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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漫大师手冢治虫》

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内学者首部系统解读手冢治虫动漫的著作，详细讲述了手冢的生平及动漫创作历程，深度分
析了作品的题材、主题、科技观、叙事、角色、视听语言、开拓性的贡献、国际影响、悲剧底蕴和武
士道的两面性、对中国动漫的学习与影响等。本书对我国动漫学界研究和业界的创作颇具指导意义，
是广大动漫从业者和爱好者的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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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晓林，陕西宝鸡人，同济大学电影研究所执行所长，上海影视戏剧研究会副会长，挂职上海市杨浦
区文化局副局长。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编剧、硕士生导师。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影视艺术
研究基地研究员，复旦大学博士后，上海作协会员，长影集团《电影文学》杂志“动漫研究”论坛主
持人。主持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好莱坞动画电影研究”、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动画大师
宫崎骏研究”等课题四项，作为骨干参与国家艺术科学课题 “中国西部电影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等
三项。在《电影艺术》、《当代电   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同济大学学报》、《学术论坛
》《小说评论》等刊物发    表论文80多篇。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影视艺术》全文转载。
编剧和担任剧本改编已播出和公映的影视剧有：45集大型历史电视剧《大秦直道》、电影《先驱者》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15部重点献礼片）、电影《生命诺言》。另有电影剧本《守护灵魂》等四部
在运作中。
出版专著和教材14本。其中专著五本：《叛逆·困惑·回归：中国新生代电影比较研究》（获上海市
学术出版基金）、《动画大师宫崎骏》（获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学会奖”著作类一等奖）、《从比较
文学到比较电影与动画研究》、《好莱坞动画电影导论》、《动漫大师手冢治虫》；主编九本：《世
界影院动画精品解读》、《影视鉴赏》、《世界动画电影名片分析》、《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分析》
、《世界电视动画名片分析》、《当代热播电视剧读解》、《读电影：百年奥斯卡最佳电影品读》（
上中下三卷本）。合著一本：《中国电影精品读解》。参与译著《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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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自古天才多磨难：“漫画之神”的前期创作
一 、童年：看宝冢歌剧与迪斯尼·绰号“鬈毛头”·喜爱步行虫（1928—1940）
二 、少年：被“解剖游戏”·做战时劳动员·看《桃太郎·海上神兵》（1941—1945）
三 、青年：从《小马日记》出道到全日本动漫纳税额第一(1946—1960)
第二章 创造传奇，成为传说：“动画片之父”的中后期创作
一、搴起振兴日本动漫的大纛：“虫制作公司”的崛起与鼎盛（1961—1970）
二、挫而弥坚：“虫制作公司”的破产与手冢的巅峰期（1971—1980）
三、浮士德一样不止不息：尊荣加身的最后十年（1981—1989）
四、大师绝尘而去后：纪念馆·纪念活动·漫画的影视改编（1990—2011）
五、散金碎玉：创作年代不明的漫画作品介绍
第三章 题材多样：缔造当代日本动漫诸类型
一、《铁臂阿童木》：科幻（机器人）动漫的先驱
二、《怪医黑杰克》：开推理和医疗剧之先河
三、《三眼神童》：神怪演义类经典
四、《缎带骑士》：最早的少女漫画
五、《阿波罗之歌》、《MV》、《人间昆虫记》：成人类的灰暗之作
六、《海王子》、《小白角》：低幼类典范之作
七、《七色鹦鹉》：重新演绎戏剧和文学名著的范本
八、实验动画短片之十三张面孔：超然卓然显个性
第四章 主题宏大：生命·生态·人性
一、《三个阿道夫》、《街角物语》：尊重生命，反对战争
二、《火鸟》：生命究竟为何物
三、《森林传说》：人与自然的对立与共生
四、《鬼丸大将》、《未来人》、《鸟人大系》：人性之丑陋
五、《火之山》、《森林大帝》：人性的光辉
第五章 科技文明：福兮祸之所伏
一、“SF 三部曲”：迷魅与狰狞·爱恋与恐惧
二、《怪医黑杰克》：用技术延长生命是好的吗？
三、《铁臂阿童木》、《大都会》：人与人造人如何相处
四、科技理性：应融合人文理性
第六章 叙事不拘：视角多变·结构杂糅·空间控制合理
一、叙述视角：恰当选用全知视点与限制性视点
二、叙述时间：灵活安排“时间选择”、“顺序安排”与“时间变形”
三、叙述空间：合理控制场景调度
四、《佛陀：美丽的红色沙漠》之结构：七种角色功能性组合
第七章 角色独特：个性化·人性化·离奇化
一、主角个性鲜明：正义英雄与善良救主
二、反派和配角：脸谱化与符号化
三、“成人三部曲”：情色人物惊世骇俗
四、角色设定之困惑：手冢谈《怪医黑杰克》
第八章 视听语言：纯美·考究
一、视觉语言：唯美夸张
二、听觉语言：魅力十足
三、镜头语言：富于绘画性和表现性
四、特效：锦上添花
第九章 奠定模式和法则：“动漫大神”开拓性的贡献
一、漫画语言电影化：《新宝岛》里程碑式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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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限动画”：《铁臂阿童木》领日本电视动画雄霸天下
三、浦泽直树：对我而言，手冢是一位国王
第十章 学习与反哺：世界视野与国际影响
一、转益多师：实用主义价值观
二、迪士尼情缘：《小鹿斑比》与《森林大帝》·米老鼠与阿童木
三、美国的热播与改编：永远的“阿童木”
四、欧洲经典“日本化”：漫画改编之《大都会》
第十一章 是与非：悲剧底蕴和武士道的两面性
一、樱花之悲：入骨入髓的物哀情结与悲剧精神
二、舍生救赎·死亡·暴力癖：武士道的正反面
三、“廉价的悲观主义”：宫崎骏对手冢的批评
第十二章 孙悟空情结：对中国动漫的学习与影响
一、《铁扇公主》：开启动漫人生
二、《我的孙悟空》：日本幽默诙谐类漫画的开山之作
三、《孙悟空大冒险》：动画史上首部长篇逗趣卡通
四、《手冢治虫物语：我的孙悟空》：一代大师的自传
五、传播与启示：手冢动漫之于中国
附 录
一、手冢治虫生平年表
二、漫画总集分类概览
三、影视动画概览
参考文献
结 语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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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挺全的，一些比较冷门的作品也都有
2、作者都没看作品直接写流水账的吧，浮士德的简介都不对，后面的不想看了
3、里面函盖的作品算非常全了，建议所有手塚迷都去看一下。

