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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
第一集动画创作用时5天

在今年3月刚刚更新的第12集中，
我军装甲连正在执行阻击任务，却在抵
达防区前与敌方战机和装甲部队展开
遭遇战。炮长许正和战友，在只剩一辆
坦克的情况下孤军鏖战，最终等来了空
中支援……不到 20 分钟的动画，战局
曲折而残酷。

《全频带阻塞干扰》的制作过程，也
是制作者杨晓宇在动画制作道路上，从
普通爱好者到“超级个体”，再到如今

“团队作战”的进化过程。
杨晓宇第一次做视频是在高三。

那是一个以《武装突袭》的游戏录屏为
基础的微电影。制作过程比较“简陋”，
他在《武装突袭》的源代码中，找出想要
的画面，根据自己设想的故事情节编辑
画面，再进行录屏。后来，他又用同样
的方式制作了自己的首部系列动画《三
天之内》，首集在B站发布后的第二天
便播放量过万，这给当时粉丝数不到30
人的他带来了极大的鼓励，UP主“小铁
片片片”逐渐打响了名气。

2020年，杨晓宇决定把刘慈欣的科
幻小说《全频带阻塞干扰》做成连载动
画。他用 5 天的时间创作了第一集。
实力悬殊的两军对战，敌军大量在高空
集结，地面军队已无力抵挡，幸存者殊
死搏斗，士兵一边喊着“同志们，祝好
运，我们烈士陵园见！”一边冲向敌人
……满屏“泪目”的弹幕下，观众们直观
地感受到了人类的孤勇。

《全频带阻塞干扰》第三集就“破
圈”爆火。视频发布第二天，杨晓宇在
公交车上，打开手机刷B站，映入眼帘
的是 99+的消息。关掉没两分钟再打
开，又是 99+。“我当时都惊了，从来没
有见过这场面，以前我信誓旦旦地保
证，要回复每一条评论，但那天发现根本
回不完。”至今，这集在B站播放量超过了
204万，评论多达8000余条。

更让他激动的是，2022年7月，刘慈欣
相关团队通过平台发现了他，并间接向他
传递了大刘本人的认可。后来，杨晓宇将
这集重制并命名为《碧血长空》，作品还入
围了大学生电影节。

投入
运用虚幻引擎技术提高视频质量

杨晓宇说，《全频带阻塞干扰》动画更
新到第八集时，他觉得，“是时候提升自己
的战斗力了。”

那时恰逢毕业季，杨晓宇第一次考研
失败，准备入职一家在北京做影像内容的
公司。他利用这个机会系统地学习动画
制作软件、虚幻引擎。

2022 年底，杨晓宇决定第二次考研，
因为“我需要先有充分的输入，才能有更
好的输出”。他给自己确定的目标是北京
师范大学的数字媒体专业。那段时间，他
一边做视频，一边复习功课。他的专业课
要考两门，一门是艺术原理和艺术概论，
另一门则是数字媒体概论。数字媒体概
论这门课他没有准备，因为没有教材可
看。老师建议他多去了解新技术的讯
息。那时正好他刚接触到虚幻引擎没多
久，就把做视频当成了学习路径。“学累了
就看看教程，做点视频，做视频累了，就接
着去学习。”这些短片都是技术实验性质

的，大多没有发布出来，但他乐在其中，还
从中总结出一套正规化的动画制作流
程。最终，杨晓宇凭借丰富的动画制作经
验成功上岸。

2024年2月，杨晓宇更新了《全频带阻
塞干扰》第11集，这期视频他用上了虚幻
引擎技术，还在北京找了线下场地，用动
作捕捉技术，记录下真人的动作，转成动
画里的人物形象。很多网友发现了视频
质量的提升，弹幕里满是“画质史诗级提
升”的好评。

发展
粉丝变团队成员 承接制作任务

在 B 站做 UP 主的几年里，杨晓宇收
获了 33 万多名粉丝，年龄集中在 16-25
岁，大多是学生。

2023 年初，杨晓宇考研前后，收到一
位高三学生的私信，对方说很喜欢他的
作品，虽然读高三要被收手机了，但仍然
期待动画更新。杨晓宇鼓励并祝他高考
顺利。此后两人很长时间没有联系。到
了下半年，这个学生突然给杨晓宇发来
一段很长的消息，说他考上了心仪的985
大学，非常感谢杨晓宇的鼓励。杨晓宇
很感动：“原来我可以给别人带来正向的
影响。”

现在杨晓宇和粉丝们保持着很好的
关系，他建了很多群聊，“分包”自己的制
作任务。比如音频，最初的作品里，音频
都是杨晓宇自己一点点上网搜索、整理
后剪辑出来的。后来有些粉丝自愿发挥

