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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文化产业

6版

共建图书馆
共享纸墨香

广州激发社会力量的有效参与，用

众筹概念引来越来越多的“小伙伴”，从

“政府包办”公共文化服务变为“政府主

导+社会力量参与”模式，共建共享图书

馆，赢得了广泛点赞。

文化时评

□ 华 羽

近日，四川成都玉林四巷因手绘墙

走红网络，不少人慕名前往参观。该小

巷不过百余米长，一侧墙绘满小猪佩

奇、兔子朱迪、狐狸尼克等卡通人物，另

一侧绘有不少经典爱情故事中的人物，

小巷尽头的社区围墙上还绘有电影《前

任 3：再见前任》的剧照，因为这条巷子

及周边小区曾是该电影的取景地之

一。手绘墙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欣赏，未

来这里的空地也将成为街头艺人的表

演场所。

一个城市的灵魂和魅力是由城市的

人文氛围和文化生态决定的，文化艺术

缺失的城市只能是钢筋水泥灌铸的丛

林。将图画和艺术绘上城市的墙面，

绚丽又斑斓，生活化的艺术让普通市

民感到有趣，并产生感慨和思考。艺

术丰富了城市景观，点燃了平凡单调

的城市生活。

手绘墙成为城市亮丽的风景，是城

市年轻、富有活力的象征，引领着城市个

性的张扬，与城市文化建设和艺术环境

融为一体，有积极的文化意义和健康文

明的审美价值。墙壁本身是冰冷的，但

当它穿上绚烂的外衣，附上一个有趣的

艺术灵魂，便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居民对

文明和艺术的认知，提升居民的文化艺

术鉴赏水准。

将图画与城市文化元素相结合，让

艺术更加生活化，更加贴近大众，同时也

是赋予艺术更多自由的空间。艺术创造

的动力，来自人的内心深处。更自由的

艺术创作和展示的氛围，能够激发艺术

家内心的创作动力，创作出更富有美感

和艺术价值的作品。大众的欣赏与肯定

也是艺术家创作的巨大动力。

著名的798艺术区的形成就是艺术

家自发的行为。园区内聚集的原创性艺

术力量为当时中国当代艺术集中的最

高水平，当时的 798 艺术区也可谓是中

国当代艺术的出产地。从几乎废弃的

旧厂房，到中国当代艺术的发源地，798

的发展，也要归因于艺术创作的自由氛

围。由于风格独特，许多艺术家慕名而

来，“雪球”越滚越大，慢慢形成了后来的

发展。

给艺术创作更多的自由，艺术和艺

术家本身是受益者。他们有了更广阔

的舞台，有了更多的受众，有了内心更

强大的表达需求，这样持续的正向刺激

无疑对艺术本身的发展很有促进作

用。同时，受众也是受益者。艺术离普

通大众更接近，更能装点美化自己的生

活，未来一定也会有更多属于自己的表

达，通过艺术家的作品体现出来。这种

双赢的局面，无疑也是城市管理者所愿

意看到的。

手绘墙仅仅是一个艺术门类以一

种方式走近大众，能成为网红，说明反

响热烈，也说明目前这样的形式还比

较少见。所以，我们的城市管理者或

许应该多花些心思考虑怎么给艺术更

多的空间，让艺术走近普通人，为人们

对于真善美的追求搭建更多更畅达的

通道。

□ 孙 侠

“这个展馆让我了解古都北京发

展的过程，非常好！多一些这样的展

馆就更好了！”一位外地游客在留言

簿上写道。

“我要表扬一下这个体验馆，介

绍了街道的过去，也让我看到了将

来，还能提意见。真不错！”一位住在

长椿街东里社区的居民称赞说。

昔日餐饮店变身“体验馆”

