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万籁鸣先生与李建国于 !"#$年在万老画室合影
!

!良友画报"自 %"&'年第 $'期起开辟了#良

友人影$专栏(连载时任美术编辑万籁鸣的剪影

作品

! ! ! !随着 !"版《大闹天宫》在国内
外热映，原创导演万籁鸣先生再次
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人物，尤其是
对于新生代观众，他（她）们看到的
不仅是中国动画与先进科技的完美
结合，更令新生代体验到了大师杰
作的不朽魅力。
据了解，大多数观众知道万籁

鸣和他的弟兄们，就是中国动画的
创始人，或是创造孙悟空银幕形象
的大导演，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万
籁鸣先生，除了担任动画导演，还
是一位装饰画家，漫画家，更是一
位杰出的剪影艺术家。他曾凭借一
手剪影绝技，开创出了现代中国多
元文化中的艺术新样式。而我与万
籁鸣大师从结识到拜学，均是因为
剪影。

如果从辈分上说，万籁鸣先生
应该是我老师的老师的老师，而恰
巧是一偶然的机会，成就了我和万
老的一段剪影缘。上世纪八十年代
初，考入电影厂工作不久的我，因

为几次街边偶遇，观看了街头艺人
剪影过程，就被深深吸引，以至后
来每逢星期天或是节假日，我会专
程去城隍庙等人流众多的集市，寻
找剪影艺人，看他们表演。从喜欢
到想学，是顺理成章的过程，然而，
要从想学到学成却是个艰难的经
历。当时的学习条件是，既没参考
书，也没有学习班，更谈不上拜师。
是万籁鸣大师在偶然的机会给我
剪了一张影像，让我找到了学习剪
影的方向，更因此找到了一位受益
终生的恩师。当时#万老虽然已经退
休在家# 但对毕生从事的动画事业
有着割舍不下的情缘# 每逢单位有
活动#或是春秋季里的晴朗日子#万
老常常不请自来# 拄着柺扙徒步从
家来到单位看看问问# 而当时的我
也会隔段日子就盼着能与万老相
遇。那时#单位收发室每周都能见到
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观众给万老
的来信#我便常乘午休时间#把信件
给万老送去#这样坚持了几年#万老
和我也越发熟悉亲近了#我顺便把
自己的习作拿去请万老点评。万
老虽说是位大师#但为人处世非常
谦和真诚。在艺术上#万老从不是
一人独大#而是善于倾听#并把自己
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就
这样#我的剪影技艺在实践讨教总
结的循环后得以提高。万老是位
年近百岁的艺术家#他的思想观念
却始终能与社会同步，与时代接
轨，他反对因循守旧，提倡出奇
创新#鼓励后人博采众长，融会贯
通#乐意见到一切新生事物，包括
艺术创新。他豁达的胸襟，高屋
建瓴的视野#勇于创新的精神都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为编纂《中国剪影》的需要#

我把与万老生前交流了解到的剪影

往事和珍贵历史资料都集中整理了
一下# 发现有三段传奇经历值得大
家共赏。

万籁鸣 $%&'' 年 % 月 %( 日)

%&&*年 %'月 *日+，中国动画大师，
中国漫画家，中国剪影艺术家。原名
万嘉综，青年时代改名万籁鸣直至
晚年。曾与胞兄万古蟾、万超尘、万
涤寰一起开创中国动画先河，被后
人尊为中国动画之父。二十世纪三
十年代，其在《良友画报》开辟“良友
人影”专栏，靠一把剪刀一张纸介绍
中国文化名人，业内同行昵称他为
神剪大万老。

