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华东周刊 李 洁 兰 玉 通讯员

王玉晨 /文 朱 浩 徐青青 /摄

坐落于杭州市滨江区白马湖畔的中国

动漫博物馆，是国内首家“国字号”动漫博物

馆，也是一处极具朝气活力、动感时尚的“网

红打卡地”，更是一座跨界赋能、充满无限想

像的“动漫梦工厂”。

作为中国动漫的国家级产、学、研合作

平台，中国动漫博物馆肩负着挖掘中国动漫

发展历史，弘扬中国动漫文化艺术，推进中

国动漫产业事业发展的重要使命。

在杭州这座“动漫之都”，中国动漫博物

馆如同一艘大船，正满载着民族动漫的希望

扬帆起航。馆长胡蔚萍作为这艘大船的掌舵

人，谈及其建设与发展感触良多。

“动漫让生活更美好”，为了建馆伊始这

一句庄严承诺，更为了中国动漫的过去、现

在和未来，胡蔚萍率全馆人员砥砺前行，一

直在路上。

我眼中的动漫馆

华东周刊：作为全国首家“国字号”动漫

博物馆，中国动漫博物馆被赋予了很多期

待，建设过程也是极为不易。从筹建到落成

开放，有哪些事情让您印象深刻？

胡蔚萍：中国动漫博物馆的筹建工作艰

难曲折，前前后后准备了 11年，可谓十年磨
一剑。作为“国字号”博物馆，中国动漫博物

馆需要从更广的维度去设立展项，而最大的

阻力来自于动漫 IP的版权问题。
可以说，我们展示的不是“挖出来”的文

物，而是“谈出来”版权，为了避免版权纠纷，

我们把所有展出的展品重新梳理，与各平

台、公司、作者反复沟通，去粗取精，确保合

法合规。

筹建的另一大难点是藏品征集。要知

道，当下的艺术品是没办法界定价值的，而

且有很多藏品归私人或私企所有，这为我们

的征集工作带来了一些阻力。

还有学术研究问题，博物馆未来是要给

观众一个标准答案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对

中国动漫方面的学术积累还不够，中国动漫

还处在一个成长增值的阶段，需要用发展的

眼光来看待。

虽然困难重重，但为了能交出满意的答

卷，我们理应全力以赴。开馆后走在展厅里，

看着观众欣喜的目光，回想那段忙碌的日

子，内心温暖而充实。

华东周刊：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您

眼中的中国动漫博物馆，您觉得是什么？具

体如何体现？

胡蔚萍：第一个关键词是“年轻”。中国

动漫博物馆是一座年轻的博物馆，吸引着大

量年轻观众前来参观。同时，动漫也影响着

一代代青年人，陪伴成长，无处不在。

第二个是“创新”。在博物馆主展区里，

我们能看到从远古的走马灯、皮影戏，到近

代的手绘赛璐珞片、电影电视，再到现代的

网络视听、虚拟现实，不同时期的动漫创作

与传播形式也反映了科技的创新与时代的

进步。

第三个是“传承”。中国动漫博物馆就像

一条纽带，将观众与动漫、老一辈动漫人与

青年动漫人相互连接。优秀的动漫作品需要

被推广，可贵的动漫精神需要被传承，博物

馆就成为了很好的平台。

华东周刊：中国动漫博物馆具体承载了

哪些功能？与传统文化博物馆相比，有哪些

不同点？

胡蔚萍：中国动漫博物馆的展览在形式

上、功能上都是综合体，既发挥了文本结构

的系统性、整体性，又包含了视听符号的创

意性、新奇性，再加之动漫科技的互动性、趣

味性，配以动漫图书馆、青年动漫家成长园、

动漫星光剧场（二层）、标准影厅、5D影厅、
沉浸式影厅等设施设备，让观众在沉浸式体

验中，充分感受动漫与人的关系、动漫与生

活的关系，并通过实物藏品探寻、发掘人与

物的情感链接，感受动漫为人们带来的美好

生活，畅想中国动漫的美好未来。

不难发现，与传统博物馆相比，中国动

漫博物馆的基本陈列极少有珍贵文物，在文

物修护和研究上的工作比重相对较低。这是

因为，传统博物馆更注重在历史的挖掘中见

证中华文明发展，而中国动漫博物馆则要在

呈现动漫发展进程的同时，更加注重以互

动、展览、活动的形式去挖掘和推广近现代

乃至未来的优秀动漫人才和动漫作品。

创新与特色

华东周刊：动漫是一种文化创意与科技

融合的典型业态。在中国动漫博物馆，动漫

与科技的融合体现在哪些方面？

胡蔚萍：中国动漫博物馆运用大数据、

AI、VR、AR、全息影像、体感互动等前沿数
字科技手段，将数字化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

