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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黄家康看上去还像个大孩子，不肯透露年龄的

他 说 自 己 已 做 了 20 年 动 画 。曾 参 与 过《忍 者 神 龟》

《阿童木》等国外动画的制作，当时他想，什么时候才

能做中国的动画？

近日，《白蛇 2：青蛇劫起》上映，首周票房超过 3
亿，豆瓣开分 7.6。该系列的第一部《白蛇：缘起》在

2019 年逆风翻盘时，票房近 4.7 亿，豆瓣评分 7.8。两

部国漫电影的导演，都是黄家康。

采访《白蛇 2》的主创团队是在他们的“单位”追

光动画，所在楼名叫“夸父楼”。夸父，中国上古神话

传说中以“追日”闻名的人物，在今天似乎带着国漫

追光的某种象征与期待。

源自中国古代经典，也想和当下
年轻人交谈

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国漫电影票房排名前三

分别是《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西游记之大圣

归来》，都是源自中国古代经典的“故事新编”，加上

《白蛇》系列，这也许不是巧合。

片中的设定有着不少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白

蛇传》原著中写道，小青为了救出被压在雷峰塔底的

姐姐，在黑风洞修炼了 20 年，片中小青和法海斗法

的地方正是“黑风洞”；片中的修罗城，出自佛教六道

轮回的“修罗道”；城中的风火水气“四劫”，每一劫对

应的飞廉、毕方鸟、玄龟、鳛鳛鱼，都是中国古代神话

中的神兽；而全片的核心概念“执念”，更是一个非常

“中国”的概念⋯⋯

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副教授、“动

画学术趴”创始人刘书亮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纵观

中国动画的发展史，《西游记》可以串起一条显在的

线索。从第一部长篇动画《铁扇公主》到经典的《大闹

天宫》，再到《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以及一系列电视

动画剧集，改编《西游记》似乎成了中国动画创作者

的一个重要“爱好”。

“中国动画的创作非常倚仗中国的神话故事和

古代文学改编；这反过来也说明，这条路经得住市场

的考验。近年来成绩比较靠前的中国动画电影，走的

都是这条路。”刘书亮说。

那对于“老故事”的创新，什么能变什么不能变？

黄家康认为，一个故事能流传千年，一定有其

强大生命力，所以在改编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它原来

的“味道”。比如，在改编 《白蛇传》 时，人物设

定是不能变的：小白和小青是“蛇妖”，她们的性

格一个偏稳重一个偏活泼，小白和许仙的爱情、小

白和小青的姐妹情⋯⋯在这些人物关系不变的情况

下，去挖掘新的故事，去探讨当下年轻观众关注的

话题。

在白蛇历来是“大女主”的诸多作品中，《白

蛇 2》 是为数不多以青蛇为主角的。黄家康说，选择

小青为女主，一方面是上一部已经讲完了小白的爱情

故事，另一方面，小青与姐姐的感情也是值得探索

的。“小青跟小白不太一样，她更像现代女性，敢爱

敢恨、勇敢独立，透过她在修罗城中的磨难，观众跟

着她一起成长。”

所以，我们在《白蛇 2》中，看到了小青初入修罗

城，得到孙姐的帮助，这就好像职场前辈对新人的帮

助；后来，司马的背叛，蒙面人的欺骗，要不要坚持目

标和初心，等等，这都像是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会遇

到的问题。

“远离”原著的新故事，朋克风的
神话，可以有

改编中国古代经典，有优势，也会带来问题：大

家都去改编，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动画电影的同质化。

但《白蛇 2》给刘书亮带来了一种不同的感觉：“我个

人之所以喜欢这部电影，原因之一是它整个故事的

世界观设定、情节的类型与走向，离原著比较远，给

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白蛇 2》的主场景修罗城，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古今建筑混杂，朋克风与水墨风混搭，模糊了时空

感，也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视觉体现，毕竟谁也没见

过青蛇在摩天大楼打怪兽。

朋克风的神话故事，之前我们依稀在日本漫画

家峰仓和也的《最游记》、藤崎龙的《封神演义》中看

到过。这两部作品也脱胎于中国的传统故事《西游

记》和《封神演义》，两者风靡一时，似乎也证明了市

场对混搭风的认可度。

黄家康说，传统文化要“出圈”，一是要有新

的故事，二是要有好的视觉，而动画，正好是能将

这两者连接的极好载体。但他强调，动画风格并非

刻意为之。

“ 有 很 多 观 众 问 ，《白 蛇 2》 是 ‘ 朋 克+水 墨 ’

