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巴爸爸》剧照

1953年春末， 法国各地的电影院相

继上映了一部名为 《牧羊女和扫烟囱青

年》的动画电影。影片改编自安徒生的同

名童话作品，彩色、宽银幕、长片、缜密的

描绘、 宏大的场面……诸多开创性元素

无一不让人们浮想联翩———法国， 这个

电影的诞生之地， 此时确实应该拿出一

部能和迪士尼分庭抗礼的作品了。

然而事实上， 这却是制片人萨胡不

顾导演保罗·古里莫和编剧雅克·普莱维

尔的反对， 将未完成的作品自行剪辑拼

接而成的。 在利用法律手段制止未果后,

愤怒的古里莫和普莱维尔公开发表声

明，否认了这部影片的合法性。

以当时的标准来看，《牧羊女和扫烟

囱青年》 绝对是法国动画发展史上一个

不小的突破———法国本土动画工作者第

一次制作出画面如此精良、 篇幅如此长

的动画电影， 它与同期的迪士尼长片相

比毫不逊色。不过很显然，萨胡未能领会

古里莫与普莱维尔的真实想法， 全片风

格在某种程度上更趋向于同时期那些喧

嚣的好莱坞式宫廷冒险剧。 由于制作投

入过大,《牧羊女和扫烟囱青年》 在商业

上惨淡收场。

岁月的年轮并没有磨去古里莫的执

着。 1967年，经法院裁决，他收回了《牧羊

女和扫烟囱青年》的版权，在接下来的10

年中， 古里莫与普莱维尔对影片从剧本

到场景的点滴细节进行重新加工与创

作。 1979年底,这部完全按照古里莫自己

的意志和追求打造出来的动画电影终于

得以完成。 为了与过去做一个彻底的分

割，也为了贴合重制后的变化，古里莫将

这部获得新生的动画电影重命名为 《国

王和小鸟》。

以极具想象力和幽默
夸张的手法， 铺展开令人
惊叹的社会画卷

与时长62分钟的 《牧羊女与扫烟囱

青年》相比，87分钟的《国王和小鸟》保留

了前者中的大部分内容，同时，“国王”与

“小鸟”戏份大增，成为影片事实上的主

角。 而“巨大机器人破坏城市”这一全片

的高潮也得到了更多篇幅的着力描绘，

为整部影片带来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压抑

感。 古里莫还找到了波兰作曲家沃伊切

赫·基拉尔，委托他谱写全新乐章。

最终,《国王和小鸟》 被打造成了一

部罕有的史诗级巨作。 无论是成年人还

是儿童，都能以一个与自己年龄、学识相

符的视角很自然地切人剧情， 从而获得

属于自己的解读和认知。 尤其令人啧啧

称奇的是， 影片仅用一只会说话的老鸟

便成功地串联起了整个故事， 加以极具

想象力和幽默夸张的手法， 铺展开令人

惊叹的社会画卷；唯美的色彩、协调与流

畅的叙事结构能使人产生超越现实和时

代的感觉。

1979年12月,《国王和小鸟》 夺得了

“能够充分体现法兰西精神” 的路易·德

吕克大奖的年度最佳影片奖。 消息公布

后，轰动了整个法国影坛。 在那个年代，

一部动画电影击败所有真人出演的故事

片而夺得一个国家的电影大奖是极为少

有的一件事。 1980年3月19日,《国王和小

鸟》在法国首映后好评如潮，观影人次超

过170万。

然而，普莱维尔没能看到这一天。这

位法国著名的诗人与编剧由于在长年的

艺术创作中总是烟不离手，患上了肺癌，

并于1977年与世长辞。 直到生命最后一

刻，他仍在和古里莫一起讨论修改《国王

和小鸟》的剧情。 影片首映时，古里莫在

影院里自己的座椅边上特意保留了一个

空位， 那是给一同走过艰难岁月却未能

看到胜利之日的战友留的。

令人难以忘怀的上译美
声， 书写了中国译制动画
片史上的灿烂篇章

1982年,《国王和小鸟》由中国电影公

司引进，当年11月在上海电影译制厂完成

配音，1983年元月开始陆续在全国各地影

院上映。但限于当年的影视环境和宣传力

度，真正到电影院看过这部影片的观众尤

其是小朋友并不多，绝大多数人对本片的

印象来自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央视和地

方电视台进行的多次重播。绝大多数观众

在看过之后， 都被片中绝妙精湛的画面、

各种出奇的想象，以及或动人、或忧伤、或

魄力十足的音乐折服。

同时， 对中国观众而言,《国王和小

鸟》 不仅仅作为一部将艺术与娱乐完美

结合的极致作品而留存于纯真年代的记

忆中，它还有着让人难以忘怀的“袅袅余