4、好友送我的书
5、不错，条理挺清楚，资料也很详实
6、虽然很喜欢手冢治虫，但是这书也太。。。
7、杨晓林对于日本传奇动漫大师手冢治虫的传记，内容不但包含手冢治虫的创作生涯，还对其作品
所蕴含的思想和精神进行了较透彻的分析，是一本国内研究手冢治虫方面的不可多得的好书。
8、书的整体框架很系统，也较全面的介绍了手冢治虫的作品以及经历。勾起很多童年的记忆，挺不
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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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手冢的作品，无论什么题材，始终都包含着对于一种浓浓的人文情怀，或者说，与手冢同时代的
比如宫崎骏等漫画家，在作品中也都包含着这样一种对于人性的探讨，这是与美国漫画强调英雄主义
情结是有着很大不同的。也是深深吸引读者，从而保持作品生命里的原因。
2、在手冢全部作品中，始终贯穿的唯一主线就是对于生命的尊重。他曾经说:人命不可替换，人生只
有一次，死了就失去了所有。大自然充满了与人类相同的生民，他们彼此之间保持着密切的相互关系
，使得地球得以生存，地球是我们我们唯一能够居住的唯一天体，积极传授孩子这些知识和教育现在
非常需要。《动漫大师手冢治虫》，不是一本情节曲折的，引人入胜的书，但是作为一个漫画迷，如
果你想全面的了解手冢大师的一生，这是一本不错的案头书，值得一读。
3、中日从来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从古至今，文化上互相影响，从来就是很平常的事情，从早期的
日本遣唐使，到清末的日本的留学生（鲁迅叔叔就曾经喝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味增汤），互相有来往，
是非常频繁的。从各自文化在对方社会影响程度来说，中国文化可以说从日本诞生（我们谁都知道，
日本人的老祖宗是徐福那个矬子）到日本现今社会的方方面面，从佛教，到文字，到茶道，到花道，
甚至到浮世绘里的春宫图，这样的影响在人类社会来说，是绝无仅有的。但是日本文化对于中国的影
响，就已经是实实在在深入在生活的每一方面了，不提那些满街跑的日本车，不提你家里的摆放的那
些日本电器，也不提你钟爱的那些日本数码电器，更不要提满大街的日本料理；对于70，80后来说，
你只要跟他们说起《花仙子》，《圣斗士星矢》，《足球小将》，《铁臂阿童木》，《柯南》从他们
的目光里，你就知道，日本文化对于这两代人的影响，到底有多深远了（能不要提苍老师么⋯ ⋯）日
本漫画随着日本战后经济的不断复苏和飞跃，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也早就了一批了让脑残粉们如雷贯
耳的大师：其中以手冢治虫，宫崎骏，车田正美三个名字随着书籍和TV的传播，在国内粉丝中，树立
了永远的丰碑；其中以手冢治虫的知名度最高，手冢的知名和传奇程度，不仅仅是建立在他塑造的那
些典型人物身上，同样也是因为，他个人的生活北京，他个人的学习成长经历（要知道，丫是正儿八
经的医学博士，学霸的干活）；更重要的在于，他创作的题材的多样性，他几乎缔造了你所知道的当
代日本漫画的所有类型：科幻（阿童木是绕不过去的呀）；推理和医疗（怪医黑杰克），神怪演艺（
三眼神童，哎哟我各种喜欢），甚至包括最早的少女漫画（对，你没看错，缎带骑士）；除了成人漫
画，手冢也向青少年领域投射了很大的关注，也创作了很多适合低龄儿童可以观看的漫画。除了创作