游客和居民说的都是前不久才

刚刚向公众正式开放的“广内街区体

验馆”。整个体验馆建筑面积将近

400平方米，主要是以互动体验的方

式向民众介绍广安门内街道片区的

历史风物和规划发展情况。体验馆

恰好坐落在长椿街东侧人行道边上，

不时有来往的行人带着几分好奇进

去一探究竟。

据介绍，广内街区体验馆所在地

在2017年之前还是聚集了20多家小

门店、类似大排档的一片地方，其中

大部分门店经营餐饮小生意，脏乱差

是常态，而且噪音喧嚣，十分拥挤，附

近居民也不堪其扰。体验馆内一张

放大的照片记录了这里过去的样子。

如今，经过一年多的集中整治

“开墙打洞”，原来的违章建筑清理

了，餐饮店冒出的大量油烟不见了，

附近居民楼内的大妈高兴地说：“从

(上世纪)80年代我们就住在这块儿，

治理后，附近环境干净漂亮多了，街

边买东西乱停车的也几乎没了，感觉

马路都更宽了。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这么快。”

体验馆包括方案展示、特色书

吧、城市沙龙和开放共享四部分空

间。在特色书吧里，书架上整齐地摆

放着城市建筑规划类书籍供读者借

阅翻看，顺便还可以买杯咖啡和休闲

茶点消遣。城市沙龙也已经举办过

多次活动，通过放映专题影片、组织

讲座等，讲述北京城的文化自然遗

产、历史变迁等。在方案展示和开放

共享部分，参观的人可以了解到街区

现状布局和未来保护改造设计规划

……体验馆并不大，但装饰布局颇费

心思，内容展示丰富多样，清新隽永

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渐渐恢复“颜值”的文物古迹

或许从体验馆的英文译名——

“广内城市复兴(urban revival)体验

馆”，更能体会到城市街巷治理的良

苦用心。治理不仅仅止步于褪去脏

乱差，变得干净美，更重要的是要为

城市接续文脉，复兴城市特有的文化

品格。不少访客正是在体验馆内看

到附近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标示图，

又按图索骥，去寻找那隐身于街巷的

古迹。

广内街道片区是北京营城建都

的肇始之地，历史可追溯至西周，是

宣南文化的主要源泉。有人称三庙

街是“太老爷”级别的北京胡同，长椿

街在辽金时曾是繁华通衢，附近报国

寺、杨椒山祠等文物古迹星罗棋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散落在片区

内的众多名人故居院落，由于历史原

因，一度被挤占、年久失修，纷纷沦落

成大杂院，不仅安全隐患大，而且面

目全非，文气近绝。但近年来，随着

文保意识不断提升、城市治理力度持

续加大、治理方式和理念更新创新，

越来越多的老宅老院的命运终于迎

来转机。

比如位于金井胡同1号的沈家

本故居。沈家本曾是清朝光绪年间

进士，历任刑部侍郎、大理寺正卿等

职，是清末修订法律的主持人和代表

者，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法学家之一，

也是倡议废除凌迟酷刑的重要人

物。故居原本是三进院落，但多年

前，是个最多住了50多户人家的大

杂院，原有格局基本被毁，故居大门

甚至被违章建筑包围，仅沈家本的藏

书楼——“枕碧楼”存着些原有模

样。在“枕碧楼”中藏书曾达三万余

册五万多卷，在楼下客厅内沈家本会

见过众多名人要员，包括清末帝师

陈宝琛和袁世凯、段祺瑞、徐世昌等

著名历史人物。