音”。 当年曾参与过本片译配的艺术家

中，有几位已离我们远去，但大师们音容

宛在：毕克将小鸟饰配得正直乐观，犹如

黑暗中的一簇火光； 尚华则把国王的色

厉内荏、 凶残暴戾塑造得淋漓尽致。 同

时， 当时风华正茂的童自荣和丁建华搭

档演绎的“画中恋人”虽然台词只有寥寥

数语，却情真意切———童自荣认为，扫烟

囱青年虽然是一个来自底层的普通人，

但他对美好生活充满向往， 对爱情忠贞

不二，甚至甘于牺牲自我，与之前他所配

音的一类王子角色在情感层面是相通

的，故而仍以高贵气质对其进行了塑造，

尤其着重突出了这一角色高尚美好的心

灵；丁建华在饰配牧羊女时，也将她善良

柔美但又不娇怯的特性恰如其分地表现

了出来。 而施融献声的盲人乐师同样极

为出彩———他所发出的心底呼喊 “生活

多美啊！太阳就要放光芒了！很快就会见

到鸟了！ ”把故事推至高潮……诸多老一

辈艺术家的倾情演绎， 书写了中国译制

动画片史上的灿烂篇章, 也成就了人们

耳畔永恒的绝响。

《铁臂阿童木》

1968年5月的一天， 法国巴黎第14

区的Zeyer咖啡馆里人声鼎沸 ， 有一对

夫妇却把注意力放在桌布上。 丈夫德鲁

斯·泰勒是一位刚刚来到法国执教的爱

尔兰裔美国人， 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

经济学，精通数学和物理；他的法国妻子

安娜特·缇森当时正在巴黎学习建筑学。

由于法语说得还不流利， 泰勒在咖啡馆

里没法加入周围热烈的讨论， 只能靠和

妻子在桌布上画画来解闷。结果，就在休

闲打趣的涂鸦中， 人见人爱的经典动漫

形象“巴巴爸爸”便在这间咖啡馆的桌布

上诞生了。 考虑到“ba”“pa”通常是小孩

子出生后最先会发的音， 泰勒夫妇就决

定用“巴巴爸爸”给这部漫画命名。

对世界的爱是永恒的主题

1970年，“巴巴爸爸”的第一本画册

顺利出版 ，此后的几年里 ，图书的反响

和销量一路水涨船高。 于是，让巴巴爸

爸登上电视进行表演的想法便应运而

生了。 “巴巴爸爸”的动画版最初共推出

两部 ：1973-1975年制作的第一部45集

（每集5分钟 ），又称 “经典系列 ”；1977-

1978年制作的第二部名为《巴巴爸爸历

险记》，共48集（每集5分钟）。 据不完全

统计，上述两个系列的《巴巴爸爸》动画

片已先后在40个国家和地区播出过。 就

像泰勒所说的那样，“巴巴爸爸”能够为

人们所喜爱 ，是因为 “对这个世界的爱

还是（这部作品）永恒的主题”。

粉色的巴巴爸爸慈祥亲切，富于智

慧和爱心，又能在孩子们最需要的时候

挺身而出。 关于他的身世，在动画版第

一系列的第一集 《巴巴爸爸的诞生》中

是这样介绍的：辛迪和弗兰克兄妹家的

后花园里，一个球状物在地底下不断地

生长膨胀 ，终于露出了地面 ，它就是巴

巴爸爸。 由于相貌奇特，巴巴爸爸起初

被当作怪物关在动物园里 ， 他难过极

了。 突然他看到笼子外面爬过来一只蜗

牛，于是便不由自主地念叨：“可里可里

可里———巴巴变”， 于是他的身体就变

成了蜗牛的模样！ 泰勒夫妇把巴巴妈妈

的肤色设计成黑色，是因为黑色与巴巴

爸爸的粉红色很搭配。

巴巴爸爸家的七个孩子———红色

的巴巴布拉伯热爱运动；橙色的巴巴丽

伯喜欢阅读 ； 金黄色的巴巴祖充满朝

气 ，爱结交朋友 ；绿色的巴巴拉拉酷爱

音乐 ； 黑色的巴巴鲍浑身毛发乱蓬蓬

的，擅长绘画，有着艺术家的气质；蓝色

的巴巴布莱特对科学兴趣盎然；紫色的

巴巴贝尔十分爱美，时常用鲜花装扮自

己。 这一九口之家永远充满着快乐，无

论他们去哪里都会热闹一路。

引领译制动画片开播高潮

1989年伊始， 《巴巴爸爸》 亮相央

视 《七巧板》 节目， 正式登上中国荧屏。

随着 《巴巴爸爸》 的开播， 央视一套的译

制动画片播出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

高潮———雷打不动的周日18誜30继续热

播 《米老鼠和唐老鸭》； 每周四18誜30在

《七巧板》 播出两集 《巴巴爸爸》； 每周

五18誜30在 《天地之间》 播出一集 《小

不点》。 除此之外， 每周四20誜30左右还

会播出两集 《我的小怪物》。 这样算下来，

1989年春， 观众每周仅从央视便能看到

四部风格各异的译制动画片， 着实让小

