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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电影《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接连冲向十亿俱乐部，国漫成为影视
之后另一资本战场。大量国产动画开始被一线平台青睐，《魔道祖师》《全职高
手》等小说纷纷动漫化，动漫圈的“顶级 I P ”效应正在持续蔓延。而正如金庸、古
龙的小说在数十年间经历了无数次翻拍，国漫 I P 也开始了新一轮“重启”。 2019
年，郑渊洁的小说《舒克贝塔历险记》在时隔三十年后，推出了为 10 后、 15 后小
朋友量身定制的新版《舒克贝塔》； 2020 年，中国首部校园音乐动画《我为歌狂》
历经十九年的等待，再度“旋律重启”，与此同时，上映的还有二十年前的经典日
漫续作《数码宝贝：最后的进化》……

然而，在“你追的动画终于更新了”的情怀语境下，“新不如旧”似乎也是所
有经典必然面临的舆论定数。《舒克贝塔》《数码宝贝》等作品都曾遭遇“形象颠
覆”、“迎合潮流”等质疑。动漫重启之路，究竟好不好走？

《我为歌狂》《舒克贝塔》等国漫纷纷更新 形象颠覆、迎合潮流遭质疑

经典动画重启 到底拍给谁看？

A．I P 仍适应现代语境

1989 年，改编自郑渊洁小说《舒
克贝塔历险记》的动画片《舒克和贝
塔》第一次与观众见面，为 80 后、 90
后塑造了最初的童话世界。而近十年，
随着国产动画市场扩大，陆续有不少人
找郑渊洁之子，皮皮鲁总动员公司的
CEO 郑亚旗求购《舒克贝塔历险记》的
翻拍授权；与此同时，郑渊洁的其他作
品同样“门庭若市”。

“《皮皮鲁总动员》（包含《舒克
贝塔历险记》）这个IP老郑写了四十多
年，持续的销售证明内容的含金量和价
值是非常高的。”郑亚旗坦言。时隔多
年，内容与价值观能否继续贴合当下时
代，是经典IP重启的首要考量因素。其
中童话类、校园类、热血向、少女向等
较易符合时代发展的动画，更适合重启
或推出续作，例如近期上映的电影《数
码宝贝》便延续了二十年前的第一季故
事，拿掉时代背景，其故事仍然吸引着
当下的年轻朋友。长年从事动画制作的
X先生（化名）表示，虽然二十几年前

的观众们如今已成为家长，社会环境、
年轻审美、流行文化等等也都在随着时
代变化，但不同时代的年轻人对青春、
热血、友情的精神需求，无论科技、市
场如何进步，都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很多经典故事可能不太符合现在时
代，但偏热血、青春、美好、校园、冒
险的题材，即便再过二十年，还是会有
年轻人喜欢看。这需要制作方在重启前
做判断。”

B．制作开发风险低

经典动画IP拥有稳固且大量的粉丝
基础，可以提升投资方和平台方的信
心，保证能卖得出去；此外，大部分既
存的经典动画的形象、故事、价值观
等，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原创力的
要求。X先生坦言，如果对IP和原创进
行选择，其中IP经过调研，粉丝群还
在，内容底子也好，制作团队当然首选
重新迭代。当下市场中不乏很多很火的
原创动画，但其中也有大量投掷重金却
打水漂的作品。“原创真的很难。”

A．先想好给谁拍

郑亚旗在计划制作《舒克贝
塔》前就知道，这部片子是拍给当
下的小朋友，因此他放弃了二维平
面画风，在上百张形象草稿中，选
择了老粉可能觉得奇怪，但现在小
朋友接受程度最高的三维设计。事
实上，新舒克贝塔第一次亮相时，
也确实遭受到80后、90后的吐槽。
“但你能看到现在国际上的儿童动
画片，基本上火的，95%都是3D。
这是全球小朋友统一能接受的。”