学剪影之初
大万老学剪影始于偶然，却成

于用心。上世纪二十年代，时任上
海商务印书馆美术设计师的万籁
鸣先生，在《申报》上读到了一篇戈
公振访法游记和法国艺人为戈先
生剪的剪影，于是萌动了探索剪影
的冲动。万籁鸣自幼受到母亲剪纸
和手影的影响，经过反复研究推
敲，万籁鸣先生看出一些门道：虽
然来自西方的剪影与中国民间剪
纸在风格和手法上有很大差异，譬
如中国民间剪纸比较偏重写意，手
法上以程式化表现为主；而来自西
方的剪影则侧重写实，讲究神形兼
备，表现手法上追求个性化；但由
于工具材料的相近，剪影和民间剪
纸还是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据万
老生前回忆，他的剪影始初，剪的
是他最喜爱的动物———马。若干年
后，万籁鸣运剪已得心应手。此时，
原同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伍联德
先生自己创办了时尚杂志《良友画
报》，特邀万籁鸣先生担任美术编
辑。万籁鸣先生把自己研究成熟的
剪影技艺介绍给伍联德先生，伍联

德先生以敏锐的市场眼光看好这
种当时极为少见的艺术样式，二人
一拍即合，《良友画报》特辟“良友
人影”专栏，每期都刊登万籁鸣先
生的剪影作品。
一次，电影明星胡蝶应邀来《良

友画报》编辑部接受采访，万籁鸣先
生正巧也在，拿出了剪和纸，一边和
胡蝶聊着天，一边观察。不一会儿，
一张神形俱佳的胡蝶剪影像剪成
了。胡蝶见到自己的剪影，赞叹不
已：“真好！真是神了！”马上签上了
自己的名字。从此，凡是应邀到《良
友画报》受访的名人，必定由万籁鸣
先生剪一个剪影像，这成了不成文
的规定。郎静山、叶灵风、施蛰存、袁
牧之、梁得所、郑正秋、金焰、王人
美、方雪鸪等文化界名人剪影先后
出现在《良友画报》上。

为周恩来剪影
抗日战争爆发后，《良友画报》

被迫停刊。万籁鸣先生和他的兄弟
万古蟾、万超尘一起参加了抗日演
剧队，奔赴武汉。在武汉的中国电影
制片厂，万籁鸣先生和他的兄弟又
是制作抗日动画片《抗战标语卡通》
和《抗战歌辑》，又是创作抗日宣传
漫画。其中，万籁鸣先生用浮雕样式
创作的漫画开创了中国艺术领域的
又一个第一。平时，应众多友人之
请，万籁鸣先生给许多文艺界同仁
剪过影。%&!(年春的一天上午，时
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
长的周恩来先生和三厅厅长郭沫若
先生一行来到中国电影制片厂，看
望抗日演艺界人士。经演剧队长介
绍，周恩来先生分别与万氏三兄弟
握了手，并称赞他们为中国动画事
业作出的贡献，令万氏兄弟感动不
已。演剧队里有人提醒大万老可否

给周恩来先生剪个影，于是，万籁
鸣先生迅速返回宿舍取来剪刀和
纸，一边聆听周恩来先生讲话，一
边用心观察，开始运剪。万籁鸣先
生是从额头部分往下剪的，当五官
剪好，需要剪头发部分时，万籁鸣
先生有些迟疑了。因为脱下军帽的
周恩来先生当时留的是光头，可万
籁鸣先生有自己的想法，觉得留着
头发的周恩来形象更能体现伟人的
儒雅风范。于是，他毅然决定给周恩
来先生的剪影加上了头发。周恩来
先生在看到自己剪影后赞不绝口。
第二天，一篇名为《画家万籁鸣为周
恩来先生剪影》的报道随同周恩来
先生的剪影像便一起刊登在《抗战
日报》上。

解放后，《抗战日报》改名为
《武汉日报》。%&*(年，《武汉日报》
社整理历史文档，发现了当年的这
篇报道，重新将这篇报道的印影件
寄给了在上海的万籁鸣先生。时
隔四十年，早已退休在家的万籁
鸣先生才见到了自己当年发表的剪
影作品。

