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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文化时评

书 你真的变了

在人类文明史上，有极少数发明从一诞

生就是完美的，后来者改进的余地很小，书

籍就是如此。今天的书籍，就外观而言，与

数千年前写在竹简或羊皮纸上的书，并没有

太大的区别。但是，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

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

的应用，书籍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

6版

□ 杨溢仁

又逢十月，金秋送爽丹桂飘香，

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

交易会如约而至。

作为艺术节支柱性品牌活动，交

易会旨在夯实海内外文化艺术领域

的交往与交易，推动交流与合作，打

造高效能的演艺贸易大平台。

文化贸易“朋友圈”不断扩容

在艺术节交易会打造的大舞台

上，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

民族的优秀演艺作品集聚一堂，借

由演艺项目创投会、视频选拔推介

会、展厅展示、现场与剧场推介演出

等多样形式，全方位展现自身独特

的艺术魅力。

本届艺术节开幕式演出委约作

品《创世秘符》作曲者、中国音乐家协

会主席叶小纲说：“很高兴能借由上

海国际艺术节这个平台，向世界各地

的朋友展现中国当代艺术的魅力。”

据了解，艺术节创办20年来，已

经有100多个国家160多个城市和

地区的中外著名艺术节、演出经纪机

构、演出团体参加了交易会。每年都

有万余个节目在这个文化贸易平台

进行展示和交流交易，每届都有几百

个节目在此达成初步合作意向，极大

地推动了国内演出市场的发展繁荣。

“去年，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

盟在这里正式宣告成立。目前，艺术

节仍在努力扩大‘朋友圈’，以期深度

挖掘更多双边、多边合作交流机会。”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副局长

金雷直言，“依托‘一带一路’合作机

制，沿线国家有望构筑文化交流、文

化传播、文化贸易协同发展的良好态

势，并开展更深入的，多领域的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海内外演艺项目精彩纷呈

20年来，已有来自7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4万余名艺术家、700余个

中外艺术团体在艺术节上演中外剧

（节）目1034台，超过465万观众走

进剧场。

在本次艺术节中，西班牙玛利

亚·佩姬舞团的《我，卡门》、纽约城市

芭蕾舞团的《巴兰钦之夜》、意大利热

那亚卡尔洛·费利切剧院的原版全景

普契尼歌剧《托斯卡》、罗马尼亚锡比

乌国家剧院的《俄狄浦斯》、日本东京

歌剧合唱团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挪威国家芭蕾舞团的《群鬼》等来自

世界各地的优秀演艺作品汇聚一堂。

顶尖的音乐盛会，邀你聆听爱乐

之城；不同的舞蹈语汇，与你共诉细

腻的情感表达；多元的戏剧张力，带

你领略璀璨的戏剧光芒；悠扬的中华

戏曲，请你同赏黄钟大吕之声……

一场场中西荟萃的文化盛宴，受到

国内外观众的追捧和欢迎。

“我们在这里获得了很多新资

讯，也发现了不少合作机遇。”爱

沙尼亚音乐会策划公司董事尤里·雷

顿说。

巴格达国际戏剧节执行总监卡

西姆·穆罕默德·阿里表示，呼吁上

海能够邀请更多阿拉伯剧团参加艺

术节，并给予阿拉伯艺术家更多委

约作品。

“今后，艺术节将继续巩固和提

升专业性、国际性、引领性，使艺术节

交易会成为汇聚一流经典，面向世界

舞台的国际性文化品牌。”金雷直言，

“也希望未来能更好地发挥跨文化交

流平台的示范作用，让所有参与者共

享全球文化发展的最新成果。”

拓宽文化交流“出海口”