类型有够丰富，在创作主题上，手冢也很偏好比较宏大的主题，他比较喜欢的主题通常包含生命，生
态和人性。他的漫画能够长久的流传，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那些作品中所包含的普世主题和价值观，
虽然作品中的人物和场景是虚构的，但是透过这些主题，确实也反映了手冢对于当代社会的诸多问题
的考虑和忧虑。透过浅显的人物对白和故事，手冢关注的是人性中的真、善、美，探讨的生命科技人
性等现实社会中的迫切问题。在手冢全部作品中，始终贯穿的唯一主线就是对于生命的尊重。他曾经
说:人命不可替换，人生只有一次，死了就失去了所有。大自然充满了与人类相同的生民，他们彼此之
间保持着密切的相互关系，使得地球得以生存，地球是我们我们唯一能够居住的唯一天体，积极传授
孩子这些知识和教育现在非常需要。这样的感悟与手冢自身的成长经历和日本所处的客观环境是密不
可分的；手冢自小体弱多病，常常在学校里被欺负，他只能通过绘画，以及观察自然界中的那些生灵
来派遣这些苦闷，再通过绘画，去反映出自己在和自然打交道过程中的内心体会；对于自然中弱者和
强者关系的观察，这样的关系不仅仅是人类与自然生灵，也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生命启蒙阶段，
也给了他很深的体会。手冢生活的时代，也是日本经历战乱，经历从战乱中恢复的是时代。那个时代
出生的人更能体会到体会到生命的可贵，所以这样的一种人生观，也往往会在作品中得到很多体现，
《三个阿道夫》，于1983-1985年在日本《周刊文春》上连载，是手冢第一部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作
品以二战为背景，围绕阿道夫希特勒的身份背景，同时手冢也以自己战争时期的亲身经历，表达出现
代社会人群对于战争爆发的恐惧；二战后的世界各地，局部冲突不断，战事频频，手冢同构这样的作
品表达了强烈的反战思想，反对国家打着各种正义的旗帜利用特权和暴力肆意横行。对于生命的探讨
，除了体现在反战题材中，也积极的体现在自然幻想的题材中，手冢一直认为，人类只是大自然中，
最微不足道的一个族群，但是人类对于自然的伤害，因为贪婪本性对于自然的过度所求，破坏了自然
的平衡，破坏了人类与自然中其他群体的和谐。《森林传说》就是比较典型的代表作品，构思与20世
纪70年代，知道1985年才终于开始创作，并于1987年短片制作，故事以人类过度开发森林，森林里的
动物集体反击，并最终击败人类，保护了森林为主线。在环保观念已经日益深入的现在，这样的题材

Page 7



《动漫大师手冢治虫》

算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环保观念还并未向现在这样深入人心的时代背景下，这
部作品是极具实验性和探索性的。可以说这部片子浓缩了手冢一声所追求的“生命的尊严”和“对环
境破坏的警钟”这两个思想。手冢的作品，无论什么题材，始终都包含着对于一种浓浓的人文情怀，
或者说，与手冢同时代的比如宫崎骏等漫画家，在作品中也都包含着这样一种对于人性的探讨，这是
与美国漫画强调英雄主义情结是有着很大不同的。也是深深吸引读者，从而保持作品生命里的原因。
《动漫大师手冢治虫》，不是一本情节曲折的，引人入胜的书，但是作为一个漫画迷，如果你想全面
的了解手冢大师的一生，这是一本不错的案头书，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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