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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皮影”艺术融入现代数字动画教学探索实践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为了研究如何将传统皮影艺术借助数字动画技术进行创新发展。本文研究了皮影艺术的文化传播属性、皮影的造型艺术、皮影

表演艺术以及皮影艺术的创新发展途径。从皮影艺术创新发展，结合数字动画制作技术特点，阐述如何将皮影艺术与数字动画

技术融合创作的实践途径。同时，探索了如何在数字媒体动画教学中将传统“皮影”文化艺术融入到课程中的方法和路径。

皮影；二维数字动画；创新

皮影在中国流传已经有 1000 千多年的历史，作为一个门古老
的中国传统手工艺和戏剧的完美结合的产物，皮影具有独特的民族
和地域特色。同时，皮影作为一种独特的戏剧形式，在千年的岁月
中发挥着其独特的文化传承功能和魅力。但是，近些年来伴随着美
日动画的崛起和发展，现今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皮影为何物，对于
中国传统文优秀的皮影艺术了解和接触非常有限。甚至出现一种对
于国外动画文化的崇媚之情。数字动画的发展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和技艺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将通过在数字动画
中融入皮影艺术的元素，探索如何在发扬传统文化艺术的前提下实
现将现代数字动画艺术教育与中国传统艺术融合创作的方法与发展
道路。
一、皮影戏艺术研究

1. 皮影的文化传播属性
皮影作为一种艺术和文化的载体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中具有重要

的地位。皮影的发展与演变与宗教、戏曲、民俗有着不可分割的关
系。皮影的剧目丰富多彩内容多取材于宗教、历史、文化、风俗故
事和事件。如传播宗教思想的“变文”，是唐代流行的一种说唱艺术，
讲述佛教故事教义同时配以“变相”进行演绎；放映当时政治文化、
历史事件，宣传历史人物的作品戏曲相结合的讲述神话传说、历史
故事的《西游记》、《武家坡》、《白蛇传 - 断桥》、《封神榜》、

《西厢记》。剧目还有反应风俗民情的“喜影”、“愿影”、“报神”
等类别。总之，皮影做为文化的载体在传播民族传统文化上融合了
多种多样的内涵和艺术形式，可以说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2. 皮影造型艺术
皮影的造型可以说丰富多彩，根据皮影戏演出的道具类别可以

分为头茬、身段、马靠、桌椅、布景大片、道具花石、朵子、站堂
銮驾、车轿、銮舆、神怪、戏片等。类型丰富多彩内容包罗万象。
皮影的造型多以人物的正侧身相为主，形象夸张、纹饰华丽、色彩
丰富，角色性格特征明显，极具夸张和观赏性。不同地域的皮影造
型各具特色，陕西皮影造型脸型方正、刻画细致；青海皮影质朴浑厚、
脸型偏圆，造型突出方中带圆的特点；河南头冠的造型上精致细腻；
河南的色彩艳丽装饰性强。皮影的造型艺术深受地域、文化、政治、
经济等多种元素的多元影响，研究皮影的造型艺术就是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学习过程。
3. 皮影表演艺术
皮影的表演包括“唱、演”两个部分。“前声”负责“唱、念”，

签手负责“做、打”。在表演时两位艺人相互配合才能完成一个角

色的表演。皮影在表演的过程中运动受限于皮影捆绑结构，因此，
角色的运动极具特点。皮影的举手投足，翻腾跳跃完全取决于操纵
皮影艺人的经验和功力。艺人们经过创新发明了“吊马线”、“甩
头发”、“武打”、“单操”、“多操”等操控技法。
4. 皮影艺术的创新与发展
目前，皮影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主要以“皮影艺术的传承”、“皮

影剧目的创新”、“皮影造型艺术创新”三个方面展开。对于非物
质文化产业的传承和发展是国家进行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
分。皮影艺术作为一门流传千年的民间手工艺及戏曲融合的经典艺
术形式这些年也备受瞩目。皮影艺术传承的工作主要包括“皮影艺
人保护”、“举办皮影艺术传承培训班”、“皮影戏艺术交流演出”、
“皮影戏戏曲大赛”等形式展开。
二、皮影与二维数字动画技术的融合探索
1. 二维数字动画的发展
二维数字动画较之传统二维动画有着动画成本低、效率高、可

操作性和普及性较好。同时，二维动画延续了传统动画的艺术风格
和制作手法，能够创造出和二维手绘动画一样质感和风格的动画效
果。但是，随着三维技术的兴起，三维数字动画产品的产量远超二
维数字动画产品。二维动画作品开始淡出院线市场，有人甚至断言
二维动画将会被三维动画所取代。实际上，二维数字动画和三维动
画是相互依存的。二维数字动画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造型能力，
创作空间巨大，带给人们的感官体验和艺术氛围是三维数字动画很
难做到的。三维动画是从二维动画衍生出来。没有了二维动画的三
维动画将失去灵性。二维数字动画软件也吸收了三维数字动画软件
的功能和特性。
2. 皮影艺术的数字化之路
皮影艺术与二维动画的结合很早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大家熟悉

