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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铁郎：不只是“黑猫爷爷”
“海鸥一路唱着歌
和我一起回家”

晚年的戴铁郎虽然没有活跃在动画创作的

第一线，但依然在为中国的动画事业发挥余

热。他参与组建了中国美术学院高等职业技术

学院的动画系，也在美院的影视动画学院担任

研究生导师。

中国美术学院一位老师回忆，戴铁郎很喜

欢和学生们交流，在身体状况还不错的时候经

常来学校，学生们也乐于给他展示他们的作

品。“他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和学生聊天一聊

就可以聊很久，对教学很有热情。”虽然动画的

技术在更新，但在这位老师看来，动画是什么、

动画应该怎么做这种本质的东西戴铁郎理解得

很透，对参与搭建教学体系很有帮助。

《黑猫警长》新版电影的导演于胜军在当初

制作电影的时候和戴铁郎有过不少交流。作为

电影的艺术顾问，戴铁郎没有插手创作，却是于

胜军的“定心针”。于胜军告诉记者，自己这代

人对于老美影的作品有一种“朝圣”的心态，当

时面对这个影响了几代人的“国民IP”，他的压

力非常大，戴铁郎知道后主动从杭州到上海来

和他见面，尽管当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并不算

好。“我本来以为他是那种很固守传统的老先

生，没想到他思维非常活跃，思想也很开放，一

点都不教条。而且他对于他的作品也没有那种

‘护犊’的心态，反而一直在鼓励我创新。现在

想想他当时做《黑猫警长》也是美影厂的创新和

叛逆者。”于胜军说，和戴老的这段奇妙缘分也

会成为他未来做动画的动力。

于胜军还记得和戴铁郎第一次见面的场

景，当时他已经八十多岁，但眼里有藏不住的天

真，“你看他的眼睛，那绝对不像是一个老人的

眼睛，他眼神里还有童真，他对什么都充满好

奇，对技术也好，对我们的工作方式也好，他都

抱有持之以恒的好奇心。”

前些年，一则关于“黑猫爷爷”的知乎热帖

述说了戴铁郎退休后不尽如人意的生活状态，

加上老伴女儿相继离世，儿子健康也出了状况，

晚年的戴老还要承担照顾儿子的重任，生活十

分艰辛。

这些年，因为准备帮戴铁郎写回忆录，中国

美术学院的一位老师陆陆续续对戴铁郎进行采

访，在这位老师看来，戴铁郎一生坎坷，经历无

数挫折，但依然保持乐观。“他回忆了自己那么

多事，许多在我们看来都不愉快，但他并不痛

苦。”这位老师记得，当戴铁郎向他描述自己登

上回国的船时，虽然生活遭受了许多不幸和挫

折，但戴铁郎在甲板上，感觉“海鸥一路唱着歌

和我一起回家”，“他本性真的是一个很乐观而

且很浪漫的人。” （综合澎湃、新浪等）

9月4日晚，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发布讣告：著名美术片艺术家、动画片《黑猫

警长》导演、编剧戴铁郎先生，因病于2019年9月4日19时25分去世，享年89岁。

“黑猫爷爷”去世的消息，很快在网络上刷屏。《黑猫警长》是真正影响了一代

人的动画，也是开启了一个中国动画新时代的作品。虽然只有短短的5集，但在

许多人的记忆中，它仿佛贯穿了整个童年。而那铿锵四声枪响打出的“请看下集”