朋友们大饱了眼福。

当年 ， 中国的小观众似乎对能够

“变形” 的东西都有种本能的亲近之感。

回望1989年， 每逢周四傍晚， 巴巴爸爸

的那句 “可里可里可里———巴巴变” 的

咒语以及片中欢畅明快的欧洲小调便从

千家万户传出。 而每一集开头那段 “高

时速” 绕口令式开场白 “这就是巴巴爸

爸、 巴巴妈妈……”， 自然也引得好奇心

旺盛的孩子们竞相模仿。 当时，在校园里

念得最快的孩子， 往往会引来一阵羡慕

的目光。今日提及本片时，很多“大孩子”

对这段开场白仍然能倒背如流。 毫不夸

张地说，《巴巴爸爸》的开场白可以称得上

是一代人最具代表性的岁月标签。

从1989年1月5日直至8月31日，《巴巴

爸爸》在中央台播出8个月后，终于落下了

帷幕。 在 《变形金刚》《非凡的公主希瑞》

《恐龙特急克塞号》三大片风头正盛之际，

“模范家庭”中流淌着浓浓的爱，不仅让

小观众感到温暖， 也给中国的家长们树

立了榜样。 《巴巴爸爸》全片几乎未出现

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坏人， 用泰勒的话

来说，“不带任何暴力倾向也是我绝对坚

持的，我只想给孩子们单纯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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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成立不久的日本《少年》杂

志决定刊登连载漫画 。 接下这一任务

的，是刚刚从大阪大学医科专门部结束

学业的手冢治虫。

尽管原子弹带来的创伤还远未愈

合， 但是对原子能的利用是整个世界最

流行的科技话题。 观察到这一点的手冢

决定用代表 “科学进步 ” 的 “原子 ”

（ATOM，即中文发音的“阿童木”）一词作

为新作的大标题。 故事讲述了科学家天

马博士的儿子飞雄因车祸丧生， 悲痛欲

绝的博士按照儿子生前的模样制造了一

个机器人。然而，机器人又怎能真正代替

自己的儿子？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天马博

士失去了爱心和耐心， 一气之下把他卖

给了马戏团。 幸亏好心的茶水博士发现

了这个不同寻常的“孩子”并将其赎出。

而后 ，凭着 “十万马力 、七大神力 ”的本

领，这位善良勇敢的机器人少年以“阿童

木”之名开始了自己的新生。

《铁臂阿童木》 自连载伊始便大受

欢迎， 短短数年就积攒了超高的人气。

整个20世纪50年代，手冢治虫尝试了众

多新题材和新的表现手法，他在这一时

期创作的诸多作品 ， 有的成了旷世名

作，也有的持续了一段时间后便草草结

束 ，始终伴随着作者和读者的 ，只有阿

童木。

日本电视动画的原点

1962 年 ， 手冢治虫成立动画公司

“虫制作公司”（以下简称虫制作）。 在电

视普及化的时代背景下 ，将 《铁臂阿童

木》动画化的外部环境已完全成熟了。

伴随着节奏感十足的乐曲，1963年

1月1日18誜30，在无数双纯真的眼睛的

注视下，那个过去仅停留在纸上的小机

器人竟然动了起来， 一跃飞上天空，还

向他们挥手眨眼———这不正是自己曾

在梦中看到的一幕吗？！ 仅仅半小时的

节目， 令整个日本的少年儿童沸腾了！

《铁臂阿童木》 第一集播出后就获得了

27.4%的收视率，之后更是一路走高，长

期维持在30%以上，并曾一度达到40.3%

这个迄今为止再未被打破的日本电视

动画片最高收视率纪录。

1966 年 12 月 31 日 ， 在连续播出

了四年后 ， 《铁臂阿童木 》 终于在第

193 集迎来了大结局： 由于太阳产生异

变 ， 地球温度急剧上升 ， 为解除这一

危机 ， 阿童木要驾驶一枚火箭 ， 将能

抑制核聚变反应的装置射入太阳内 。

但是中途火箭出现故障 ， 阿童木最后

选择用自己的力量推着弹头向太阳飞

去 ， 而这意味着永别……当看到这一

幕时 ， 电视机前的孩子们全震惊了 ，

其中有很多人 、 甚至还有一些陪看的

家长 ， 都为片中阿童木牺牲自我 、 拯

救地球的壮举潸然泪下 。 一时间 ， 诸

如 “不要杀死阿童木 ” 这样的观众来

信塞满了虫制作的信箱。

中国刮起 “阿童木旋风”