解放后，心有大爱的周恩来总
理一直没有忘记抗战时期的那段
缘。%&,-年，周恩来总理在接见电
影界人士代表时，因为没见到万籁
鸣先生身影，便关切地询问万超
尘先生有关万籁鸣先生的近况，
得知万籁鸣先生当时正因病在无
锡休养，还特请万超尘先生转达
问候。

给巴金剪影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位长期

遭遇政治迫害的文艺界朋友找到万
籁鸣先生，希望他能为自己呼吁，帮
助解决落实政策。当时，万籁鸣先生
听罢朋友的诉说，很是同情，于是请
这位朋友以书面反映形式交给他。
事后，万籁鸣先生又把这封申诉信
转请文学大师巴金转呈市有关部
门。事隔没多久，这位原本愁容满
面的朋友再次登门，却已是满面春
风，因为他的问题很快得以解决
了。万籁鸣先生在高兴之余，更增
添了对巴金先生的崇敬。因此，他
把自己想用剪影去表现巴金大师的
想法告诉了圈内朋友。%&(.年春，
时年 (,岁高龄的万籁鸣先生在好
友的安排下，专程去文学大师巴金
家为巴金老人剪影。虽然因患帕金
森症而导致双手颤抖的万籁鸣先生
看似有些力不从心，但长期的艺术
积累和娴熟的剪影技艺，还是令大
万老克服了病困，剪出了神形俱佳
的巴金剪影像，为后人留下了宝贵
的艺术财富。当年，笔者曾向大万老
询问给巴金老人剪影往事，万老告
诉我，他内心中一直敬仰巴金老人
的人品，喜欢他的作品，所以要用剪
影这种最便捷的艺术样式去表达心
中的夙愿。

%&(&年，笔者去华山医院看望
因病住院的万籁鸣老师。得知我随
身带着剪刀和纸，万老在与我一番
交谈后，向我要了剪刀和纸，给同病
室友剪了影，并即兴为我即将出版
的新书《剪影乐》剪了马和狗。笔者
至今珍藏着大师的手稿。每次见到
这些作品，总会激起对万籁鸣老师
的无尽思念。
虽说剪影至今还未被列入主流

美术教育项目# 只能作为民间流传
的艺术品种存在。但在旅游景点和
集市庙会均能见到剪影表演# 成为
最受欢迎和最具代表性的旅游艺
术。正如神剪大万老所预言的#剪影
既有良好的艺术亲和力# 又有融合
东西艺术的优势# 应当由专人去深
入研究#使之传承发展。如能植入中
国文化#更能走向世界。

可以告慰万老的是# 笔者正在
把万老的期望付诸实践# 努力探索
中国主题剪影之路/ 结合艺术收藏
概念的中国主题剪影电信珍藏卡已
经面世0《中国剪影》国际版正在编
纂中0 中国主题剪影创作题材正在
不断扩大深入# 中国文化走出去会
有新的艺术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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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明星胡

蝶女士像)万籁

鸣剪影*

!作者简介"

! ! ! !李建国 影视人%高级设计师%曾拜师中国剪影开山祖万籁鸣先生(从事剪影艺术实

践和理论研究 &+多年%多次出访海外表演%获得国内外媒体的高度评价& %""+年%编著出

版了中国第一本剪影艺术自学丛书!剪影乐"& ,++-年起%独创中国主题剪影新样式%先后

创作了中国古典文化剪影系列' 上海弄堂游戏剪影系列和上海石库门风情剪影系列三大

类型作品&

!%".$年万籁鸣先生应邀为专

程前来武汉中国电影制片厂看

望文艺界抗日演剧队人士的周

恩来先生剪影(作品刊载于!抗

战日报"

!巴金先生像)万籁鸣

剪影/

!%"$0年 .月 %%日%时年 $-岁高龄的万籁鸣先生在友人陪同下来到巴金先生家作客%

这是他正在给巴金先生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