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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名为《再造地球》的动画片成功上线了

时长7分钟，7682帧镜头

道具全部是废旧塑料

140名制作者

是一群完全没有动画片制作经验的素人

参与制作《再造地球》的小伙伴们

来自阿里12个不同岗位，分属10个事业部

他们中有工程师、产品、运营

HR、算法专家、法务

整个制作时间跨越4个月左右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部动画诞生

素人做动画背后有哪些故事呢？

一次未成行的捡垃圾活动

促成一部公益电影的诞生

时长7分钟动画片

道具都是全手工制作

140个阿里人
花费500小时
1公斤废塑料

变成一部动画片

本报记者 黄莺

没有完整的剧本和拍摄想法，蝴蝶都可以

在三叶虫前出场。

从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完全没有逻辑、

美的第一版；到找到广东环境教育促进会

副秘书长陆穗军做生物年谱，排出了动植

物们出场的顺序；再到写旁白、找人配音、做

各种后期⋯⋯前前后后，一共经历了15个

版本，才有了如今的7分钟动画。

不会打光的小白
明知有反光却没钱返工

“现在，我们看到，有些动物出场时有

反光——这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

不会打光，反光面在后期完全处理不掉。

再后来，我们会打光了，就好看多了。但

是已经拍好的，我们可就没钱返工了。”

所以，最初，在钱报记者看到这个动

画时，还觉得挺粗糙，有点像大型 PPT。

但听完整个过程，记者心里只剩下了“真

不容易”四个字——你能感受到，每一个

细节，大家都力所能及地精雕细琢。

配音的小妹妹是阿里家属，在杭州文

龙巷小学读三年级的方裔洋。她拿到脚本

开始录音时，还没看过电影，是自己琢磨着

处理细节，比如“一闪一闪亮晶晶”的歌词，

就是她现场发挥直接唱的，“我和妈妈躲在

小帐篷里，拿着手机录了一个晚上录出来

的。我觉得效果很好，和后面的镜头很贴。”

小姑娘说起自己的配音生涯，也很自豪。

大家都好奇的海豚出场时的那个海

豚音——那声音不是方裔洋母女唱的，而

是工作人员找到了飞旋海豚的声音配上

去的，据说这是最美的海豚叫声。

传播影响5万人
未来期望能有更多可能性

“做道具、拍摄，都是大工程，怎么抢时间

是个大问题。”邦怀说，为了发动更多人来拍

摄，他的动员公告也是与众不同——“你在

别的地方能看到这么多妹子吗？公益活动

就可以。”他还贡献了自己的例子——当年，

他和老婆相遇，就是因为他竞选公益委员，他

对她说了一句“投我一票吧”。

更正面的价值是：有90人学会了手作

技能，3个自然手作小组建立，有很多学会

新技能的人参加了今年的杭州自然嘉年

华。它不仅现场影响了 2000 名公众，还

在线上传播影响了约5万人，很多塑料做

成的工艺品也不用扔了，而是成为杭州绿

马甲公益组织的自然教育课程教具。

这个献给孩子们的自然教育公益作

品不是终点。通过这个共创公益的试验，

邦怀所在的阿里第三届公益委员会的成

员们看到了这个模式的可持续性，并想做

更多事：所有的动物道具是不是可以做成

环保手伴？道具制作过程是不是可以标

准化，从而发动更多人来学做道具？动画

片可不可以有第二第三集？

邦怀说：“活动的口号是给废弃物一

个梦想，万一真的实现了呢？”

一次没成行的公益活动
促成一个动画片拍摄创意

电影的故事情节很简单——

46 亿岁的地球先出场。不同的年份，

诞生不同的生命：4.35 亿年前，鱼诞生了；

后来，娃娃鱼、银杏、乌龟、白鹤、狐狸、海豚

⋯⋯相继出现，地球百花齐放美美的。但

塑料诞生了，白色污染覆盖了多彩的地球。

电影的主旨是号召大家减少使用塑料

制品，保护地球。

出品人邦怀（阿里花名）说，这部片子的

缘起是个美好的意外。除了本职工作——

高德地图数据中心的数据工程师外，邦怀是

阿里公益合伙人第二届和第三届的委员，肩

负着阿里“3小时公益”文化的转播任务。

2018年秋，小伙伴们决定去水源地附

近捡垃圾，做一张《水源地垃圾分布地图》

来。没想到，原定的活动日大降温，天气恶

劣。大家只得重新寻找做公益的途径。他

们想到一个好玩的活动——对塑料垃圾再

改造，做成各种好看的图片，用来做装饰物。

但邦怀发现，做得再好看的塑料工艺

品，最终也要扔进垃圾桶。“我们想着怎么

能把公益链条做长。我曾经学过世界电影

史，知道动画片最早就是移动的图片。”在

咨询了一个做动画的朋友后，他说，有种摆

拍动画一秒钟帧数不算多，可以一试。

于是，小伙伴们的公益任务，就变成了

用废旧塑料再制作的物品，拍一个公益宣

传片，唤醒大家保护地球的意识。

先道具再剧本
IT男画穿山甲用了数学概念

“剧本、方向⋯⋯什么都没有。我朋友

笑我，星爷敢不带着剧本直接开拍电影！”

邦怀回忆当时笑说。但活动开始时，他迷

茫、焦虑，无法回避。

“主题都很懵。我们大概做了 400 多

件成品，但好看、能用的，只有 100 多件。”

邦怀说，后来剧本的大概方向有了，“我们

做动植物年历表，记录它们的诞生，来说明

塑料诞生后的危害。最终，诞生了1200多

件备选道具，挑出来能入镜的，不到 300

件。“做道具挺有意思的，你会发现不同职

业对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邦怀说。

一位零绘画基础的算法工程师，贡献

了一个最神奇道具——穿山甲，“他先在网

上搜了一个多小时的穿山甲，就是不画。

画草稿后，他给所有穿山甲的鳞片上标了

数字后又停下了手，我真是急死。”邦怀说。

算法工程师表示，不要着急，穿山甲的

鳞片上色应该有规律，找到规律，鳞片涂色

后才会逼真。最终，我们看到了这只穿山

甲的鳞片是用“孪生素数”来“上色”的。他

更专业的表述是“表达颜色分布规律”——

请大家自己研究，文科生记者解释不清楚。

“道具选好后，分了很多团队来拍不同

的动物植物。怎么出场，也是大家各自随

意。”邦怀说，一直到分团队开始拍，其实都

扫一扫浙江 24 小时，

看这部动画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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