站在20周年的节点上，中国上

海国际艺术节如何将更多好作品“引

进来”，将更多好作品“推出去”？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总裁

王隽认为，应进一步扩大丝绸之路国

际艺术节联盟。该联盟的成立，标志

着“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机制的

创新。其作为国际艺术文化交流的

纽带，未来应继续连接并推动包括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更大范围的

国际文化合作、交流，探索艺术文化

的初心、共鸣，助力推动沿线各国在

艺术领域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

发展。

其次，可借由互邀演出、艺术节

总监交流互访、培训、论坛嘉宾邀请、

专业创作教学、青少年艺术教育项目

合作交流、互访文化周等形式多样的

艺术文化实践，助力中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艺术机构合作，

提升双边及多边艺术文化交流层级

的广度和深度，推动更大范围内的文

化贸易发展。

再者，打造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

联盟数字化平台。现代互联网技术

为文化资源的整合、传播提供了强大

支撑。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等信

息技术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优化和

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

融合于高效办节之中实为大势所趋。

□ 苏晓洲 刘良恒 高文成

把电视办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

“芒果”电视事业；把新闻出版打造成

大型上市公司；把地方政府网站办成

全国广受关注的“新闻门户”；《快乐

老人报》短短几年全国发行量跃升至

200万份；移动互联网领域融合创新

异军突起……改革开放以来，植根长

沙的媒体“敢为人先”抢抓每个稍纵

即逝的改革契机，“中流击水”创造审

美价值异彩纷呈的文化艺术。

去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

长沙成为中国首个世界“媒体艺术之

都”。如今，这座湘江之畔的历史文

化名城，正只争朝夕开启新时代创意

征程。

媒体艺术“百舸争流”

湖南国际影视会展中心星光璀

璨，第十二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在

此举行。“金鹰奖”永久落户的长沙城

东马栏山，是孕育中国电视“湖南现

象”的摇篮。

走进马栏山，恍如置身电视艺术

海洋：《为了人民》《新闻大求真》《寻梦

蒙达尔纪》等新闻节目，《声临其境》

《少年说》《儿行千里》等原创综艺节

目，《天天向上》《快乐大本营》等全国

综艺标杆，都从这里走向荧屏。湖南

广播电视台党委副书记、副台长、总

编辑张华立介绍，2015年以来湖南电

视节目三度荣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在媒体竞争异常激烈的当下，无

论在城市还是偏远农村，公共场所和

百姓人家的电视节目里，湖南卫视

“出现率”很高。

在长沙这座世界“媒体艺术之都”，

除了“电视湘军”，表现出色的还有

“报业湘军”“网络湘军”“出版湘军”。

由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整体

重组改制设立的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在国内行业类上

市公司中市值排名第一；红网积极追

求新闻真实性和品质，在网络媒体中

获得“中国新闻奖”等大奖；湖南岳麓

书社中华文化典籍出版取得成功，

《走向世界丛书》等影响了几代年轻

人；《潇湘晨报》短时间内崛起，获得

了行业好评……

改革创新“鹰击长空”

湖南是传统农业大省，省会长沙

地理位置、经济体量和文化底蕴并不

占优。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总编辑龚曙光说，40年前湖南

媒体影响力在全国“连排名资格都没

有”，而今却以“同行业不大能理解的

速度”，实现了主流媒体全面发展。

湖南省委宣传部负责人说，长沙

之所以能“结”出媒体艺术硕果，得益

于很早就积极响应改革开放的“国家

号召”。

长沙媒体艺术改革创新，重在

胆识。

《湖南日报》创办《三湘都市报》，

充当报业改革先行军；《长沙晚报》贴

近民生，赢得市民群众踊跃订阅；湖

南广播电视台党委委员、副台长杨壮

说，湖南电视今天的发展，缘于20世

纪90年代创办湖南经济电视台、面

向全省公开招聘台长等“破冰”举措。

艺术改革创新重在拼搏。

《潇湘晨报》总编辑伍洪涛说，长

沙媒体有报、台、网竞争，有母报与子

报、频道间竞争，有媒体人竞争。“报

人”们每天要在印厂看完飘着墨香、

带着机器温度的第一张报纸，才会披

星戴月回家。

湖南卫视知名主持人汪涵说，当

年“广电大厦”还没装修完，大家就在

刺鼻的油漆味和飞扬的粉尘中进场

工作；晚上，工作累了就在折叠床、办

公桌上过夜，只为“先一步”。

最早创办电视晚间新闻、电视新

闻深度报道，最早细分受众市场……

龚曙光、张华立等人说，这些“最早”，

彰显湖南媒体积极开辟主流媒体发

展新模式。

求索奋进“风华正茂”

走在长沙街头巷尾，会发现“真

人秀”“热播剧”“音乐节”“电音风”