深度融合，以沉浸式、交互式场景为观众带

来从“在线”到“到场”的震撼体验。

例如，与网易合作打造游戏创作场景，

与哔哩哔哩合作打造泡泡墙场景，与玄机合

作打造骨骼绑定体验区，与 LGD合作打造
电子竞技体验区，以数字化改革为契机推出

数字全景展厅“云上动博馆”，众多新潮、有

趣、好玩的互动体验让观众大呼过瘾。

动漫与科技的发展息息相关，在中国动

漫博物馆的展陈设计中，能看到动漫发展

史，也能感受到中国科技的发展。传统与科

技的结合，是推动中华优秀文化创新性发展

的重要手段，也拓宽了动漫发展的新思路。

华东周刊：中国动漫博物馆在展览形式

和展览主题上有何特色？

胡蔚萍：展览以动漫发展历史为叙事

主线，根据楼层分布与带状展厅特点，划分

为“动漫你的遐想”“动漫你的回忆”“动漫

你的今天”“动漫你的未来”四大版块，全方

位呈现动漫的历史、技术、文化、产业，诠释

动漫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关系，反映人类不

断创新创意创造的精神，展示民族动漫事

业产业蓬勃发展的态势，展望动漫的广阔

发展前景。

在主展区，观众不仅能够了解中国动漫

发展历史，还能够亲手体验漫画、动画、游戏

等制作过程，通过体感互动，体验角色扮演

的乐趣。中国动漫博物馆是传统工艺美学与

现代科技的融合体，通过数字化创新，让优

秀的动漫人、动漫作品更好的展示与传播。

除主展区外，中国动漫博物馆还开设不

同主题的临展，例如《致敬经典—纪可梅动

画文献资料展》《浙江—漫画家的摇篮》《中

国青年动漫家联展》《“国漫·礼赞”优秀漫画

作品展》《亚运美学文化空间》等。相对于主

展区，临展的灵活性更强，表现的艺术形式

更加多元化，探索如何用不同的展览形式去

表达动漫人、呈现动漫作品，为观众带来不

同的观展体验。

华东周刊：有人说，认识一座城最佳的

方式就是去看看当地的博物馆。中国动漫博

物馆作为杭州的新地标，讲述了杭州怎样的

城市精神与风貌？

胡蔚萍：杭州与动漫的缘分由来已久，

曾是中国漫画界的“黄埔军校”。叶浅予、丰

子恺、张乐平、米谷、华君武等著名漫画家均

出生于浙江（大部分在杭州），并均在杭州求

学、成长。2005年，市委、市政府提出打造
“动漫之都”的战略目标，出台了强有力的扶

持政策。香港、台湾和内地的漫画家黄玉郎、

朱德庸、蔡志忠、聂峻，以及中国动漫龙头企

业如湖南的宏梦、北京的漫奇妙纷纷落户杭

州，在杭州土生土长的中南卡通更是成长为

中国动漫领军企业。

在这片热土上孕育而生的中国动漫博

物馆，是浙江省“之江文化产业带”“之江艺

术长廊”的重点项目，是杭州市委、市政府打

造“全国文化创意中心”和“动漫之都”的重

大举措，以“动漫+文旅”推进杭州动漫文化
与传统文化、群众文化、生态文化的有机结

合。

开馆以来，线上线下累计 50万人逛展，
博物馆被省文旅厅评为浙江省诗路精品旅

游线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央视、

CGTN等各级主流媒体推出 500余篇报道，
向全球观众生动展示、有效传播中国动漫和

杭州故事。

人才与未来

华东周刊：自开馆以来，中国动漫博物

馆在扶持动漫人才成长、助力动漫事业产业

发展方面做出了许多积极探索，具体而言，

都做了哪些实践？

胡蔚萍：中国动漫博物馆推出系列“拳

头项目”，连续两年开展中国青年动漫家成

长计划，全国 30多个省市积极参与推荐申
报，20位国内顶尖青年动漫人入选，配套举
