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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内现今最大的在线互联网视频

平台，近年来，腾讯视频不断在纪录片领域

发力，无论是自主研发IP，还是增加联合出

品、联合制作比例，腾讯视频的纪录片生态

都在向深层次进化：追求更优质的内容、寻

找多样的传播变现方式。

让纪录片“鲜活”起来

□ 本报记者 于 馨

“玩，是人类的天性。供人类玩

耍的器物则称为玩具。”腾讯视频专

为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量身定

制”的自制纪录片《我们身边的四十

个细节》，将其中的一个分集主题定

为《掌中有FUN》，以改革开放40年

来玩具在我国的发展为脉络，记录

了三位人物与不同玩具间的“不解

之缘”，展示了中国玩具行业从最初

的落后面貌，逐渐做强做大，形成如

今玩具行业百花齐放的局面。

站在2018年，回望改革开放40

年，小小的玩具不但见证了几代人

的成长，也浓缩着时代的大变迁。

掌中有FUN
从上世纪70年代的铁皮玩具，到

如今的乐高、机器人，“玩具”是每个孩

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为铁皮玩具收藏馆馆长，同

时被誉为“中国铁皮玩具收藏第一

人”的张洋，从1997年开始收藏铁

皮玩具，目前的藏品约有5000件～

6000件。

上世纪70年代，由于玩具的种

类匮乏，玩法单一，我国的玩具市场

日渐低迷。1977年，中国首届玩具

博览会之后，市面上涌现出各种各

样新奇的玩具。其中最经典的玩具

之一就是铁皮玩具，而它也是80后

的共同回忆。

作为典型的80后，张洋对铁皮

玩具最初的印象是“这是要从商场

花钱买回来的玩具”。上世纪80年

代儿童玩具大多是不花钱的，比如

沙包、毽子、自制的“水枪”等。张洋

的第一件铁皮玩具是“小鸡啄米”。

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玩具的种类

越来越多，而张洋却对铁皮玩具情

有独钟，他收集了几乎所有小时候

见过的铁皮玩具，因为这些玩具是

对他童年最美好的见证。

到了上世纪90年代，由于存在

安全隐患，加之变形金刚等新型玩

具陆续出现，陪伴了几代人的铁皮

玩具停产并逐渐远离了大众视野。

在铁皮玩具消失几十年后的今天，

张洋希望通过定格动画的方式让铁

皮玩具重新“活”起来。

谁能想到小小的玩具曾引起

《人民日报》的关注。1989年 3月

2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关于

玩具的报道《从“变形金刚”说“变

型”》，文章指出：“我国的玩具业，无

论是在生产技术上，还是经营思想

和战略上都需要来一次‘变型’。”这

里所说的“变型”来源就是当时刚刚

推出的新型儿童玩具“变形金刚”。

王赓，职业水墨画家，喜欢变形

金刚，“它（变形金刚）满足男孩子对

英雄的一切幻想。”王赓说。变形金

刚玩具对于当时很多孩子还是一种

“奢侈品”，王赓也是“磨了家长很

久”才买到第一件变形金刚玩具。

对于王赓来说，变形金刚不仅

仅是儿时的玩具，更是陪伴他成长

的老朋友。一句“汽车人变形出发”

曾让他走出人生低谷。

王赓将水墨画与变形金刚结

合，创作出“表达自己，释放自己思

想”的一种新型艺术形式——科幻

水墨（水墨画变形金刚）。新事物的

出现总是伴随着反对和质疑，王赓

在最初同样受到身边人的阻挠。

2013年，王赓以一本变形金刚水墨

画台历《甲午战》，向这些质疑和阻

挠宣战。2014年，王赓在杭州举办

了第一个个人科幻水墨画展，并大

获成功。画展当天晚上，王赓也讲

了一句《变形金刚》里的台词“万众

一心”，他觉得正是这种能量激励他

前行。

“我如今已经和变形金刚‘结

婚’了，它已经融入了我的生活。”对

于王赓来说，变形金刚早已不是简

单的玩具，而是能够帮助他进行艺

术创作的伙伴。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人

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玩具种类

琳琅满目，并且不再只是儿童的专

属。与此同时，从“玩物”到“兴趣”

