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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读

文化资讯

抗疫纪录电影《2020，中国战疫》
在三亚首映

本报讯 由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和海南省委宣传部联合

摄制的大型纪录电影《2020，

中国战疫》近日在第三届海南

岛国际电影节上首映。该片

通过援鄂医疗专家康焰、志愿

者“大象”和武汉 90 后女孩

“脏辫熊”的视角，带领观众重

温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一个个难忘

瞬间。

《2020，中国战疫》充分利

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数百名记

者一线采集的新闻素材及独家

视频成片，同时积极向社会各

界征集抗疫影像资料，从海量

资源中精心选取典型人物，精

心编织故事主线，用国际化的

语言，围绕“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这一主题，全景式重现了全

国人民上下齐心、共同抗疫的

故事。

《2020，中国战疫》制片人

王新建表示，和通常的宏大叙

事不同，这部纪录电影走了一

条平实动人的情感路线。影片

通过三位普通人的视角，带领

观众回顾疫情期间发生的一幕

幕动人场景，以细腻手法展现

人间温暖、中国力量。影片中

还采用了部分网友疫情期间上

传的手机视频，相信会引发广

大观众的情感共鸣。

（刘 博）

本报讯 中国电视剧制作

产业协会近日通报，《关于电视

剧（网络剧）制作“去浮华浮躁、

重创作规律”的几点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日前发布。《意

见》指出，电视剧（网络剧）创作

要下大力气去浮华浮躁、重创

作规律，把全行业的关注点引

导到打造思想内涵精深、艺术

质量精湛的优质作品上来。

《意见》指出，必须加重电

视剧（网络剧）的文化含量，提

升艺术质量。要从中华五千年

文明传承中汲取积极营养，从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

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汲取素

材，创作出具有震撼人心、打动

人心、温暖人心的力量和能量

的作品，为建设文化强国添砖

加瓦。

针对当前我国电视剧创作

重演员、轻编剧、轻导演、轻制

作甚至演员不背台词等现象，

《意见》指出，要严肃创作拍摄

现场纪律，遵循创作规律，形成

正气，形成剧组共识，形成舆论

监督，行业自律。必须要大力

提升经纪人和艺人的艺术修

养，端正创作态度，尊重剧本，

尊重导演，尊重所有创作人员，

尊重艺术规律。要以忘我的精

神状态投入到创作当中，以塑

造鲜活的艺术形象为荣，以精

湛的艺术表演功力立身。

此外，《意见》还指出，必须

净化市场环境，促进产业良性

发展。在电视剧（网络剧）创作

中，要尊重市场规律，关注市场

需求，但绝不能被市场牵着鼻

子走，更不能让那些被污染了

的数据和流量成为评价作品

的主要指标，甚至是唯一标准，

从而不断发散劣币驱逐良币的

效应。（王 鹏 白 瀛）

去浮华浮躁 重创作规律

本报讯 惟妙惟肖的面

塑，古韵十足的团扇，栩栩如生

的绣品……为展示中国民间文

艺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大美

民间——中国民协七十华诞展

览”12月8日亮相中国文艺家

之家展览馆。

本次展览分“跋涉”“温暖”

“传承”“足迹”“心痕”“聚焦”

“灿烂”和“薪火”8个部分，以

时间为主线，用200余幅图片

和详尽的文字说明展现中国民

协走过的70年发展历程，用来

自各地的实物展品呈现我国民

间丰富的文化资源。

中国民协主席潘鲁生表

示，70年来，中国民协一直致力

于组织、规划、指导我国民间文

学、民间艺术及民俗文化工作，

通过考察、采集、研究、保护、传

承等方式，达到保护我国民间文

化遗产的目标。（施雨岑）

中国民协举办七十华诞展呈现
民间“大美”

重 温 抗 疫 难 忘 瞬 间

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出台意见
规范电视剧创作

呈现我国民间丰富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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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设计拓展文旅产业内涵
随着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发展，高附加值、沉浸式的深度游和个性游层出不穷

