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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蔚本报记者 李蔚

小时候，我很迷恋一部动画片《我的

朋友小海豚》（以下简称《小海豚》），它展

现了海面之下神奇瑰丽的世界，怎么看

都不过瘾。为此我专门去买了连环画：

少年举着装在泡泡装置里的闪光鱼，像

舒卷的水草一样，和小海豚在珊瑚礁间

嬉戏。小海豚横冲直撞，吓跑了一条打

着灯笼正在海底散步的鱼⋯⋯

30 多年后，坐在中国动漫馆影厅里

的我，才发觉这部唯美的诗性音乐剧动

画片，是戴铁郎导演的第二部作品，正是

这条从“漏风的食堂”里游出的小海豚，

为他赢得了当导演后的第一个高光时

刻，获得多个国际大奖。

讲述人与动物友好感情的《小海

豚》，在当时的创作环境下，并没有得到

太多支持，甚至从日本请来的动画专家

也不认可。

但戴铁郎的倔劲儿上来了——“我

不跟你们说，我做给你们看！”

他在厂里食堂的角落里，搬来桌椅

搭起工作台，窗户破洞漏进来的寒风，吹

得他边画边流泪，《小海豚》的分镜头，硬

是被他一个人画出来了，也为他换来了

一间工作室。

团队欣喜地迎来《小海豚》的出世。

海底粼粼的光影，是摄影师通过水

纹玻璃的透叠拍出来的；少年灵动的泳

姿，戴铁郎归功于动画设计马克宣“画得

好”：“他自己很会游泳⋯⋯画得非常到

位，看来兴趣真是最好的老师。”

可《小海豚》也被人指出有“硬伤”，

“这个片子没有对白，小朋友们能看懂

吗？”

“有了对白，影片整体的想象力会差

一些。”戴铁郎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这

部影片全程配乐，做了非常好听的主题

歌，“我觉得人和海豚的感情是需要被歌

颂的，用歌曲的样式是一种更高级的歌

颂”。最后，当日本专家看了完整作品

后，高度赞赏的态度也给了戴铁郎极大

的鼓舞。

在当年的我看来，尽管影片中的少

年只模拟过海豚的叫声，却丝毫不难理

解剧情；今天再回头看，没有对话的《小

海豚》，不正意味着人与动物的平等吗？

再次重看《小海豚》，有一幕：海面

上，一大群飞鱼，此起彼伏地跃出海面，

随船而行。我突然想到，戴老的学生、

也是《戴铁郎，不老的动画梦》作者之一

的杨晨曦告诉我，戴老小时候坐海船，

几次偷溜到甲板上去看飞鱼，有一次真

的看到了。“它自由有力的身姿让我很

惊叹。我当时想它们再大一点就好了，

就可以像骑马一样腾跃在水中。后来

我的动画片《我的朋友小海豚》圆了这

个梦。”

敦煌莫高窟的导游，不知道一年里

会被游客提问多少次“这次我们会不会

参观九色鹿？”

《九色鹿》应该算是莫高窟产出的最

大 IP 之一了，当年那短短 24 分钟的动

画，在无数人心中刻下了敦煌两个字。

动画片《九色鹿》的导演，是钱家骏

先生，他是戴铁郎的老师。钱老早在上

世纪 50 年代就申请把敦煌壁画九色鹿

的故事搬上银幕，但直到退休前，才被

批准拍摄。1980 年，《九色鹿》成立了

筹备组。

戴铁郎是被钱老点名进组的，负责

动作设计，“我看中的是你的想法”，这是

钱老的原话。

继前一组赴敦煌采风后，戴铁郎和

工作伙伴再次前往敦煌，在观摩临习一

个多星期后，一行人又去成都的鹿场收

集素材，观察梅花鹿的跑、跳、行、卧，画

了很多动态速写。

曾经以写实风格为《草原英雄小姐

妹》做人物设计的戴铁郎，觉得画回来的

速写不能直接用，“《九色鹿》整体是比较

唯美、抒情的。”

如何表现出鹿的神性和敦煌壁画的

韵味？戴铁郎想到“把动作的运动轨迹

都拉长幅度，都走曲线⋯⋯比如，鹿跑的

时候，腿要伸直，幅度更大一些，节奏也

更慢一些。”