“潮流装”这些媒体艺术深深植根于

城市文化，刺激了文创产业大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长沙综合实力

持续增强，为创新创意文化产业发

展提供了沃土。”长沙市委常委、宣

传部长高山说，长沙 2017 年 GDP

达10,535.51亿元，为1978年的625

倍。其中，文化产业总产出突破

2800亿元。

40年风雨兼程，站在新时代的起

点，湖南媒体创新正经历新一轮激

荡。今年在湖南省委、省政府指导下，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网控集团、潇影

集团正式整合。此次改革将始终坚持

党管文化、党管意识形态不动摇，始终

坚持“双效统一”，既助推文化强省

战略，更要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

红网副总编周珞说，千年前，沿

着海上丝绸之路，“黑石号”曾载着长

沙艺术陶瓷驶向世界。如今，植根湖

湘沃土，走上改革开放之路，长沙的

媒体艺术必将更加熠熠生辉。

激活城市老地名的
历史记忆

□ 涂建敏

借助城市老地名，通达城市历史记

忆的深处。最近，杭州又有22条道路、8

座桥梁的名字获批。归德弄、望江门外

直街、海潮寺巷等，一大批老地名，重回

公众视野。

这些老地名，一个个充满历史质

感。比如“归德弄”，最早可以上溯到南

宋名寺“归德院”，相传宋高宗赵构当年

被金兵追击，曾在此短暂驻跸。而望江

门外直街，老底子杭州人几乎个个耳熟

能详。那里原本就是“菜场一条街”，望

江门外，江涂田野，不适稻作，很多人专

业从事蔬菜生产，早期菜摊菜贩在一公

里多长的老街上延绵不绝。至于新命名

的海潮寺巷，《武林梵志》当年记载说，

“凡进香普陀者，必聚足于此，犹径山之

有接待院也”。尽管海潮寺早已毁于战

火，可老杭州对寺庙仍念念不忘，巷以寺

名，也期待老寺有一天重见天日。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老地名，因为城

市建设的推进，老街巷改造了，老地名、

“土”地名就丢掉了。有些地方，甚至热

衷取一些“大、洋、怪”的地名。地名的变

化，反映出城市化语境下，某种文化心态

的变化。

20 年前，笔者还在古城绍兴工作。

所在的报社，和鲁迅故居只一街之隔。

这里曾是赫赫有名的都昌坊口，充满了

鲁迅先生的少时回忆。可后来更了名，

鲁迅早年笔下的白墙黛瓦，连片台门，都

消逝在“城市化”尘烟之中。此后，这里

又大兴土木，建起鲁迅历史文化街区，满

目只有“假古董”，奈何。

也有丢了又改回来的。几年前的湖

北襄樊，被再度改回襄阳。与杭州相邻

的黄山市，前些年听说有人大代表动议，

要把名称改回徽州。古襄阳和古徽州，

相比后来的地名，仅就文化厚重说，孰优

孰劣，想必高下立判。动议虽好，可是这

样折腾来折腾去，终究不是个办法。

地名保护，当然不仅仅是保留一个

地名，更要保护好地名之后的文化遗

存。2012年底出台的《浙江省地名管理

办法》也明确规定，地名命名反映当地历

史、文化、地理等特征。地名文化遗产保

护名录涉及的地理实体拆除重建或者迁

移，重新命名应优先使用原地名。杭州

也于 2014 年专门出台《地名管理规范》

地方标准，其中重点提到，历史风貌地区

需要命名的支小路宜以巷、弄为通名。

这当中的信息是明确的，地名和地方，是

有机统一。要努力促使城市地名回归中

国思维、传统价值。

拿这次重新命名的归德弄来说，“老

树新枝”，就是通过公开征集恢复的。而

去年杭州在对城西的西溪路沿线改造

时，也注重挖掘老地名背后的文化内涵，

复活人文景观。自古以来，西溪沿线就有

“西溪十八坞”一说，“是坞有泉皆到水，沿

山无处不栽梅。”沿线王家坞、庙坞、龙驹

坞、东穆坞、西穆坞、里桐坞、外桐坞，还有

杨家牌楼、老东岳、法华寺等一大批老地

名，沿用至今。漫步新修的沿山游步道

上，移步换景，还是文化有魅力。

推进城市改造，不可避免地会带来

新老地名的交替。但是，地名交替，文化

不能“失忆”，假如我们连城市的记忆都

失去了，又哪里找得到回家的路途。

中外优秀作品齐聚一堂 艺术节搭起文化交流大平台

长沙:媒体艺术之都中流击水

媒体艺术之都里的媒体艺术之都里的
““创客星创客星球球””

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长沙成

为中国首个世界“媒体艺术之都”。在长沙经

济技术开发区，有一个名为“P8星球”的创新艺

术社区，2015年成立至今，共有30多家公司或

个人入驻创业，涉及教育、互联网、艺术创新等

领域。图为在“P8星球”创新艺术社区拍摄的

白日木工坊团队。

新华社记者 张笑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