□ 褚萌萌 付 敏

戴上VR眼镜，体验红军长

征的艰辛历程；申领一张身份

卡，享受鼓浪屿VIP的品质生

活；走进主题密室，穿梭到古今

中外的奇幻时空……

在中国，随着文化和旅游

的融合发展，高附加值、沉浸式的

深度游和个性游层出不穷。为

文旅产业赋能有多少种可能？

从正在厦门举行的海峡两岸文

化产业博览会可一窥其解。

数字赋能 智慧“云”游

“起飞了！”一名戴着MR

眼镜的观展者说着伸出手，仿佛

想去触摸眼前的逼真图景——

一架飞机正从航母“辽宁号”上

起飞。

展厅内，VR观景台、学习

机等打破时空的局限，可让观

展者体验各处红色景区、参观

红色展馆。这套智慧党建系统

已应用在北京、南昌等多地的

红色教育基地。

“以智能技术呈现党史故

事，能够增加学习中的互动体

验，更生动地展示中国共产党

的初心。”策展方厦门文广会

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高雅妮

介绍。

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近

日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互联

网+旅游”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提出，以数字赋能推

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培育“网

络体验+消费”新模式。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

司长高政在展会期间的平行会

议上指出，近年来文化产业与

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促进了文

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展会上，线上线下智能技

术随处可见，数字赋能文旅成

果斐然：厦门湖里区展馆中，王

船、布袋戏偶等非遗项目的数

字模型呈现在大屏幕上，旋转、

拖动即可观其细节；咪咕5G+

展馆则集纳了VR逛展、直播逛

展等多种“云”游方式。

IP赋能 品质享游

文博会期间，成熟的文化

IP和新颖的创意IP相映成趣：

非遗技艺马尾绣、画家常玉的

画作借由服饰、器具等产品吸

睛正盛；一旁，大眼睛的瓷质鲤

鱼栩栩如生，这是泉州青年基

于家乡“鲤城”的别名开发的文

创产品。

近年来，一批文旅项目通

过加载IP，提升了品质，收获大

众认可，实现资源变现。如何

打造IP，是业界的热门话题。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副院长陈少峰在平行会议上提

出，做IP不是简单地画一个形

象，而是做一个故事，是故事、形

象、产品、品牌等多维度的结合。

对于IP的新认知正在被付

诸实践。展会上，鼓浪屿发布

了新IP：以一张权益卡为载体，

佐以简洁的视觉设计，琴岛的

景点、商铺以及历史、人文，通

过旅游、收听、阅读等多种方

式，集约成一个线上线下一体

的独特文化场域。

“鼓浪屿自身就是一个大

IP，有着丰富的故事。”鼓浪屿

生活卡品牌运营官、新格文创

集团董事长苏晓东说，“它需要

好的表达，无须额外创造新形

象、新概念。”

他介绍，鼓浪屿新IP是“基

于真实的生活”，糅合了有趣的

人、有品质的产品服务、有故事

和情怀的场景空间，以期带给

来客更有质感的经历。

创意赋能 新颖乐游

“中国年轻人中有一个叫

作‘密室远征团’的新群体，会

相约打卡各地好玩的密室。”在

文博会上亮相的密室品牌“千

户之屋”创始人陈少卿介绍。

该品牌成立于2013年，目

前在全国有10余家分店，研发

主题50余个，累计接待玩家超

100万人次，其中不乏陈少卿所

说的“密室远征团”。解谜和逃

脱的乐趣，促使年轻人们将密

室当成景点，甚至不惜专程“打

飞的”前来。

“千户之屋”的3000平方

米“密室小镇”即将在厦门开

业。届时，密室成为城市新景

点将更为“名正言顺”。

在创意设计的加持下，文

旅产业的内涵正在拓展。不仅

是密室，文博会上轮番登场的

动漫展、民宿等，正在从文旅消

费的衍生产品和配套服务，转

变成主要目标对象。

“只有创新，才能有特点、

有突破。”展会中的“创意工美”

作品展策展人、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副教授岳嵩说，该展选取

展品看中的就是其技艺、材料、

设计等方面的创意。

岳嵩认为，创意是多维度

的，不仅是作品、产品本身，更

要从推广、运营、消费等行业全

链条上有所创举，这是需要全

体业内人士思考的问题。

文创产品“飞入寻常百姓家”

