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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
“半路出家”的导演

5年前，《哪吒之魔童降世》（《哪吒1》）就曾拿下
超50亿元票房和1.4亿观影人次的战绩。这一系列
电影已然成了中国电影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主导
这两部动画的，是一位“半路出家”的导演——饺子。

饺子原名杨宇，四川泸州人，从小酷爱绘画、漫
画，在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上到大三时，接触到了三
维动画软件，儿时的动画梦被点燃。毕业后，他先辞
去了广告公司的工作，接着“蜗居”在家中三年半，靠
母亲的退休金支撑生活。那段时间，他跟宇航员生
活在空间站似的“三点一线”：客厅、卧室、厕所。

就在这方寸之间，28岁时，他打磨出了处女作
——《打，打个大西瓜》。这部仅16分钟的反战短
片，最终斩获30多个国际奖项，也成为他叩开动画
行业的第一块敲门砖。但“进度条”依然很缓慢，
2019年《哪吒1》问世时，杨宇已年近四十。从一个
不被世俗所看好的“啃老青年”，到成为名满天下的

“国漫英雄”，杨宇用了20多年的时间。
曾被问及为什么选择了哪吒这一形象，杨宇解

释说，因为哪吒具有反叛精神，就像做动画时候的自
己。起初并没有人相信学医出身的他能够做好一部
动画，入行的时候受到了不少的歧视和偏见。他希
望同样面对困境和成见的观众在看完哪吒之后，也
能获得扭转命运的力量。正如哪吒那句，“我命由我
不由天”，杨宇用他的经历证明，理想主义者的坚持，
终能冲破偏见。

“啃老青年”的梦想

杨宇走的并不是一条“传统”道路。
他出生于医生家庭，父亲是一家医院的放射科

医生，母亲是医院保管室的管理员，他也顺理成章地
选择了医药专业。然而，杨宇的兴趣并不在医学上，
2003年，大学毕业后的他毅然放弃了专业，选择进
入一家数码影视公司从事三维动画创作。

一年后，杨宇辞职，独自回家“闭关”创作。那
时，父亲突然去世没多久，退休后的母亲在他的工作
所在地成都买了套二手房，母子二人相依为命。这
段时间，家里所有开支全靠母亲每月1000余元的退
休金，其中还要拿出700元用于还房贷。“为了节省
每一分钱，我在3年半时间内从没有去过超出家40
公里的地方。”杨宇说。

3年零8个月后，《打，打个大西瓜》横空出世。
这段仅16分钟的短片，用十分幽默的方式表达了对
战争的厌恶。其实，这部短片的内核是东方释家思
想：有时候需要一些感悟、顿悟、超脱，跳出尘网的束
缚，没有欲望、没有喜好、没有悲喜、没有成见、没有
立场实现思想的裸奔，做一做真正原始的自己。

这部短片“叫好又叫座”。一放在网上就引发动
画影迷的追捧，一时间名动江湖。这部片子入围了
第6届中国动漫金龙奖最佳动画短片奖，先后获得
第26届柏林国际短片电影节国际竞赛单元评委会
特别奖等30多个国内外奖项，甚至被媒体誉为“华
人最牛动画短片”。

在《打，打个大西瓜》的片尾，杨宇打上了一串长
长的鸣谢名单，“Disney、万籁鸣、手塚治虫、宫崎
骏、押井守、大友克洋、PIXAR、鸟山明、李安、黑泽
明、余秋雨、金庸、小岛秀夫、成龙、李连杰、周星驰、
易中天、于丹、马云、史玉柱、李嘉诚”。这些各行各
业的人物，是那段时间支撑他做下去的“精神偶像”。

他曾这样形容这段蛰伏的时光：世界上一切力
量在时间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

主要原因还是动画制作的工作量太大，工期太
长，再高昂的激情都会被时间磨灭。“时间就像什么
也没做，但它无时无刻不站在你的身边注视着你，让
你觉得完工遥遥无期，每一天好像都是在原地踏
步。”但侥幸的是，他在激情还没有烧干之前跑到了
终点。

在杨宇看来，这是第一步。“长片必须要有基础，
有了基础了之后，别人才可能相信你能够做更好的
东西，才可以一步一个脚印。”

这之后，杨宇和几个业内很有想法的老朋友在
成都成立了工作室，后来又组建了团队。那时，大环
境对于动画行业并不友好，为了维持公司运作，他们
不停地找项目挣钱，也不像当初刚从学校毕业时那
样全身心地做原创作品。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不过杨宇从未放弃目标。2013年，他执导的第
二部作品《老板的女人》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优酷视
频上线不到20天，点击量超过345万人次，其中付
费期间的点击近200万人次。

直至《哪吒1》，这是杨宇的第一部动画长片，用
他的话说，这部片子是他“死磕”来的。

他对一些细节异常执着，比如哪吒等4人抢神
笔的镜头，单是做这段动画的草稿，就用了两个多月
时间；最后哪吒和敖丙牵手那段几十秒的特效镜头
打磨了5个月时间，换了多家特效公司。

当时，团队曾因资金短缺，一度面临解散的危
机。制片人刘文章曾表示：“第一部是‘边求生边创
作’，导演甚至要分心考虑团队能否‘活’到明天。”

爆火！中国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
海》（以下简称《哪吒2》）成为2025年中
国春节档电影票房“领头羊”。甚至有网
友称：“县城老剧院都被拿来用了，场场爆
满，有时5分钟一场，堪比手机闹钟。”