四个字，也让不少已经长大的成年人至今念念不忘。

戴铁郎，1930 年生，广东惠阳人，

生于新加坡，1940年回国。1953年，于

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任上海电影制片

厂美术片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动画

设计、美术设计。参加拍摄的影片主要

有《骄傲的将军》《小蝌蚪找妈妈》《牧

笛》《草原英雄小姐妹》等。1979年，任

导演兼美术设计。导演的影片有《母鸡

搬家》《我的朋友小海豚》《九色鹿》《黑

猫警长》《森林小鸟和我》等。

1984年动画片《黑猫警长》一播出

就立刻红遍了大江南北，那只“眼睛瞪

得像铜铃”“耳朵竖得像天线”“为我们

带来生活安宁”的黑猫，成为了中国家

喻户晓的动画人物。在历年来最受欢

迎的国产卡通形象评选中，它与《葫芦

兄弟》并列第二。

戴铁郎在北京学习动画时，同学中

有阿达（《三个和尚》导演）、严定宪（《哪

吒闹海》导演）、林文肖（《雪孩子》导演）

和胡进庆（《葫芦兄弟》导演）等。

进了学校以后，戴铁郎才发现，同

学们大多已在美专学过动画的基本课

程，基础扎实。为了赶上进度，晚上 9

点熄灯后，他就悄悄爬起来，借着厕所

的灯光，给自己开小灶；休息日，同学们

出去逛街，他也在寝室里继续学习。

由于早早参加革命工作，初进美影

厂时，他风光一时，可美影厂在他最黄

金的年华中却没能让他大展拳脚。进

厂后不久，在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

中，“红小鬼”一下就变成了“黑小鬼”，

冷板凳一坐就是二十多年，直到 1982

年，那时戴铁郎已经52岁了。

那些年里，和他一起进厂的同学们

大展身手，作品屡获大奖，而他只能埋

头做些幕后工作。戴铁郎晚年曾在接

受采访时谈及这段往事，也坦承一开始

的确心里不是滋味，但时间久了也就渐

渐接受了。好在画笔在手，真心热爱动

画的他也时刻准备着自己的创作。不

能做导演，就埋头画画。在为著名的水

墨画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画金鱼时，

他反复修改、精益求精，一共改了 6

稿。如今看他参与的作品，《骄傲的将

军》《小蝌蚪找妈妈》《牧笛》等部部经典

中都有他的心血。

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戴铁郎曾在

偶然的机会下，看到了《黑猫警长》剧本

的雏形：当时在报纸上连载的以黑猫警

长为主角的科普小故事给了他创作的

冲动。

早年海外生活的经历，造就了戴铁

郎在当时与众不同的思维和眼光。但

在美影厂尚处于“计划制片”的时期，

《黑猫警长》做成系列片的想法并没有

得到厂里的支持。在选题被否定后，他

自己改编剧本、设计场景，起用刚刚进

厂的年轻人组建班底。

戴铁郎自己设计了许多黑猫的形

象，拿到幼儿园、少年宫四处征求意

见。几经易稿，最终确定了后来一个头

戴警帽的警长形象。据他的同学严定

宪回忆，戴铁郎一直就喜欢带有科技元

素和色彩的东西。所以他在当时订阅

了许多国外科技刊物，“热追踪导弹”

“喷气式摩托车”等一些新式武器，就是

从这些杂志里获得的灵感。

这个美影厂的“边缘剧组”花了10

个月做出了两集动画片，在内部放映后

却被叫停了，理由是：“里面打打杀杀，

不符合传统美学，里面的科学道理也没

有什么艺术性。”

直到一年半以后，一位北京总局的

领导看了，觉得不错；一些小朋友试看

后，反响也很热烈。在不做任何宣传的

情况下，《黑猫警长》播出了。

如今想来，《黑猫警长》在当时相当

有 超 前

性，动物

形 象 趣

味十足，除了

告 诉 孩 子 们 正

义、团结、有爱、

勇 敢 、求 真 等 普

遍 动 画 片 都 会 涉 及

的“正能量”主题之外，也

少有地触及到鲜有动画片会提

及的告别、死亡等主题。没有不

死的英雄光环，代表正义的白

猫班长原来也会牺牲；而公螳

螂早早写好遗书，请求妻子

吃 掉 自 己 的“ 童 年 阴 影 ”

后 来 成 为 许 多 人 对 神

奇大自然规则的

初体验。

相比于当时运用剪纸、水墨等

传统艺术表现手法在国际上屡获大

奖的中国学派艺术动画片，《黑猫警

长》显得没有那么“高级”，但如今看

来，作为森林卫士的黑猫警长，是多

少孩子童年最生动的陪伴和回忆。

甚至，作为动画系列片的“先行者”，

从《黑猫警长》的成功开始，美影厂

也开启了创作方向的转型之路。

而作为一位动画导演，戴铁郎

甚至比美影厂其他的导演有着更鲜

明的创作风格和一以贯之的主题，

和他交往过的人都记得他喜欢自然

和科学，其执导的其他作品，如《我

的朋友小海豚》《九色鹿》《森林小鸟

和我》等，在创作上也从来没有偏离

过对于环保主题的表达。

上世纪 90 年代初，戴铁郎到了

退休年龄，加上版权纠纷，《黑猫警

长》的“请看下集”再无回音。

他真正的导演生涯只有短短十

年，这让戴铁郎多少有些不甘心。

退休后，为了补贴家用，戴铁郎每天

骑车去郊区，帮别人修改原画。直

到 80 多岁，戴铁郎依然在创作。

曾经有探访他家的记者发

现，在他的房间中央，一张书

桌就占去了三分之一的空

间，这是在老伴去世后，戴

铁郎把大床拆了，请人帮忙在

原地拼起了一张大书桌，平时他就

在这张书桌上绘画、创作、讲课。在

2012 年接受《文汇报》采访时，戴铁

郎感慨：“这是一个好时代，好到让

我常常遗憾，要是再年轻一点就好

了。”

《黑猫警长》的选题被否定后，他并不放弃

“这是一个好时代
我再年轻点就好了”

漫画家笔下的戴铁郎漫画家笔下的戴铁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