过去几年，故居腾退工作陆续展

开，故居修复工作也紧锣密鼓，如今

这一颇具历史意义的老院落渐渐恢

复了“颜值”：青砖灰瓦、雕梁画栋、绿

树掩映，一扇大红门半掩着，偶有人

员进入参观里面法制内容方面的展

览。门口南侧，工人们正在做影壁基

址的保护工作。据悉，未来不会重建

影壁，只是将旧基址覆盖上透明玻璃

保护起来，并在周围做好绿植点缀，

由此人们或许能更深地体味老宅的

沧桑变迁。

在这座故居附近，还有不少同样

的工作在有条不紊推进。朝北走刚

出金井胡同，就是上斜街。这里曾是

清代的“会馆一条街”，坐落着龚自珍

故居(番禺会馆)、太原会馆、东莞会

馆、四川会馆、河南会馆等数家会

馆。太原会馆据说还是中共早期著

名的政治活动家高君宇与民国才女

石评梅相识的地方。东莞会馆相传

曾是清朝名将年羹尧的故居。这些

院落腾退工作仍在进行之中，有的已

经持续多年了。

如今，东莞会馆院内只剩1户居

民，门楼初步恢复，新文物保护铭牌

也挂在门前。太原会馆和四川会馆

漂亮的小楼线条也从墙挡中渐渐

露出。

在清朝思想家龚自珍故居院内，

一位住户告诉新华社记者，原来这院

里有 36户，现在已经腾退走了 25

户，2016年走得多，现在只剩下11

户。他坦言“安置小区在南四环，小

区挺好的，但还有些困难想看能否解

决了再走。”

他说，自己从小生活在这里，知

道院子的历史，对这里很有感情，“希

望未来腾退后，这处重要的文化遗产

能真正地保护好！”

胡同里“最幸福的人”

胡同里的老街坊们对于街巷治

理、保护古城是很支持的。大部分人

对腾退工作也充满期待。家住金井

胡同的李大爷说，胡同里大院居民

多，条件有限，早就盼着能住上新楼

房，设施方便，生活方便。现在靠近

街面、重点院落的住户先腾退，他希

望腾退工作能早点覆盖到胡同深处，

这样对保护北京古城、改善整体环境

更有效。

还有的居民比较着急，“现在腾

退是整院推进，一户有点意见就不好

办，希望能灵活处理，好早点选房，晚

了怕住得远了。”

而那些继续留下来的居民，对于

未来更是信心满满。

在整治效果颇受称赞的达智桥

胡同，居民刘大爷就特别认同，他笑

称自己是“胡同里最幸福的人”。

60多岁的刘大爷是老北京人，

在胡同里经营着一个副食小门店，门

口挂着两个红色中国结，营业执照整

齐地挂在东墙上，几平方米见方的店

内货架上整齐地码着副食商品。夏

天了，来买啤酒的成年人和买北冰洋

汽水的小孩最多，半天一整箱就卖光

了。“我就当锻炼身体，生意还不错。”

“你看，这店面是政府统一风格

设计装修的，我自己也不用掏钱。这

墙角花台里我给种上了西红柿和黄

瓜，看，瓜藤上都开花了……”

“胡同里有段时间成了集市，脏

乱了不少年，挺难管的，现在终于下

功夫治理齐整了。”在他看来，正是因

为有了近年来的城市街巷治理，才让

这些老胡同又寻回了从前的“京城范

儿”和文化的延续。

“眼下，古城更有魅力了。住这

儿的，来玩的，谁不说这是赶上了好

时候，享上了好福气呢！”刘大爷乐呵

呵地说。

城市接续文脉 老街巷寻回“京城范儿”
北京广安门内街道片区一些颇具历史意义的老院落渐渐恢复“颜值”，丰富了古城魅力

手绘墙走红
不妨给艺术多些空间

□ 许晓青 孙丽萍 吴 霞

6 月的中国,电影盛事接踵而

至。最新诞生的上海合作组织国家

电影节在青岛举办；6月16日,见证

改革开放非凡历程的上海迎来第21

届国际电影节。

从改革开放进程中一路走来的

上海国际电影节,与世界交流、融通,

助推中国电影强起来。

沐浴改革春风
构成“电影长河”