灯塔专业版全球票房榜显示，《哪吒
2》总票房（含点映及预售）昨日已突破
100亿元，成为中国影史首部票房破100
亿的电影，跻身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前3，
全球影史票房榜第17。猫眼预测，《哪吒
2》最终票房或将冲破160亿元，有望成为
全球动画片票房冠军，位列全球影史票房
第5名。

2月11日，饺子导演票房成绩超越张
艺谋的139.92亿元，位列导演票房榜第
三。

火爆的背后是人们对高质量国产动漫
的追捧。导演饺子说：“每一部作品都要当
成最后一部作品去创作，不要给自己留下
任何突破的可能性。”

好在市场给了一些耐心。2015年，《大圣归
来》横空出世，斩获9.56亿票房，为国产动画打了
一场漂亮仗，资本也在之后开始布局动画产业。

《哪吒1》上映时，饺子曾特别感谢《西游记之
大圣归来》的导演田晓鹏，“如果没有‘大圣’，就不
会有‘哪吒’。”他表示，《大圣归来》让自己坚定了
信念，“只要和观众‘以真心换真心’，观众们是愿
意看好的作品的，甚至会更加宽容。”2019年，《哪
吒1》直接引爆了当年的暑期档。

曾被问及想赋予《哪吒》的中心思想是哪些？
饺子说，“就是打破成见，不认命，扭转命运”。

据灯塔专业版全球票房榜显示，截至2月12
日，影片《哪吒之魔童闹海》总票房（含预售）突破
12.66亿美元，超过《钢铁侠3》《美女与野兽》，进入
全球影史票房榜前24名！即将超越《冰雪奇缘》。

2月11日，据灯塔专业版数据，饺子导演票房
成绩超越张艺谋的139.92亿元，位列导演票房榜
第三。排在第一的是陈思诚，第二是徐克导演。

“好东西只能慢慢磨”

有了第一部的成功，《哪吒2》不再那么“捉襟
见肘”，没有了生存压力，杨宇就变得更加“疯狂”
了。

《哪吒2》的制作周期长达5年。光剧本，杨宇
就写了2年多，后期制作又3年。在他看来，从全
球范围来看，制作一部优秀的动画电影，时间都不
短，“好东西只能慢慢磨。”

据了解，《哪吒2》仅特效镜头就超过《哪吒1》
全片镜头量：《哪吒1》全片镜头超过1800个，《哪
吒2》全片镜头超过2400个，特效镜头超过1900
个，角色数量也是第一部的3倍。

《哪吒2》总制片人王竞透露，光是为《哪吒2》
工作过的全国动画人员就超过了4000人，远远超
过了《哪吒1》的1600人，“可以说，国内大部分的
优秀动画人才，都为这部影片奉献过。”

面对当下环境，这样的坚持显得尤为不易。
2019年中国电影票房达到641.5亿元高点之后，在
2020年陡降至203.1亿元，近几年虽有回升，到
2024年也只为425亿元，依然没达到高点。对于
电影公司来说，营收降，成本很难不降，特别是制
作高昂、但市场效果不佳的动画电影。

杨宇却还是选择顶住压力继续“磨”。
《哪吒2》的第一场大场面打戏“陈塘关大战”

中，申公豹凭借裂空雷公鞭打开虚空裂口，海底炼
狱中被镇压多年的数百万海底怪兽一涌而出，扑
向陈塘关。在制作特效画面时，杨宇坚持要在每
个怪兽身上都绑上一根铁链，“上万条锁链纠缠在
一起，就像耳机线绕成毛线球，怎么动都不对。”最
终团队啃下了这块硬骨头，这些锁链“像一根根头
发丝那样在空中有摇曳感”。

天兵天将和妖族两军交战时角色的数量达到
了2亿，其中每个个体都有自主意识，各自的运动
问题很难解决。为了“千军万马”，工作人员花了
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

甚至很多内容，杨宇都亲自演过一次。他表
示，制作动画电影和实拍电影不一样，做动画是工
业流水线式的生产，“很多动画师没有经过专业的
表演训练，所以这方面是比较欠缺的。把一些细
节表演出来，是让动画师了解我的想法最方便的
途径。《哪吒2》里百分之七十的内容，我都表演过
一次。”

“我有完美主义强迫症，不做好的话，它就是
老挂在心里面。对我来说，脑子里想着这事。”他
跟团队一直在说，每一部作品，都要当成自己的最
后一部作品去做，不能给自己留后路。

杨宇始终坚持“没有捷径，只有死磕”的创作
哲学，这种近乎偏执的追求，让影片每一帧都成为
了技术与艺术的结晶。

更重要的是，他通过两部《哪吒》也为中国动
画开辟了新路径：从《大圣归来》的破冰到《哪吒》
的爆发，国产动画逐渐摆脱“低幼化”标签，赢得了
市场尊重。

回想起《哪吒1》的创作，当时的杨宇深深地感
觉到了中国动画工业流程的不完善、不完备，落后
好莱坞太远。但好多团队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
想要证明国产动画，为此宁愿亏钱也要加入项目。

如今，他发现，国产动画电影成功的案例越来越
多，动画电影的创作环境也越来越好，动画人的机会
也在增多，“热爱这一行的人已经看得到目标了，大家
也能坚持下来。一定会涌现出越来越多好作品和创
作者。”据《中国企业家》、央视新闻、每日经济新闻等

“魔童之父”
《哪吒2》票房突破100亿元
饺子跻身导演票房榜前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