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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兄弟种下梦想的种子

潘晓璇和很多80后一样，是看着上美
影经典动画长大的一代人———《大闹天宫》
《黑猫警长》《葫芦兄弟》等作品构成了她
童年最鲜活的记忆。其中《葫芦兄弟》对她
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不仅是她最喜爱的
动画，更成为她与上美影最初缘分的起点。
幼儿园时，潘晓璇参加班级舞蹈活动，

扮演“铁娃”（三娃），七个穿着同款服装、
头戴不同颜色葫芦头饰的小朋友，在舞台
上用舞蹈演绎七彩山的故事。“那时一起
表演的小朋友们粉嘟嘟的，家长们在台下
特别兴奋，觉得葫芦兄弟的形象在孩子身
上具象化了。”她回忆道，第一次登台的紧
张与兴奋，爷爷为救葫芦娃牺牲的感人情
节，让她从小就感受到了上美影作品中
“纯粹而真挚的情感”。这种情感不仅打动
了童年的她，更在潜意识里埋下了对动画
创作的向往。“现在回想，仿佛是和上美影
冥冥之中的缘分。”
后来，从小就喜欢写作的潘晓璇考入

上海师范大学，大一时，上美影到学校招募
动画编剧，这改变了她的职业轨迹。
“当时以为是参加培训班，没想到一

进会议室就开始讨论项目。”潘晓璇回忆，
那个冬日的上午，她在母亲的陪伴下走进
上美影大门，第一次见到挂在墙上的《金
色的海螺》原稿———层层叠叠的剪纸工
艺，工艺的精细程度就是让她叹为观止。地
下长廊里展示了传统音效制作方法（如用
铁板模拟雷声、 黄豆模拟雨声）、《阿凡提
的故事》《西岳奇童》等木偶动画场景还
原，更让她身临其境般感受到上美影的创
作氛围。
这次“误打误撞”的面试，让潘晓璇加

入了动画系列片《猪猪吉利小财神》的创
作团队。作为大一学生，她凭借 “初生牛
犊不怕虎”的勇气，提出了许多新颖想法，
得到导演认可，这部动画剧集的名字也是
她的创意———历经三天头脑风暴，这个融
合了主角小猪、女主角 “吉利”与财神元
素的有趣片名确定了下来。
从此，潘晓璇几乎每月都会到上美影

参与项目讨论，参与了多部动画系列片的
编剧工作，大四毕业后顺利入职上美影，完
成了她一直以来的人生目标。“上美影的
创作环境是一片沃土，给予我们很广阔的
创作空间。”

传承领悟
“中国动画学派”的奇趣美

在上美影，潘晓璇童年时看过经典

动画的创作者们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他
们的创作经历与精神成为她职业道路上的
灯塔。
她进上美影后第一个深入接触的前辈

是《天书奇谭》导演钱运达先生，钱老的敬
业给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次项目
讨论中，钱运达带着满满一摞手写意见稿，

逐字逐句分析收到的项目故事梗概，让她
深刻体会到“创作容不得半点马虎”。
“老前辈对于创作的那种认真态度，

是我们后辈很需要去学习的。后来接触的
比较多了就发现老先生特别乐观豁达开
朗，一直乐呵呵的，钱老现在九十多了，我
觉得这是他们长寿的秘诀，做动画让他们
更年轻。”
和老前辈们交流越多，听他们讲述当

年的创作经历，潘晓璇越是为前辈们为创
作付出的心血而感动。
《金色的海螺》当时是剪纸动画的创

新，再早一些的剪纸动画都是类似窗花模
式，皮影戏模式很少见。担任副导的钱运达
等主创为此特地学习了陕西皮影戏雕刻工
艺，每天熬夜加班加点地雕刻剪纸，摸索着
去探究创造属于上美影的“中国动画学
派”。
另一位对潘晓璇影响很深的老前辈是

胡进庆先生，他参与了《葫芦兄弟》《渔
童》《金色的海螺》《人参娃娃》《鹬蚌相
争》等上美影经典作品的创作，也是潘晓
璇的重要导师。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潘晓璇曾和他

聊过关于《鹬蚌相争》的创作，那时候的细
节仍历历在目。
“当时胡老师的手已颤抖不已，但当

讲到鹬的脖子如何用几十个关节连接起来
表现动态时，讲到鹬蚌之间的互动如何表
现时，他的眼中依然闪烁着光芒。他的声音
在抖，但对动画的热爱从未褪色。”潘晓璇
说，不仅仅是他的语言，他的眼神和精气
神，都深深地感染和激励了她和上美影所
有创作者。
“这是动力也是压力。我越了解他们，

