場開發需進一步探索。 ■動漫表演形式活潑生猛。

■製磚坯。 （資料圖片） ■故宮中發現的臨清貢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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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脈 中 國 動 漫 產 業
癥結在產業鏈殘缺非創意

「我只用一個腦袋和一隻右手就畫出了5000萬——這是漫畫的力量，而

用我的左手卻可以創造到2億元——這就是文化創意產業的力量。」

在第八屆中國國際動漫節的高峰論壇上，台灣著名漫畫家蔡志忠如此說

道。事實上，這也是各地方政府現今大力發展動漫產業的動力所在。動漫

作為一種「無煙產業」，變成了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促進經濟轉型升級的

行業新寵。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潘恆

千所，學生超過60萬人。可是，中國高校動畫教育的培養模式，
或走電影創作的路子，或是傳統繪畫美術改造而來，更多的是分
散在設計、計算機、師範等專業中。老師半路出家，學生分流
進廣告業，「我們幾乎沒有專業的動畫編劇、市場營銷人才。」
昆山玉騏麟文化公司任總導演王立人說，自己是一個動畫導

演，以前代工過迪斯尼、日本的動畫片，後來國家發展動漫產
業，就轉過來做原創動畫。「像我這樣，一直做動畫的國內動
畫人，真的很少。大多數導演、編劇、營銷等，都是原先就在
非動畫領域做的。」
專業人才缺乏造成開發能力薄弱。就算是誕生了《喜羊羊與

灰太狼》的廣東原創力公司，也由於受困於市場推廣體系
不完備，而不得不把品牌授權讓給迪斯尼。

曹小卉說，我們對開發衍生品的理解過於狹窄。衍生
品不光是形象商標還有內容的再挖掘。比如可以考慮做

成木偶劇、出書、建主題公園或博物館。「上海的迪斯尼
樂園馬上就要建成，可久負盛名的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卻
至今沒有建立起一座博物館。」曹小卉說，日本人最喜歡

為自己的動畫角色開設博物館，這就使文化傳承有了載體。
「原來假的動畫形象就變成了真的文化財富。」

問題四：進軍海外艱難
2011年，中國各影視機構共出口動畫片20萬分鐘，但打入主流

動漫市場的作品依然鳳毛麟角。國家廣電總局副總編輯金德龍坦
言，國產動畫作品中思想性、藝術性和觀賞性統一的力作偏少，
國產動畫項目的盈利模式也有待進一步清晰完善，動畫品牌經營
能力弱，沒有形成完整動漫產業鏈。
中南卡通是浙江動漫龍頭企業，作為國內成功走出海外市場的

動漫企業之一，目前作品已覆蓋7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海外設立
多家分支機構。總經理沈玉良說，只要是真正原創的好作品，海
外觀眾還是認可中國題材的。
「但是，我們急需深諳國外動漫市場運作規律的營銷人才。」

沈玉良拿入圍了奧斯卡的《夢迴金沙城》來說，它的商業推廣也
只注重了新聞宣傳，而沒有採取有效的營銷活動，使得作品至今
沒有很高知名度。
沈總說，一些小型的動漫企業因為心切，進軍海外時特別容易

吃虧。「國外一些小型的發行公司常會利用我國動漫企業不熟悉
海外市場的劣勢，在明知沒有發行能力的情況下，和國內的動漫
企業合作，這大大影響了中國動漫的海外拓展。」
「我們要多和發行公司有效溝通，積極融入國際市場，但也不

能盲目聽從。」

■販賣動漫產品成了商家生財新途徑。 ■經典動漫人物歡樂遊行。

■北京電影學院中國動畫

研究院副院長曹小卉。

■中南卡通董事長吳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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