所长帮他配音。还有一位粉丝本身就是
配音导演，平常会组织大家练声。目前
配音组已经形成了一套标准化的工作流
程，通过一个在线表格，各自根据稿件，
保质保量完成配音工作。

再说剧情，早期曾有影迷在评论区
留言，杨晓宇会根据大家的建议，将剧情
调整得更合理。现在，他有了一个内容
团队，会组织群友在 QQ 群里做故事校
订。杨晓宇还建了一个游戏群，他喜欢
更改游戏参数，设置剧情给群友们玩，大
家可以扮演他动画作品里的角色，体验
发生在视频里的情节。

从宿舍里一个人、一台机子，到团队
分工完成一集动画，杨晓宇的制作完成
了从手工作坊到流水线的“进化”。

杨晓宇还有一位特殊的粉丝——他
的父亲。杨晓宇的父亲是一名军工人，
所以杨晓宇小时候有满书柜的《兵器大
百科》，成桶的士兵、坦克模型。父亲的
职业让杨晓宇骄傲，他热衷于《全频带阻
塞干扰》的创作，也与父亲密不可分。父
亲会经常关注杨晓宇的B站更新情况，和
儿子探讨最近的点赞、涨粉的情况，还给
他的视频留言。杨晓宇说，动画第 11 集
里有一个角色，人脸扫描时采集的就是
他父亲的脸。

《全频带阻塞干扰》系列还要做多
少、做多久，对杨晓宇来说也是未知数。
唯一能确定的是，它会是一场持久战。

“动画是我的爱好。一生有一个爱好，能
持久地热爱下去，并且有人欣赏、关注，
是一件很受用的事。”杨晓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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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现在很多人唱衰动画行业，你

的实际感受如何？

杨晓宇：AI 确实对动画产业冲击很
大。它能以很高的效率完成 80 分的作
品，而行业内并不是每天都需要120分的
作品的，所以领域中那些不需要很精细
的创作、纯走量的内容很容易被 AI 替
代。比如行业后端中简单的建模、贴图
绘制等工作，只是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
并且还是一个重复性很高的环节，这个
环节从业者的薪酬也很低，很容易被 AI
替代，可以说是“赛博牛马”。

因为不想被AI替代，我才一直升级自
己的技术力，并且努力往前端的导演方向
做。这个问题我之前也和导师讨论过。

导师告诉我，动画产业其实是劳动
密集型产业，提高效率只有两个办法，一
个是砸钱，一个是烧命。我做过乙方也
做过丙方，感受确实就是这样。我的同
学有段时间很怕接到我的消息，因为每
次我给他发消息都是让他干活。可能凌
晨甲方把我摇起来了，说马上就要，我也
只能把帮我干活的同学摇起来。但是我
觉得挺好的，因为动画行业是和技术紧
密相连的一个行业，我能从中以很快的
速度看到无限的可能性。

也正因为动画创作是与最新的技术
绑定的，技术的迭代可以带来制作成本
的降低和效率的提高，比如通过虚幻引
擎，我个人就能创作出以前只能由特效
公司制作的大场面。B站上，像我一样的
动画创作者还有很多，还有个人创作者
通过技术升级直接进化成了创意团队。
比如做出《我的三体》的UP主神游八方，
就是从兴趣驱动的像素风游戏动画逐渐
形成团队并制作出商业化剧集的代表。

学习AI要拒绝纯理
论性空想

记者：对于和你一样有志于动画创

作的同学，你有什么建议？

杨晓宇：兴趣驱动是对抗“AI替代焦
虑”最好的武器。要站在行业迭代更新
的最前沿，时刻学习更新自己掌握的技
术。新出什么技术就学什么，什么技术
在风口浪尖就学什么，可以学得不精但
至少要有了解。动画行业是一个强技术
行业，又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作为个
人制作者，要么掌握全流程力争往上游
工作流发展，要么利用新技术提高自己
的生产力。

AI 现在已经在各个领域开花，按照
个人需求广泛学习即可。目前，我会用
语言模型辅助剧作、指导分镜与打光。
此外，还有一个重中之重就是要捋清自
己在动画整个工作流上想从事哪一个环
节，然后针对性地去专门研究这个环节
的工具。学习完成后还要多上手练习，
不要纯理论性空想，实践出真知。

记者：你是怎么确定自己从事动画
产业哪个环节的？

杨晓宇：靠兴趣。要想清楚哪个环
节会给自己带来成就感。要弄清这个问
题，可以分两步，第一步，了解动画产业
的各个环节，每个环节都需要掌握什么
技能；第二步，问问自己，到底对什么感
兴趣，是具体的制作、设计角色还是讲故
事，然后就坚定不移地做下去、学下去。

据北京青年报

努力奔向前端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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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频带阻塞干扰》连载动画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