混搭，你们是不是想打造什么风格？其实不是，我们

从来没有刻意为了什么风格来做一个故事，而是因

为这个故事来设计一种风格。看过片子就知道，片中

对修罗城的设定，是有不同朝代的人和妖进来，有不

同年代的建筑，有各种劫难——这样的故事，自然需

要混搭的风格。”

刘书亮认为，《白蛇 2》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

觉，除了故事本身，还建立在强大技术支撑的基础

上，这也是中国动画产业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刘书

亮把《白蛇 2》定位为一部“奇观电影”。这个词在以往

有时是带有负面意义的：如果视觉特效对观众的吸引

力超过了故事本身，是很可能对叙事有所损害的。

“但在我看来，奇观电影不是贬义词，视效的大

量使用最终形成了一种电影的子类型。只有当我们

的视效技术到了一定程度，才能以此为基础有效讨

论视效和故事的关系。就《白蛇 2》而言，我认为它做

到了两者较好的结合。”刘书亮说。

国漫电影不再靠打“情怀牌”？

今年暑期档被称为国漫电影的“最强暑期档”，

除了《白蛇 2》，还有《济公之降龙降世》《俑之城》《新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4》等多部上映。国漫电影，似乎

已经不再靠打“情怀牌”来获取观众和市场，而是更

加“科学”。

科技对动画电影的“加持”，不仅体现在视觉效

果，还应用在宣发上，比如大数据。《白蛇 2：青蛇劫

起》通过两轮“定剪”试映和一轮宣发试映，数字化宣

发平台“灯塔”建议追光动画对节奏、台词等多个要

素进行调整和删减。

《白蛇 2》监制于洲说，动画电影有一个“好处”，

就是制作周期长，中间可以不断进行测试。就这样，

经过多轮试映和建议修改，调研结果表明，影片的观

众推荐度和喜爱度等指标都得到显著提升。

“导演是创作者，有着作为创作者的表达，但我

们也要考虑市场的环境和需求。把作者的感性和科

技的理性结合，才能做出更加成熟完善的作品。”于

洲说，但有一点是不变的，从《小门神》到《新封神：哪

吒重生》，再到两部《白蛇》，“追光动画的创作源头是

中国传统文化，将来会坚持这一点”。

“《白蛇传》的故事从唐朝开始被不断演绎，每一

代人要讲每一代人的故事。我们是中国人，从基因里

深爱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表达也更为擅长。所

以，从一开始就想以动画电影的形式，对传统文化做

一种传承与创新的表达。”于洲说。

“希望能有更多年轻人加入这个行业，我们团队

在招聘时，有一类叫‘粉丝型’同事，他们喜欢看动画

电影，于是想来做动画电影，但投身这件事需要很大

的勇气。众所周知，动画电影的制作周期长，好的作

品更需要打磨，这就要求从业者耐得住寂寞。”于洲

惊喜地发现，追光动画现在已经有了大概 10 个 00 后

的同事，“又有水平又有爱”。

有人问，国漫电影崛起了吗？黄家康说：“整个国

漫电影的发展还需要时间，希望有更多机会创作，有

创作才有进步的可能。”