1979 年，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

中央电视台开始对引进海外影视节目

进行谨慎的尝试 ， 动画片成为试验的

优先选择 。 尽管简朴的黑白画面早已

落伍于时代 ， 但凭着史上无敌的收视

率 ， 阿童木力压众多远比其光彩夺目

的动画明星 ， 代表日本动画 “出使 ”

中国。

1980 年春末夏初之际 ， 《铁臂阿

童木》 的第一批播放母带寄到了央视。

负责少儿文艺的编导李真惠出任该片的

译制导演。 经过遴选， 《铁臂阿童木》

的配音人员， 最终由北京广播学院播音

系 77 级 （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的学生们担纲。 真正留给配音的时间并

不宽裕， 最后实际上是边译边配边播出

的。 1980 年 11 月 10 日至 18 日， 也就

是 《铁臂阿童木》 播出前夕， 手冢治虫

以日本动画协会会员的身份来华访问。

在北京参访期间， 手冢专门观看了数集

已经配好音的中文版 《铁臂阿童木 》，

赞赏中文配音的水准 “就好像是中国自

己的片子一样”， 并对中国配音团队表

示了衷心的感谢。

1980 年 12 月 7 日， 一个普通的周

日。 当晚 19誜30，《铁臂阿童木》第 1 集

如期“现身”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译

制动画系列片在中国的播出大幕就此拉

开。 从此，每个周日的晚上，准时守在电

视机前等待阿童木的到来几乎成了当时

中国少年儿童的一项必不可少的 “家庭

作业”。 随着“阿童木旋风”迅速刮遍全

国， 雪片般的观众来信也源源不断地寄

到央视。其中，不少信件是各地的小朋友

写给阿童木配音者李真惠的： 有的小朋

友在信中说因为家里没有电视机， 所以

每个周日都要专门跑到邻居家去看；有

的小朋友不知道为阿童木配音的是一位

阿姨， 而在信中管李真惠叫 “阿童木哥

哥”……

阿童木的动画形象并没有止步于黑

白画面。 在央视播出 1963 年版之前的

1980 年 10 月 1 日 ， 长 52 集 、 以彩色

技术重新打造的阿童木的第二个动画版

就已开始在日本播放。 黑白、 彩色两个

阿童木能于同一时期、 在一衣带水的两

个国家竞相登台， 也算是一道不可多见

的别样风景 。 2003 年 4 月 7 日 ， 由索

尼影视娱乐公司牵头、 日本多家动画公

司联合推出了阿童木的第三个动画版

本———《ASTRO BOY·铁臂阿童木 》 。

2004 年 12 月 28 日 ， 央视少儿频道仍

以 “铁臂阿童木” 的译名播出了该片，

这时离阿童木初次造访中国已经过去

24 年了。

“我在这个故事里要谈的主题是人

类对机器人的歧视， 并对处于优势者的

行径心存质疑……对我而言， 这类主题

即使不是我刻意要提起的， 也会在无意

识间跑出来。” 手冢治虫生前发表的这

番话， 在一定程度上点出了诞生已超过

60 年的 《铁臂阿童木 》 这部作品和阿

童木这个形象的精髓。

今天， 纵使那些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对未来世界的种种想象不再时

髦超前， 但是这种渗透进每一张画面的

人文主义情怀和对人性的探究， 却很难

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 而承载了这些思

想的阿童木， 即使是在 “十万马力小意

思， 七大神力不稀奇” 的今天， 也依然

人见人爱， 在无形中获得了永生。

那些经典海外动画片是这样走上中国荧屏的

改革开放后， “洋动画” 随着其他海外影视节目， 借助正在飞速发展的中国电视

事业， 走进亿万少年儿童的课余生活。 1979 年， 中央电视台首开内地电视台译制和

播出海外动画片的先河。 之后， 一批经典海外动画片陆续走上了中国荧屏。

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 《童话往事》， 对 1979 年至 1992 年间国内

电视台热播过的主要外国动画电影和电视动画片做了详尽的梳理与回顾。 我们从中摘

编整理了部分内容， 以飨读者。

———编者

黑白影像时代的动画启蒙

《巴巴爸爸》

九口之家带给中国家庭 8个月欢笑

《巴巴爸爸》《国王和小鸟》

历经 32年，成就法兰西旷世之作

《国王和小鸟》 剧照

①②③均为手冢治虫手稿，来自

北极熊画廊举办的《日本经典动

漫原稿 & 吉卜力工作室原稿展》

④为《铁臂阿童木》漫画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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