同样遭受到“毁童年”质疑的
还有《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2014年至2018年，新版《大头儿子
和小头爸爸》接连推出三部电影，
在成人世界的豆瓣平均分不足5，

影评中充斥着“毁童年”、“色
彩和故事情节奇怪”、“3D病入
膏肓”等失望；然而该片票房却
持续走高，从4000万到破1 . 5
亿，在小朋友的世界成为流行
话题。

“我认为如果一个国产动
画片在票房上相对成功，其实

就不叫毁童年，因为它就是拍给现
在的小孩看的。”在郑亚旗看来，
真正的“毁童年”，其实是制作方
没有想好自己拍给谁看，只是一味
地把以前的东西拿过来翻拍。

而近日在哔哩哔哩热播的动画
《我为歌狂之旋律重启》则很明
确，其首先是面向老粉丝，即曾经
的80后、90后。因此团队在筹备初
期，便耗费大量功夫集结十九年前
的制作、美术、配音原班班底参与
开发，并邀请老粉丝开展座谈会，

听取他们对新版的建议。而成片中
主角的校园环境、校服等也并没有
颠覆式的翻新，而是在十九年前的
美术设定上进行升级。

在X先生看来，国产动画市场
发展迅速，年轻人可选择的动漫也
越来越多，一个经典IP很难通过迎
合当下时代，就吸引新观众来看，
“如果老粉丝都不买单，这个东西
你更加不要指望出圈。”

B．内容要和当下时代结合

郑亚旗透露，动画片《舒克和
贝塔》在影视化时，实际上对原著
进行了一些改动，“老郑签完作者
协议之后，其实就不太参与这件事
了，所以当年有些剧情违背了他的
核心价值观，他是不太满意的。比
如台词里直接强调学习成绩好就是
好。”而重启IP，郑亚旗首要做的
便是“推翻”，让新内容尽可能接
近原著。《舒克贝塔》更着重描写
了舒克的理智、贝塔的鲁莽；在台
词创作上，助人为乐、正义感、想
象力、好奇心等郑渊洁真正的核心
精神，也代替了对学习的过度强
调。

但正如安徒生的童话《白雪皇
后》被翻拍成《冰雪奇缘》时，角
色、内容均与前作没有太多关联，
但却获得空前成功，在X先生看
来，无论是翻新还是续作，最重要
的是如何把故事讲好，“国民IP未
必会带来相对应的收益，尤其是原
版动画地位非常高的，如果你再只
是简单去翻拍另一部，没什么新的
创作，风险会很大。”

X先生曾参与IP重启工作，在
他看来，所有经典IP其实都可以翻
拍，只要具备足够的能力。但就目
前的动画市场而言，优秀编剧的缺
失，特效技术的亟待完善，让不少
IP重启都存在极大风险。许多经典
动画都具备强大的粉丝基础，以及
不落后于时代的优质故事，但依照
目前动画生产力，很难有公司能将
其做得比老版更好。

据悉，《舒克贝塔》第二季刚
刚收官，第三季计划于明年暑期档
上线。《我为歌狂之旋律重启》之
后还会有更多的相关作品的规划。
经典动画的重启，似乎并未如影视

IP一样，潮水般跟风式接踵而至。
X先生感慨，许多中国经典动

画都是非常厉害的艺术家参与创作
的。如果翻拍，不仅技术上需要更
高级，内容上也要有所升级，这样
才有可能被大众买单。“经典的东
西一定是好的，不然成不了经典。
观众觉得新不如旧，还是因为新版
让他们产生了很大的落差感。所以
如果没有强大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有些经典我们认为就没必要简单重
置了。如果只是为了套现，失败的
概率很高，我们宁可原创新的内
容。”

据《新京报》

重启=毁童年？

为什么重启？

哪种经典国漫适合重启？

新《舒克贝塔》遭网友质疑

《我为歌狂之旋律重启》的主角叶峰（左）、楚天歌（右），曾经是
万千少女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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