有人问，国漫电影什么时候能“出海”？于洲说，

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这是水到渠成的，“我们要做

的事情就是做好电影”。

朋克风的中国神话，国漫电影的追光之程

□ 林 蔚

日本动漫电影 《鬼灭之刃之无限列车篇》 日

前登陆网飞平台，引发全球动漫迷欢呼。这部被

称 为 现 象 级 大 片 的 电 影 ， 自 2020 年 10 月 上 映 以

来，本土票房狂收 3.65 亿美元，超越宫崎骏经典

作 品 《千 与 千 寻》， 夺 得 日 本 电 影 票 房 榜 榜 首 皇

冠。目前该片全球票房已超过 5 亿美元。

《鬼 灭 之 刃》 并 无 过 于 离 奇 的 情 节 。 这 部

2016 年至 2020 年连载于 《周刊少年 Jump》 杂志上

的漫画，说的是一个“少年打怪”的故事。大正

时期，食人恶鬼出没。山村少年炭治郎的家人不

幸被恶鬼所害，唯一幸存的妹妹也因为感染鬼血

而 变 成 “ 鬼 ”。 为 了 找 回 让 妹 妹 变 回 人 类 的 解

药，为了保护更多人不被恶鬼所害，炭治郎背着

妹 妹 加 入 “ 鬼 杀 队 ”， 从 此 踏 上 斩 鬼 打 怪 的 漫 漫

征 程 。《无 限 列 车 篇》 改 编 自 同 名 漫 画 的 一 个 篇

章 ， 讲 述 的 是 炭 治 郎 一 行 登 上 一 辆 诡 异 的 列 车 ，

和鬼杀队将领炼狱杏寿郎一起保护乘客，与恶鬼

浴血奋战的故事。

精彩的打斗画面、顶级配音演员加入、大手笔

宣传固然是票房大卖的利器，但从 《无限列车篇》

的爆发式大成功看，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原著漫画在刊登初期反响平平，后来才慢慢

