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晓鹏从他那学生用的双肩包里拿出一只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公
仔，这个因为他才存在的玩偶，有一种格外的朴素。40岁的他曾花8年时
间在一个日渐衰落的行业里研究一只猴子该怎么呈现。出品人路伟曾说
他是个艺术家，不在于多先锋多痴，而是他对动画的热爱，像个孩子念念
不忘昨天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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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晓鹏×钱建平
大圣为了什么归来

一夕成名，田晓鹏导演至今还不能习惯“红了”这件

事：“我其实已经决定不接受任何采访了，因为我现在要

踏踏实实做下一部电影了。”此番来到上海录制节目，现

场特意打造了一块包括孙悟空、哪吒、葫芦娃在内满是

中国经典动画形象的背景板，田晓鹏见到后，立马大呼

“怀念”：“小时候就是看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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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只是只猴子，“他”有厚重的性格

Q:你说过孙悟空是你心中东方式的超级英雄，处理成沧桑、颓败的形象，是

认为东方美学中有一定的悲情因素吗？

田：我是希望这样设计，它可能更“人”一点，更人性化一点，我希望它更像人那样

有一些厚重的性格。包括让唐僧以江流儿这样的小孩子的形象出现，也是想解读这个

人物，真正让观众能理解他怎么成长成未来的唐僧的。

Q:《西游记》是一个经典文本，有过许多改编和重构，你又做了不一样的。为

什么特别挑选从五指山下到西行前这一段的时间轴做文章？

田：我觉得这段不做清楚的话，西游整个故事就不成立。孙悟空当年大闹天宫那

么牛，到后来取经却一下变得很正的一个人。在我看来，我觉得这个是解释不了的。我

就是想拿这一段告诉观众，为什么悟空能成长成未来的那个样子。

Q:然而这样设置，包括伙伴关系从陌生到羁绊，到之后的冒险，有观众说像好

莱坞模式？

田：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解读吧，对于我来说我希望未来会有一个更厚重的故事，这

次更多的是实验性的东西。现在回过头来看不满意的地方太多了，到处都是不满意。

Q:所以说会有续集？会出真人版吗？

田：对我自己来讲，我肯定不做真人版。因为本身动画还没有玩得特别转，我能

接受的也是六小龄童和周星驰的两个真人版。续集的话，不管是未来几年拍，或是过

多长时间，不是做一个同等题材、同等素质条件就可以的。今天大家可以宽容，两年之

后，三到四年之后，观众的口味会越来越高。所以我自己对《大圣归来2》的本子，没有

想清楚的话，不会开始。

Q:想知道你还在小动画制作公司给别人做外包项目时，就已经是一个雄心勃

勃的状态了吗？

田：是的，这么多年一直想做动画电影，很多年了。当时的心态肯定是不甘寂寞那

种，即便是帮别人做东西的时候也总是想着做自己的东西。

中国动画，怎么拍比拍什么更重要

Q:你自己的动画启蒙是什么？

田：就美影厂那些东西，美影厂是我们动画人心中的圣地，老一辈的人是很好的

榜样。迪士尼的片子也不是一两年可以做出来的，也是跟团队七八年。

Q:钱厂长看过《大圣归来》是什么感受？

钱：纯粹动画片票房最高的是《功夫熊猫》，6个多亿。《大圣归来》从放映到现在

1个月左右，票房快破9亿了。我们现在生活在三维技术特别发达，美国的视效大电影不

断被研发，皮克斯、梦工厂、迪士尼纷纷推出大制作的大背景下，田导的团队敢于去挑

战视效的呈现，这其中的研发，我相信他们用了苦苦的探索。视觉非常冲击，再加上它

是中国传统文化，再加上美术风格的设计和把握，成功是不言而喻的。

Q:最近《黑猫警长》也上映了，观众称国漫雄起，但也有观点认为它偏低幼

化。动画电影是否有必要作全年龄段和低幼化的划分？对二者的价值高低怎么看？

田：当时我们在做《大圣归来》的时候，就有一个原则是一定不要做得太复杂，一

定要简单、形象。我想起自己小时候看动画的时候，包括后来随着年龄增长，一直在追

美影的动画。到我现在这么大了，还爱看动画，对成年人来讲，本身就有一个看动画的

心，把动画当成自己的梦来看。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尝试，怎么更靠近大人的梦，成年

人可以接受到什么程度。

钱：《大圣归来》用CG技术，《黑猫警长》用手绘二维，这是制作上的差异。美影厂

之所以叫美术电影制片厂，是过去我们用了很多美术的手段，剪纸、木偶、水墨……基于

美术的基础在银幕上动起来，定位还是主要以儿童为主。

Q:但这样的形式，显然已经是行不通的了。甚至包括内容，不难发现我们还是

在拿上世纪80年代那些老的东西出来做改编？

钱：是的，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课题。我现在有一个观点，拍什么东西固然重

要，但是怎么拍可能更重要。这是通过市场，通过7月《大圣归来》包括《捉妖记》，所

给到的启示。《大圣归来》就是用《西游记》，就是一个传统的东西，但用这样的动画

语言表达了以后大家就全接受了。我们有孙悟空，有葫芦兄弟、阿凡提、哪吒……都在

我们复活的计划当中。即使我们去复活这些IP，也一定会用当下大家能够接受的、已经

普遍被证明有效的动画手段和动画语言。

Q:你自己的动画启蒙是什么？

田：我同意钱厂长说的那句话，很有道理，做什么不重要，怎么做才重要。老的东

西也可以有新的解读。

构成IP的来源，于我们还应该是传统

Q:像在日本，是因为有一批专门的职人，那就是漫画家，提供了大量的IP，使得

即便是改编也不断地有东西可以去改。这个部分在中国是缺失的？

钱：每个国家形成IP的特点不一样。日本漫画文化发达，有大量的杂志连载。里面

的镜头感特别强，可以有近景、中景、远景，也可以有俯拍、仰拍，比较电影镜头化的思

路。这个恰恰是动画片的基础。日本的路径一般是：当漫画受到追捧，首先去拍电视系

列片，再拍大电影，周边衍生产品的开发随之也跟上来了。这是工业商业本身比较发达

的国家所做到的所谓的产业链。而不是像迪士尼，开始拍电影，拿这个形象授权，后去

做乐园。不是一家大而全的做法，是社会分工协作。

Q:那对中国来说，动画应该怎么走？

钱：中国一大批动画的源头很清晰，名著、神话、传说、成语。好莱坞的定位在全

球，它可以毫无顾忌地寻找东方题材，《狮子王》是非洲，《阿拉丁》是阿拉伯，《功夫

熊猫》跟《花木兰》是中国的元素。它不忌讳一定要美国本土的东西。而我们也盲目地

去学，很多动画片人物名字都不知道是哪国的。我认为还是应该坚持传统，日本动画有

相当一部分是表现国内的社会人文、市井，我们那么大的国土，有各种各样的民族、城

市，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放弃了，而去追一些美国动画设定中技术性的东西，实际上市

场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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