“追求”，人们看待玩具的观念也发

生了改变，这种观念转变的背后是

中国玩具市场巨大的发展机遇。

近几年来，“二次元”文化在国

内不断升温，“手办”受到了越来越

多人的喜欢。Kiking是国内著名

手办原型师，也是中国第一个被日

本公司邀请进入专业手办公司工作

的中国人。

Kiking 与手办的结缘，源于

“偶然的心动”和“拮据的无奈”。早

年间，一次偶然的契机，Kiking在

一家模型店里看到有玩家带了一个

手办，当时他就心动了，可是他没有

什么零花钱，买不起手办，就只能自

己做了一个手办。

在成功制作出第一个手办后，

Kiking曾把手办拉到同人展上贩

卖，获得人们的认可，却铩羽而归。

“在当时的同人展上，手办基本是看

不到的，我当时带了十几个手办过

去，还蛮有信心的，感觉能卖出去一

两个，结果一个都没卖出去。”Kik-

ing认为，他的失败与当时的时代背

景息息相关，彼时“二次元”文化在

国内还没有流行，更没有人做手办。

同人展上的失败，并没有让

Kiking放弃，他成立了一家工作室，

将兴趣变成了事业。然而，国内手办

市场的持续低迷，最终使Kiking去

了日本，成为一名职业原型师。

2008年前后，由于动漫网站的

兴起，聚集了一大批喜欢动漫的年

轻人，“二次元文化”在国内盛行起

来，与之紧密相关的手办市场也逐

渐火热起来。这股“热情”也吸引了

Kiking回国创业。2015年，Kik-

ing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先后出品了

《阴阳师》《全职高手》等优质手办作

品，并掀起了一阵国产手办的热

潮。Kiking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

愿望，成了国内顶尖的手办原型师

之一。

与十几年前手办市场的无人问

津相比，如今国内手办市场得到了

大力发展，越来越多的技术人员和

市场资本的加入，使得中国手办行

业实力大增。

动漫产业被誉为21世纪最具

创意的朝阳产业。2017年，中国动

漫行业总产值达到1500亿元，我们

已经拥有《大圣归来》《大鱼海棠》等

优秀国漫，随之而来的是动漫衍生

品市场的多元化需求。未来，随着

一批优质内容的不断产出、IP化运

营日益显著以及动漫用户规模的不

断增大，中国动漫周边产品也将不仅

仅局限于动漫手办，还将包括服装、

文娱、生活用品、餐饮等多个方面。

小细节大时代

企鹅影视纪录片工作室总经理

朱乐贤表示，《我们身边的四十个细

节》选取了人们身边的“小细节”，来

描摹勾画40年改革开放的辉煌来

路。这部纪录片是40年的社会史、

民生史，是40年来中国经济、文化，

以及社会生活的全景式画卷，要描

摹的是一幅中国大变革年代的《清

明上河图》。而“玩具”就是一个特

别的“小细节”。

《我们身边的四十个细节》的

执行总导演陈予涵告诉记者：“在

前期调研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

很好玩的事情，当70后回忆过去的

时候，他们总会提到各种少年时期

在街头巷尾玩的手工玩具，比如大

铁环，陀螺等；当80后回忆过去的

时候，他们总会回忆起变形金刚、

小霸王学习机等玩具；当90后回忆

过去的时候，总会想起电视上播出

的各种日本动画，以及他们衍生出

的各种周边玩具。似乎身处他们

当时那个年代的人们永远绕不开

这些事物。”