累 积 起 热 度 。 第 一 波 助 力 来 自 2019 年 的 《鬼 灭》

电 视 动 画 《灶 门 炭 治 郎 立 志 篇》。 该 剧 播 出 后 大

获好评，令小范围受捧的漫画书发行量暴增，一

举成为 2019 年漫画销量第一名。随后因为新冠肺

炎 疫 情 影 响 ， 人 们 居 家 时 间 增 多 ， 推 动 了 《鬼

灭》 销 量 的 持 续 上 涨 。 截 至 2020 年 12 月 ，《鬼

灭》 累积发行量超过 1.2 亿册，甚至出现了销量榜

被 《鬼灭》 各卷全盘占据的现象。

基础铺垫已经足够。这时紧接电视动画剧情的

《无限列车篇》 登陆影院，又恰逢疫情期间新片寥

寥，动漫迷蜂拥而至，上映首日票房即突破 10 亿

日元。衍生品市场反应迅速，服装、电器、玩具等

联名款一上市就引发抢购潮。产业链各个环节相辅

相成，《无限列车篇》 的票房开始滚雪球式增长。

但能打破年龄限制成为社会现象，《无限列车

篇》 的出圈还是有独到之处的。与一般热血战斗动

漫不同，《无限列车篇》 有很大的篇幅描写的是人

类的爱、欲望与恐惧，更能引发普通观众的共鸣。

炭治郎亦被恶鬼控制进入梦幻空间，得以重

温 全 家 团 聚 的 温 馨 时 刻 。 亲 情 是 最 能 打 动 人 心

的。但美梦终究是虚幻，想控制欲望回到现实人

生，需要强大的意志力和直面痛苦的勇气。观众

在“梦境”这一段里特别有代入感，他们感受到

炭治郎见到家人的欣喜，也会为其离开梦境的决

绝而泪目。

炼狱杏寿郎的人物设置同样能抓住观众。这

个 类 似 前 辈 的 角 色 ， 出 场 时 威 风 凛 凛 ， 功 力 深

厚 ， 是 炭 治 郎 一 行 的 坚 强 后 盾 。 但 战 况 跌 宕 起

伏，杏寿郎在实力不如恶鬼的情况下，凭着坚强

的信念，以命换命以期保护整车人周全。这个前

后转折冲击力强，悲剧色彩浓厚，但又给人无限

激励和勇气。

“衰老和死亡都是人类这种短暂生物的美丽之

处 ， 正 因 为 会 衰 老 和 死 亡 ， 人 才 变 得 可 爱 和 尊

贵。”“无论鬼夺走多少生命，人类的意志是怎样

都不会被打败！”《无限列车篇》 承认人类是弱小

的 ， 但 只 要 有 坚 强 的 信 念 ， 就 能 看 到 胜 利 的 曙

光 。 在 疫 情 起 伏 的 当 下 ， 这 个 主 题 温 柔 又 有 力 ，

让内心不安的观众得到了疗愈。

或 许 这 才 是 《无 限 列 车 篇》 出 圈 的 最 终 武

器 吧 。

《鬼灭之刃之无限列车篇》是如何出圈的？

□ 李 悦

一棵大树，主干粗壮，枝叶舒朗。全班孩子几

乎都在树上。最粗的树枝承纳了 6 个人，有的坐，

有的蹲。稍高处，两个女孩踩在一根枝丫上，时不

时把头靠在一起，窃窃私语。平日爱好搏击的男孩

跨坐在更高处，依然是一副硬汉模样。树底下还零

零散散站着几个孩子。

巴赫曼先生也坐在树上。他手扶一根树枝侃侃

而谈，看上去就像在上一节最平常的户外课。“昨天

是最后一次评级商讨会。”他说，“经过老师们讨

论，你们中的 8 个要去文理中学。”他点了 8 个孩子

的名字：“大家觉得怎么样？”很快，一番简单交流

结束。巴赫曼先生弹起吉他，和孩子们唱起童谣。

镜头拉开，金色的阳光洒在枝叶上，微风轻拂白

云，缓缓飘过湛蓝的天空。

如果你和我一样，跟随纪录片《巴赫曼先生和他

的学生》的镜头，在长达 3 个半小时的时间里，观摩

了巴赫曼先生的课堂，聆听了他与学生们的日常交

流，也陪着他一次次地和学生及学生家长讨论孩子

的学习表现、交流升学前景，你就会明白这树上的一

幕意味着什么。在德国，巴赫曼先生所说的文理中学

学制 8 年，是考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必经之路。其

他还有实科学校、综合性中学、普通中学等，学制分

别为 5-6 年，更侧重职业教育。虽然那些没有被点到

名的孩子，在中学阶段依然有机会再考进文理中学，

获得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资格，但这一次“小升初”

时的评级商讨依然带有初次教育分流性质，如巴赫

曼先生的同事所说，它“决定了人生”。

带着全班同学在一棵树上交流“小升初”升学结

果，这很“巴赫曼先生”。

65 岁的巴赫曼先生任教于德国城市施塔特阿

伦多夫。这座小城人口不过两万，其中七成有着移民

背景，四分之一的人没有德国国籍。巴赫曼先生的这班

学生就来自 12 个国家，有的出生即在德国，是移民二

代，有的则刚随父母从保加利亚、土耳其等国辗转而

来，连德语也说不上几句。他们的家庭背景、宗教信仰、

性格特点和学习进度都大不相同。更别说全是 12-14

岁的年纪，正值青春期，自我而又敏感。对任何老师而

言，带这样一个班级都是极大的挑战。但巴赫曼先生似

乎有一种魔法，学生们对他都亲昵而又尊敬。

在巴赫曼先生的阅读课上，学生可以靠在教室

边的沙发上、坐在桌子上，甚至钻到座位底下，以自

己喜欢的方式安静读书。抓到白天上课打瞌睡的，如

果问明事出有因，他也会特别许可她找个地方躺下

好好睡一会儿。学生们起哄问他性经验，他就坦承

“第一次”发生在 17 岁，然后似真似假地告诉他们，

科学研究显示，人的智商越高，初次发生性行为的时

间就越晚，一班学生们嘘声四起却又半信半疑。有学

生说想做理发师，他认真发问：“了解理发师的收入

模式吗？”“如果客人体味很重怎么办？”还一本正经

提议：“你可以拿我练手。”然后一把扯下帽子，露出

光秃秃的脑袋，和学生一起开怀大笑。

即便在德国、在身边同事的眼中，巴赫曼先生也

“像个外星人”。他带着孩子们弹琴、唱歌、组乐队，帮

他们协调关系、解决矛盾。他认为教授知识、指导学

业只占教师工作的十分之一，剩下的十分之九才是

真正重要而有意义的部分。

他会肯定拼写不太好的学生“很享受阅读”，发

言不多的学生“每一次给的观点都很有趣”，也会特

别感谢沉默寡言的学生“总是笑容灿烂，让我心情愉

悦”。他温柔开解与同伴发生矛盾、满怀委屈的女孩：

“有时你惹别人生气，不是因为你说了什么，而是因

为 你 说 的 话 触 动 了 对 方 ，让 她 想 起 了 一 些 事 。”他

“逼”着心浮气躁、毛手毛脚的男孩去尝试小心翼翼

地把石子一个个垒起来，还说：“成功之后可以发个

朋友圈，写上巴赫曼先生很开心。”当班里成绩最好

的学生坦白，有时会因不想学习的想法而厌恶自己，

他震惊而心痛：“不想学的时候就不学，让学习死一

边去，考不好又怎么了？”