因改革而生,因开放而兴,上海

国际电影节是目前中国唯一的国际

A类电影节。

上世纪90年代,沐改革春风,老

一辈电影艺术家竭力推动创设上海

国际电影节。1993年10月,第一届

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媒体称赞“中

国电影史翻开崭新一页”。谢晋担任

首位金爵奖评委会主席,来自巴西、

俄罗斯、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

电影人与中国电影人共聚一堂。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电影人筚

路蓝缕。从《小花》《巴山夜雨》《庐山

恋》,到《黄土地》《芙蓉镇》《红高粱》,

从国产大片到国际合拍片,再到斩获

国际大奖的《霸王别姬》《三峡好人》

等,新近又有《战狼2》等,“光影”绘

出40年,更铭记40年。

中国电影导演、演员姜文今年出

任金爵奖评委会主席。在电影节主

会场,包括姜文主演的《红高粱》等

200多幅见证改革开放40年的中外

电影海报,共同构成一条瑰丽的“电

影长河”。

参与市场竞争
擦亮金字招牌

开票数小时,票房上千万。本届

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500多部中外

影片,观众热情高涨,史无前例。

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电影市

场。2017年电影总票房达到559亿

元,观影人次超过16亿。2018年2

月,单月电影票房首次突破100亿

元,一季度票房超越北美市场同期,

显露出“冲刺”世界第一的新气象。

25年持续举办上海国际电影节,

这不仅体现出电影行业自身的专业

性、权威性、惠民性,更体现出上海这

座文化大都市的核心功能不断升级。

“把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范

围让出来,把该放的权放足、放到

位。”为促进电影等文创产业的高质

量发展,上海提出要处理好政府推动

和市场驱动的关系。上海市提出,支

持文创产业发展,积极营造良好环

境,深化“放管服”改革。

近年来,《上海市“十三五”时期

文化改革发展规划》和《关于加快本

市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

见》相继实施。今年4月,上海进一

步提出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并

启动三年行动计划,对文化领域的海

派特色和优势再强化、再升级。

根据相关行动计划,上海将重点

打造上海国际电影节等重大节展品

牌,电影节位居各大节展之首,旨在

擦亮“电影”这块金字招牌。

参与国际电影市场的合作竞争,

“电影之城”动起来。今年电影节期

间,主要举办“一带一路”主题活动、

首届互联网影视峰会、上海影视取景

地全球推介、金爵奖和亚洲新人奖评

选等一大批节展活动,为了电影,这

座城市“总动员”。

从电影节的举办,透视上海正在

着手开展的“四大品牌”建设。分析

人士指出,“上海文化”与“上海服务”

“上海制造”“上海购物”四大品牌相辅

相成,以电影节为“媒介”,发挥品牌之

间的融合效应,提升影响力,促进城市

更加全面地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朋友圈”不断扩大
文化自信持续彰显

一个月前,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

指定上海国际电影节和戛纳电影节,

为该协会电影节委员会首批成员。

这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电影在世界舞

台的话语权再度提升。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还将

升级“一带一路”电影节合作机制,扩

大“朋友圈”。在筹备阶段,组委会共

收到来自全球108个国家和地区的

3447部影片,比去年的2528部又有

较大增长。其中,来自“一带一路”近

5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部电影

报名参赛参展。主办方从中选出

154部影片列入各展映单元。

除了电影节自身努力,中国电影

人也极为繁忙。贾樟柯在电影节期

间宣布其以“金砖国家”为主题开展

的新合作项目；本届电影节开幕影片

《动物世界》也瞄准了全球市场。

人们期待,上海国际电影节和其

所背靠的不断壮大的中国电影产业,

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

国力量。

“光影”铭记改革路 银幕勾勒中国梦
上海重点打造国际电影节等重大节展品牌,擦亮“电影”金字招牌

北京北海公园北京北海公园推出推出““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文创产品文创产品
近日，北京北海公园推出“二十四节气”系列文创产品，把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特点与北海公园景点

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图样，并将其应用于手机壳、明信片、魔方等文创产品。图为工作人员在北海公园

文创商店展示“二十四节气”主题手机壳。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