办“青春动漫中国行”、中国（国际）动漫青年

圆桌论坛、青年动漫家驻馆创作营、新书发

布会和联展，逐步打造成集人才培养、藏品

征集、作品发布、学术交流和产业互动的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平台。

华东周刊：您刚才提到，中国动漫博物

馆已连续两年发起了中国青年动漫家成长

计划。两年下来，您有什么感触？

胡蔚萍：通过中国青年动漫家成长计

划，我们挖掘到了动漫行业内很多优秀的人

才，发起和评选的过程也让我们能够更快速

地了解目前国内动漫发展动态。在我看来，

中国青年动漫家不是一个头衔，而是一份责

任。如今，中国青年动漫家的人数在累加，如

何让动漫家发挥出更大的价值，帮助他们登

上更大的国际舞台，是中国动漫博物馆一直

探究的课题。

华东周刊：未来，中国动漫博物馆在扶

持动漫人才成长、助力动漫事业产业发展方

面还会有哪些重点工作？

胡蔚萍：在未来三五年，我们希望打造

世界青年动漫家峰会这样一个标志性品牌

性的平台，邀请中国青年动漫家带着自己的

作品和对动漫的理解，通过这个平台与世界

各国青年动漫家对话、交流、创作和分享。我

们也希望，未来可以追踪每位青年动漫家的

成长，按照不同的类型去分类，例如做研究

的动漫家，做动画的动漫家。

同时，对他们予以一些宣传推广、资源

链接等方面的帮助，然后隔几年再将他们各

自的成果在馆内做一个展示，让中国动漫博

物馆可以真正去陪伴、助力、记录这些青年

动漫家的成长。这也是一种以小见大，通过

见证一个人的发展，来了解和研究中国动漫

发展的每一个脉络分支。

整体来说，中国动漫博物馆会着力搭建

人才培育平台、品牌推介平台、藏品征集平

台、交流研讨平台、IP展示平台、行业共享
平台等六大平台。致力于发掘培育中国动漫

新生力量，为青年动漫家打造创作发布、交

流合作和品牌推广的服务平台；致力于探索

青年动漫人才成长规律和扶持培育机制，形

成可推广的经验模式；致力于汇聚优秀动漫

IP，丰富藏品本底，记录动漫发展的今天，为
开展展览社教和学术研究等活动提供基础；

致力于整合动漫企业、动漫院校及专业机构

优质资源，提升本馆知名度、美誉度、影响力

和引领力，为构建行业、高校和城市联盟奠

定基础，助力提升杭州城市文化软实力、国

际影响力和动漫事业产业发展水平，扶持和

助力中国动漫人才事业的发展。

华东周刊：2022 年是中国动画诞生一

百周年。百年传承，是逗号，也是新的起点。

对于未来的“百年动漫”您有怎样的祝福与

期待？

胡蔚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

求索”。祝愿中国动漫人在新时代不忘初心、

传承创新，中国动漫博物馆会继续发挥“国

字号”招牌优势和杭州“动漫之都”集聚效

应，推动更多优秀动漫人、动漫作品走向世

界，闻名遐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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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蔚萍：
为了中国动漫的古今未来

荫中国动漫博物馆馆长胡蔚萍

荫中国动漫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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