他和学生们探讨历史、社会、宗教、文化、性

别等话题，引导他们敞开自我、相互交流、相互理

解，不带预设立场地接纳和包容他们的观点。但他也

并非全无禁忌。在他的课堂上，不认真倾听别人发言

会被点名批评，未经允许插话、打断别人会被罚离开

教室。面对问题发生争执时，别想以“不为什么”

“我不想说了”之类的话搪塞，巴赫曼先生有的是时

间和耐心等一个真实的答案。“努力尝试去解释自

己，发自肺腑地给一个回答，真诚地。”他说，“这是

我们课程的一部分。”

“成绩只是一瞬间的影像，记录了像数学、英语

这样微不足道的东西。它不是真正的你们，也无法代

表你们。你们是很棒的年轻人，有着宝贵的真诚，以

后也要继续坚守真诚。”巴赫曼先生曾如此对学生们

说。这似乎才是他真正要教授他们的：真诚地面对他

人，打破身份立场的束缚，发自真心地去了解对方，

不带预设立场地给予尊重和接纳；同时，也要真诚地

面对自我，不回避不掩饰，勇敢审视内心深处最真实

的想法，诚恳表达、时刻反思。真诚，正是巴赫曼先生

带动这样一班身世背景各异的学生打破偏见，更好

地认识自我、理解彼此、共同成长的魔法，也是他赢

得学生们爱与尊敬的魔力所在。

影片结尾，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围坐一圈道

别。学生们和他握手、拥抱，然后一一走出教室。“我

们在这间教室里度过了美好的时光，做了有意义的

事。”他们说。当最后一个学生也唱着自编的歌曲离

开，即将结束自己教学生涯的巴赫曼先生独自坐在

空荡荡的教室里，背对镜头，轻轻伸手拭去了眼角的

一滴泪。

那个学生唱的是：“从前有一个巴赫曼先生⋯⋯”

巴赫曼先生的魔法课

□ 沈杰群

现在评价一部都市剧拍
得好，很多人会这么说：“编
剧，你是不是在我脑袋上装
了监控摄像头？”如果你看剧
看出了“沉浸体验”般的真实
感，那说明这部剧的确成功
了，你从中看见了自己，又意
外挖掘出一个不曾察觉的

“自我”。
最近播出的都市剧《我

在他乡挺好的》，描写北漂年
轻人群像，网友在豆瓣上打
出了8.3的高分。口碑好的核
心理由就是真实。

在以往看上去极不真实
的都市剧里，年轻人的漂泊
生活和粉红童话一般，一毕
业就住着豪华大平层公寓，
消费着与薪水完全不匹配的
商品；职场上必有“霸总”
对自己一见钟情，永远保驾
护航，所以发生意外必等男
主“空降”而不是报警⋯⋯
这样的情节，难免让人怀疑
创作者压根儿没上过一天
班，没租过房挤过地铁，“脑
补”出了“悬浮”的大城市漂
泊图景。

但在《我在他乡挺好的》
这部剧中，我们很容易找到属
于自己的一块生活拼图，一个
似曾相识的日子，甚至听到一
声不约而同的叹息。

真实度高的都市剧，不
避讳揭开隐藏在我们心底的
伤疤。

《我在他乡挺好的》开
篇，是以有些残忍的口吻，道
出“我在他乡挺惨的”冷峻事
实。生活中永远带给他人快
乐的女孩胡晶晶，在生日当
天，经历了一大堆倒霉崩溃
的破事，从天桥上一跃而下。她猝然离世，悲恸的亲人
和闺蜜一面努力挖掘胡晶晶离开的真相，一面继续坚
持自己不易的北漂生活。