这是他继《骄傲的将军》后，又一次

参与传统题材的创作，最后我们看到的

《九色鹿》，无论是鹿与捕蛇人动作节奏

的对比，还是宫中舞队翩然起舞的柔美

舒展，特别是那段天马行空的神兽仪仗，

以及最后九色鹿跃入苍穹的画面，都充

满着神性、诗性和想象力。

戴老后来跟学生交流时，比较过这

两部作品：《将军》借鉴了京剧的做派，实

打实，“九色鹿”更加飘逸、抒情，“是我的

特色。”

杨晨曦把那个称为“戴式浪漫”。戴

铁郎以自己对美的感知和加工，指引更

多人生发出浪漫的幻想，进入到一个更

美好的世界。

在学生和小友的记忆里，戴老的太

太于上世纪90年代去世后，戴铁郎就总

是睡在家里的长沙发上，那张大床是家

里唯一能铺开造型设计稿的地方。

当年，被戴老大胆启用的制片人印

希庸，还是个年轻小伙子。在戴老家，他

第一次看到黑猫警长的最初“人设”。

“挑你喜欢的”；

“我不大喜欢”；

“为什么”；

“我喜欢戴大盖帽的，很神气”

戴铁郎当即画了一个黑猫戴着大盖

帽的造型，改完拿着一叠稿子去少年宫

请小朋友选。“我很满意的，他们（孩子

们）说不好看，我就不用。”相比个人偏

好，戴铁郎更听从孩子们的喜好。

《黑猫警长》后来成为我们这一代孩

子最喜欢的动画明星，仅排在《大闹天

宫》的美猴王之后。但当时一、二集送审

时，却收到了一大堆意见，认为“荒诞”

“血腥”，不适合儿童观看。

戴铁郎的倔劲儿又上来了，他始终

有着清晰的定位：这是一个向孩子介绍

科学和法律知识的故事。里面的奇思妙

想都是他平时悉心收集，有科学依据的，

比如母螳螂吃掉公螳螂，等等。

后续三集的摄制工作整整停了一

年。1986 年才拍完了第三、四集，后一

年第五集完成，《黑猫警长》停在了第五

集的片尾，“请看下集”没有了下集。

戴铁郎和学生们透露过一丁点：白

鸽探长跟食猴鹰战斗的最后，白鸽掉下

去了，没有明确交代有没有牺牲⋯⋯我

留个悬念，这样将来我可以再让它出来。

他也带点小得意地解释过很多人问

的问题“为什么黑猫警长的胡子左右都

只画了一根”：多画一根胡子，后面动画

里等于要多画多少笔啦，不得了的。

他反问：就算只有这一根，你也得承

认他是猫吧。

那倒也是。

（部分内容整合自《戴铁郎——不老的动

画梦》）

来阅读我的更多文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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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戴铁郎——不老的动画梦》

里，你能看到他所有创意的来源，动

画片背后的那些小秘密，而这一切

和他的家庭、成长、爱好密不可分。

在四位作者的复述里，我仿佛

看到——

拐进上海华山路一条老弄堂，

沿着木楼梯上到三楼，面前是一间

20 多平方米的居室，那是戴铁郎在

上海的居所，窗外是一排法国梧桐。

在美院上课时，戴铁郎告诉学

生，叶落叶生，鸟来鸟往，都能给创

作者以灵感：树上应该有各种各样

的虫子，它们啃食花叶枝干，破坏了

小鸟栖息的乐园，在啄木鸟的带领

下，鸟儿们抓食害虫，生活终于恢复

了平静⋯⋯

《森林、小鸟和我》，是戴铁郎正

式退休前导演的最后一部片子。

1953 年，戴铁郎从北影毕业进

入上海电影制片厂美术片组（后称

上海美术电影厂）工作。25 年后，

他才独立开始做动画片的导演，那

是1978年，他已经48岁了。

小海豚为什么没有对话

九色鹿为什么跑起来特别美

黑猫警长为什么只有一根胡子

戴氏浪漫里
童心璀璨

《黑猫警长》赛璐路片

《黑猫警长》造型设计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