越觉得身上担子很重，我希望通过自己的
作品去传承老一辈的精神，创作出高质量
并符合上美影这个金字招牌标准的作
品。”
在潘晓璇看来，上美影的“中国动画

学派”体现在每一处细节里，前辈们的作
品和付出的心血更让潘晓璇对上美影的
“创作标准”有了深刻理解：内容要 “奇
趣美”———奇特的创意、有趣的表达、唯美
的画面；既要接地气，让当下的观众产生共
鸣，又要保持艺术高度，传承中国美学。

“好看”看似简单，实则最高标准

“中国动画学派”精神的传承，也落在
了潘晓璇等上美影年轻创作者的日常工作
中。2022 年上映的动画电影 《我们的冬
奥》是潘晓璇参与的重要项目之一。影片
里《胖大圣借冰器》这一部分，汇聚了上美

影经典 IP如孙悟空、葫芦兄弟、黑猫警长、
大耳朵图图等角色，其中孙悟空的“胖悟
空”设定成为一大亮点。
“最初设计的是孙悟空带着图图练滑

雪最终成为滑雪高手，故事略显平淡，没那
么奇特有趣。”潘晓璇说，为了让经典角色
焕发新活力，团队大胆尝试颠覆性设定：让
功成名就的孙悟空经历“躺平”阶段，变成
圆润的“胖悟空”，一出场就是一个大胖
子，再通过与图图的相遇，有了大练兵的新
目标，再次共同成长成为滑雪高手。
这一设定其实面临不小的挑战———潘

晓璇等主创会担心观众不接受“丑化”经
典形象，但团队经过了调研后还是决定
“抱着创新精神去尝试”，最终胖悟空的形
象获得成功：圆润的身材、笨拙的动作与后
期的蜕变形成反差萌，既保留了孙悟空的
灵动特质，又融入了现代社会对“自我超
越”的共鸣。
2023年，上美影出品的动画剧集《中

国奇谭》横空出世，以八个风格迥异的故
事刷新了观众对国产动画的认知，叫好又
叫座，是当年最令人惊喜和惊艳的动画。作
为前期审稿、项目支持之一，潘晓璇见证了
这部“现象级”作品的诞生。
“我觉得只有在上美影的创作沃土

上，才会诞生这么独特的《中国奇谭》。其
实它很多内容都具有实验性，好在总导演
和总监制对上美影美术风格和独特理念的
延续拥有着良好的把控，而上美影又给予
了分集创作者充分的发挥空间。”在美影
近 20 年创作生涯中，潘晓璇经历了动画
行业的变迁：从传统手绘到数字技术，从系
列片为主到电影与剧集百花齐放，也面临
过项目夭折、资金紧张、市场反馈不确定等
困难。但她始终相信，“热爱是最好的动
力”。
现在，潘晓璇正全身心投入到新动画

的制作中，包括融合东方奇幻、悬疑探案的
全新国潮 IP《灶君请吃糖》，用轻松软萌
的故事治愈当代年轻人的《开往明天的
5633》，以及从“节日”视角展现中国民
俗、礼仪、美食等传统文化的《节日里的中
国》。
在家里，潘晓璇常和女儿一起讨论上

美影的动画，“妈妈，你要做更多好看的作
品。”这句话看似简单，却成为她对自己的
最高要求。“上美影的前辈们用一辈子诠
释什么是‘好看’，我们这一代的使命，就
是带着这份标准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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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闹天宫》《哪吒闹海》《黑猫
警长》《葫芦兄弟》 ……上海美术电
影制片厂（以下简称 “上美影”）的
历史长河中， 一代又一代的动画创
作者用热爱与匠心为观众们编织着

美梦和回忆， 用优秀的作品不断创
造中国动画的辉煌，上美影 85 后编
剧潘晓璇便是其中一位沿着前辈足

迹成长起来的中坚力量。
当年在幼儿园舞台上戴着葫芦

头饰表演的“铁娃”小女孩，如今已
经成为了参与过《我们的冬奥》（《胖
大圣借冰器》篇章编剧）《中国奇谭》
（前期审稿、项目支持）等重要项目
的创作力量，她的故事里，既有与上
美影跨越三十年的不解之缘， 也有
对 “中国动画学派” 精神的虔诚传
承，她参与的上美影新动画《灶君请
吃糖》《节日里的中国》《开往明天的
5633》也将和观众见面。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85后编剧潘晓璇：

在上美影的创作沃土里
越了解前辈越觉得身上担子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