“玩具”很特殊，它是孩子们童

年时必不可少的玩伴，更是孩子们

最初的老师，在人生的最初阶段能

够从玩具身上获取一定的知识，所

以现在的父母对于玩具的选择都十

分重视。但是对于玩具教育，在40

年前都是非常淡薄的，玩具只是承

担了一个简单的娱乐功能而已。

从最开始仅限于玩乐的物品，

到如今承担一定学前教育功能的玩

具，人们的追求也在玩具的发展中

不断地变化，或者说正是因为人们

在生活中追求目标的改变，促进了

玩具的发展。

此外，“玩具”虽然只是一个普

通的产品，它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

时科技生产力的水平，生产水平越

高，玩具自然制作得更为精良。所

以玩具在40年的发展中，质量和数

量提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40

年来中国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而

玩具所承载的功能上的变化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人们思想观念的

进步。

《国家宝藏》走红
二次元值得推广
□ 熊 风

时隔一年，央视的高分综艺《国家宝

藏》第二季播出。在B站，不到一天，第一

期播放量已经近50万，有4万多人同时在

线观看。有网友说，上线不到10分钟，弹

幕就已经养肥。

作为主打二次元文化的B站，受众普

遍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旨在弘扬传统文

化的综艺节目《国家宝藏》不到一天时间

点击量居然达到近50万，由此也可见此档

节目的影响力和精致度。更难能可贵的

是，传统文化节目找到了适应年轻人欣赏

的话语体系、讲述方式，使文化传承更加

符合现代年轻人的审美眼光，这绝不是一

种“迎合”，而是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也

是文化传承接地气的具体实践。

大胆复活古人，精彩演绎文物的前世

今生。通过现代人听得懂、看得明的语言

表述，让一件件珍藏在博物馆中的文物，

形象丰满起来、立体起来，透过文物背后

的故事，把广大观众拉回到了五千年的历

史长河中，一起见证珍藏在博物馆中的文

物所隐藏的鲜活历史。如果说，第一季

《国家宝藏》成为爆款类文化节目，依靠的

是电视等传统媒体，那么第二季《国家宝

藏》勇于创新，采取新的评价指标，依靠新

媒体点击量来衡量，仅一天时间就突破50

万。这充分说明年轻人与传统文化之间

其实可以做到“零距离”，只要方式得当，

符合时代审美，就一定能够受到年轻人的

喜爱。

传统文化类节目要吸引年轻人的注

意力，在新媒体时代并不容易。《国家宝

藏》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使枯燥的

历史讲解成了鲜活的故事，使沉寂的文

物成了网络的新宠，真正使更多的普通

人认识到我们灿烂的文化、悠久的历史

是一笔举世无双的宝藏。《国家宝藏》走

红二次元，伴随而来的动画、弹幕等衍生

品，均受到了好评，引发了关注。这对于

互联网社区而言，《国家宝藏》的持久关

注度，足以说明文化传承可以在新媒体

上大展拳脚。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国家宝藏》的成功模式值得借鉴和推

广，在守正创新中弘扬传统文化，让传统

文化与现代生活相融合，弥合现代人与

传统文化之间的距离，正是文化类节目

的使命所在。

小玩具展现时代大变迁

□ 本报记者 王健生

12月26日，中国老年大学协会

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召开。

全国老龄办常务副主任、中国老龄

协会会长王建军在会上表示，全国

共有各级各类老年大学和老年学校

6.2万多所，老年大学已经成为我国

老年教育的主阵地。

老年大学成老年教育
主阵地

记者从中国老年大学协会获

悉，1983年我国第一所老年大学在

山东创办，经过30多年的发展，目

前，全国共有各级各类老年大学和

老年学校6.2 万多所，在校学员有

800多万人，参加远程学习的学员有

500多万人，已基本形成省、市、县、

乡办学网络，老年大学已经成为我

国老年教育的主阵地。

中国老年大学协会会长张晓林

表示，老年人把老年大学不仅当作

学习的场所，更是当作一个社会沟

通的场所。老年大学能让老年人重

新融入社会，避免其产生被边缘化、

被抛弃的感觉，对促进老年人心理

健康也起到重要作用。

张晓林指出，老年教育是我国老

龄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

老年教育持续健康发展，是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发展老龄事业和产业的

重要举措。中国老年大学协会成立

和发展的30年，正处于我国改革开

放时期，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变革巨

大，各类社会矛盾和思潮十分活跃。

协会从成立之日起，就担当起了推动

我国老年教育发展的历史责任。

会上，中国老年大学协会向成立

30年以上的老年大学颁发了荣誉证书。

下一步老年大学重点
将放在基层

“中国低龄老年人数量大，60岁~

69岁低龄老年人有1.4亿，2030年将

达到2.1亿，这部分老龄人拥有经验

丰富和技能优势。”王建军表示，下一

步要科学开发老年人资源，增加老龄

人社会参与、社会管理、社会服务、老

年人再就业等内容，让老年群体在新

时代发挥重要的作用，更好实现自我

价值、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

2016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提出，到2020年，以各种形式经

常性参与教育活动的老年人占老年人

口总数的比例达到20%以上。王建

军说，实现这一目标任务仍然艰巨。

下一步，全国老龄办和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教育部将共同研究做大做强

老年教育相关措施，为更多有学习意

愿的老年人提供学习机会和平台。老

年大学要通过建立分校和办学点，选

送教师，推动老龄人远程教育，扩大老

年教育覆盖面，把老年教育重点放在

基层，放在社区，放在农村。

王建军要求，中国老年大学协会

要适应老年人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

要求，服务老有所学，做大做强老年

大学协会。各级老年大学协会要着

力增强服务意识、着力抓好工作创

新、着力推进队伍建设、着力加强规

范化建设，搭建优质服务平台，为老

年人创造更多更好的学习环境。希

望中国老年大学协会总结梳理中国

老年教育30年来的成功经验，向全

世界介绍、宣传中国尊老爱老故事，

广大老年人受教育权利的中国故事、

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我国老年大学和老年学校达 6万多所

铁皮玩具收藏馆馆长张洋用铁皮玩具制作定格动画 （图片由腾讯视频提供）

东莞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首个

由民营企业参与保护开发的国家级森林公

园，19年来，董事长黄淦波不余遗力地带领

自己的团队，不忘初心，秉持可持续发展理

念，实现了从“门票经济”到“文化经济”的

成功转变，并以此推动国家林业产业不断

升级。

从“门票经济”
到“文化经济”的华丽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