的早期动画片《葫芦兄弟》、《金色的海螺》、《狐狸打猎人》就
是非常成功的将皮影艺术与二维动画艺术结合的经典作品。近年来
创作的《桃花源记》、《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皮影元素的动画作品
以其新颖奇特的视觉艺术风格在各大赛事上备受好评。二维数字动
画技术很好的弥补了皮影表演和操控上的缺陷，利用数字技术制作
出来的皮影动画效果流畅、艺术特色新颖、个性独特。此外，利用
二维数字动画技术制作的动画作品方便在网络上进行传播，这样也
加速了皮影艺术的传播和途径，有利于皮影艺术从殿堂、剧场走入
青少少年的视野和生活，对于皮影艺术的传承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
用和地位。

陈  芳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银川    750001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2卷第 5期 2020 年

3. 使用 Animate 制作皮影风格的动画实现探索
剧目的创作突出时代特点选取反映当下新时代风貌的内容。本

文案例作品取自反应新农村普法栏目《防不甚防的短信诈骗》，讲
述一位卖小吃供养孙女上大学的老人家，幸遇银行工作人员阻止免
受财务损失的公益宣传短片。

步骤一，分析剧情进行角色的造型设计。老汉的身份为西北地
区回族农村老汉，年龄在 70 岁左右身体强健步伐稳健。结合皮影
角色造型的分拆原理和色彩风格对老汉的人物角色和道具进行设计，
如下图（1）所示。
 

步骤二，使用 Animate 工具将设计好的角色各部分制作成影
片元件。根据角色的剧情需要设定动作姿态。单肩挑物，一根扁担
两端各坠一个货箱，老汉双手上举分别握于扁担两侧。同时，注意
表现角色的年龄感和性格特点，因此，角色的背部略微弯曲中心较
低，腿部略弯表现其负重感和年龄感。按照设计身体姿势和结构特
点在 Animate 摆放好动画角色的各部件影片元件。之后利用骨骼
工具进行骨骼的绑定。

步骤三，进行运动循环的制作。老汉的行走动画采用循环动画
的方式制作，循环设计为 30 帧。第一帧设定动作的起始姿态。之
后一次按照行走动画的运动规律，分别设置好 7、15、23 帧上的关
键姿态动作，使角色在原地行走，然后创建出“担子”在行走时起
伏运动的传统补间动画。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添加关键帧的顺
序。顺序是“第 1 帧”→“第 30 帧”→“第 15 帧”→“第 7 帧”→“第
23 帧”，如下图（2）所示。

循环动画制作好之后转换为元件。之后返回主场景进行行走动
画的设定。后期，使用 AE 软件对这个镜头进行声音效果的剪辑与
合成。一部具备皮影艺术风格的二维数字动画的镜头的制作。
三、“皮影”艺术融入教学的探索实践

将传统中华优秀文化艺术内涵融入现代数字媒体艺术教学中是
近些年我们在教学重不断尝试和探索的新领域。在专业数字媒体动
画教学过程中对课程的内容、资源、实现路径、教学方法等方面都
做了一番改革和全新的设计。

传统文化的融入不是简单的从表象的形式出发，更加因该注重
对于文化本身内涵的了解。所以，课程内容设计的核心分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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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文化浸润。第一层：来龙去脉。从通过“视听思辨”的
方法了解皮影的历史、发展、分类、地域特点等内容。这一阶段设
计了两个层次，通过视频和音频资源了解皮影艺术的历史渊源和当
代皮影传承人、经典剧目相关内容，品鉴传统皮影艺术视听艺术的
魅力，通过搜索文献阅读和整理了解皮影制作样图、工艺技巧、历
史故事进一步引发学生对皮影艺术深层次的探究和思考。第二层，
身临其境。让学生通过制作皮影草图、制作皮影部件，并排练微型“短
剧”。动手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好。第二阶段，艺与技的融合。
这个阶段将传统“皮影”艺术的呈现风格运用到数字动画的创作中
来。让学生们对之前的所学、所感、所悟，通过数字技术呈现出来。
从而达到能力的提升与实践创作的升华。我们鼓励学生在遵循传统
艺术风格和内涵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生活的故事创作和改良新的剧
目内容。
四、结语

综上所述，皮影艺术的传承和发扬离不开数字动画技术的发展，
两者的融合创作不仅可以提升二维数字动画作品的艺术风格和个性
特色，还可以促进皮影艺术的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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