“黑中介”跑路，房东来赶人时乔夕辰苦苦哀求，
双手紧扒着房门不让搬东西；乔夕辰加班到深夜，是
因为觉得“如果不加班，可能连这个班都没了”；30
多岁的纪南嘉开了自己的公司，独当一面，却也苦恼
于婚恋问题，相亲时被对方阴阳怪气地评头论足；

“精致穷”的许言立志，即便没有大房子和好车，也坚
持在这座城市找到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那些都市
异乡人生活的苦辣酸甜，成年人的纠结与无奈，经历
过的人自然会懂。

有网友评论说，自己是看懂了这部剧，但是“好
羡慕那些看不懂的人”，说明他们的生活里还没出现
过与现实交手的痛苦，不曾经历“成年人的崩溃”。

哪怕一个小小的细节，都能无比精准地戳中观
众的心。比如难得休息看场电影的乔夕辰，接到要求
改策划案的微信，她愤怒地敲了一大堆质问和反驳
的话，发出去后又飞速撤回，短暂“口嗨”后换了一个
顺从、客气的“OK”。她在电影院里，掏出电脑，调低
显示屏亮度，改起了策划案。

这一段，引发我朋友圈一群职场人的共鸣。
“我太懂了，多少场电影我看完开头‘龙标’就埋
头干活了。”“怕被其他观众揍，我还会罩一件衣服
在头上遮光。”

但是，一部出色的都市剧，格局也绝对不仅限于
“卖惨”、倒苦水。在大城市打拼的日子没有那么舒
坦，但也没有那么糟糕。

《我在他乡挺好的》抛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大城市打拼不易，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去？因为
那里一定有值得奔赴和留下的理由。

剧中人认真地说，喜欢北京，是因为这座城市够
大、够包容——“如果你才华横溢，你就可以功成名
就；你如果很平凡，但只要努力，也能小富即安；如果你
啥也没有，你就努力踏实肯干，也是能有立足之地的。”

这样的台词，乍一看有点“鸡汤”味儿，可是置于
剧中人的具体日常，显得合理又温情。人各有志，参
差百态，我们没必要按照某一种世俗标准模式而活
着，但我们应该遵从真实心意，认同自我。

就像纪南嘉清醒地意识到，婚姻、住房这些传统
的“安全感指标”不能安抚自己，她便索性不再焦虑，放
弃相亲和买房了。把北京的出租屋也布置得漂漂亮亮、
一个人享受下班后追剧喝酒的闲暇，这难道不香吗？

“留下来的理由，其实一个就够了：一群志同道
合的伙伴，一份美好甜蜜的爱情，一个只属于自己的
夜晚⋯⋯就是这些平凡而美好的东西，支撑着我们
一次次穿越风浪，去遇见更美的风景。”

能做到真正关照现实、贴合年轻人的都市剧，一
定是带着包容的爱意去理解年轻人的：理解他们“一
根筋”往前冲的孤勇，也理解他们忍不住想骤然发泄苦
楚，在两种极端情绪之间反复横跳；怜惜他们在父母电
话里报喜不报忧、死撑到底的倔强，也承认“被社会毒
打”是每一个不成熟的“社畜”“小白”成长必迈的坎儿。

那些“人间真实”的都市剧，让我们看见自己熟悉
的影子，但亦是为了帮我们找到一个“陌生的我”——
与剧中人共情之后，你不妨从另一个“旁观”的新视
角，好好审视和接纳自己。长大好难，但我们值得被这
个世界温柔地爱着。

带着全班同学在一棵树上交流
“小升初”升学结果，这很“巴赫曼
先生”。

《无限列车篇》承认人类是弱小
的，但只要有坚强的信念，就能看到胜
利的曙光。在疫情起伏的当下，这个主
题温柔又有力，让内心不安的观众得
到了疗愈。

《我在他乡挺好的》 以有些残忍
的口吻，道出“我在他乡挺惨的”
冷峻事实。大城市打拼不易，但为
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去？因为那里
一定有值得奔赴和留下的理由。

﹃
他乡

﹄
都市剧

，如何更懂年轻人

文化观察传统文化要“出圈”，一是要有新
的故事，二是要有好的视觉。而动画，
正好是能将这两者连接的极好载体。

影 评

《我在他乡挺好的》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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