本报讯 VR旅游体验、

线上博物馆、趣味交互、创意

手办……由文化和旅游部、四

川省文旅厅主办的全国文化

和旅游创意产品开发推进活

动暨四川省首届文创大会近

日在成都举办，促进文化实物

从展柜走向货柜，更好“飞入寻

常百姓家”。

据介绍，为期3天的大会

上，由1000多家优秀文创机构

带来的3000余件文创产品有

机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

为观众呈现一场集视听、数字

体验、购物于一体的文旅盛宴。

大会设置的展馆中，来自

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等机

构的数字互动平台和创意产

品，运用 VR/AR、超高清视

频、动作捕捉等技术，将文物用

数字形态生动呈现，让文化

“活”了起来。

此外，由腾讯打造的“文物

的时空漫游”数字体验展中，

“曲水文脉”“兰亭集序数字影

像”等悉数亮相，观众通过触摸

屏幕可实现自取“流觞”，如身

临其境；中国国家图书馆带来

的“智慧图书馆展示区”，让人

看到5G时代数字阅读的无限

可能。

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

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大会在

专家论坛以外，还安排实物

推介、现场路演等环节，旨在

推动文创产品和旅游商品开

发工作；并且通过线下推介

与线上推广结合，为数字和实

体产品设计、生产、销售等各环

节赋能。

据悉，开幕式上文旅部还

发布了《全国文化和旅游创意

产品开发信息名录》，以促进行

业内外资源流动、产品流通、资

金流转和人才合作，更多更好

地开发生产满足百姓生活需要

的文创产品。

（余俊杰 张超群）

戴在戴在身身上的上的““chinachina””
翠绿的“葫芦”、鲜红的“柿子”、多彩的云纹挂件，这些具有中

国传统文化符号的精美饰品都是用陶瓷烧造而成的，它们的作者

是景德镇的一名青年陶瓷创客。31岁的周雄昊毕业于景德镇陶

瓷大学雕塑专业，他是“凡华造物”陶瓷饰品品牌的创始人。

“陶瓷不是简单的材质，它是‘china’，是中国的文化语言。陶

瓷不仅仅是茶杯和盘子，它可以戴在身上，让更多的人通过时尚

的方式，接受并欣赏中国文化。”周雄昊说。如今，周雄昊创办了

自己的陶瓷饰品品牌，公司现有30多名员工，年销售额500余万

元。在景德镇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里，像周雄昊一样的青

年创客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奔跑在追逐梦想的创新之路上。图

为在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的公司展厅里，周雄昊在摆放陶

瓷饰品。 新华社记者 万 象 摄

全国文化和旅游创意产品开发推进活动
暨四川省首届文创大会举办

□ 钱红莉

年岁渐长，睡眠渐短，凌晨

三四点醒来，窗外虫鸣烨烨，秋

夜格外静。黑暗中摸过手机，

一张一张翻汪曾祺的旧画。

有一张，设色老旧。两杆

菊，墨梗，墨叶，黄瓣，其中一朵

蕊芯上，着一点点红。菊旁蹲

一茶壶，酒杯一对。壶身是汝

窑的淡青，上覆菊瓣式样壶盖，

酒杯外层月白，里面铺一层松

花黄。两朵黄菊，繁而垂，似沉

迷于烈酒的寒冽里……题款标

明，作于一九九三年冬月。自

古残菊不过冬。老先生何以冬

天画菊？莫非无人陪饮，寂寞

之余，描两梗菊代之？

他嗜酒如命。家人可能一

直不知老爷子晨起饮酒之事。

他一个女儿信誓旦旦：老头子

一天只喝午后两餐酒。蒋勋则

在书中回忆，当年在爱荷华，老

人早起，独自在房间喝威士忌，

满脸通红的他，在走廊哼唱《盗

御马》……

汪曾祺的这幅酒菊图，我

似读出了他的寂寞，无人陪饮

的寂寞。菊开得正好，花大盈

尺，酒已满斟，谁人对饮？秋菊

年年开，可人，永远是寂寞的，

唯有虫鸣霜雪，亘古即在。

除了菊，老先生也画桂，不

以多取胜，只两梗，姿态横斜，

独独无叶，气质高华，似有梅的

凛冽。实则秋桂不易入画，盖

因微小花朵随时有被巨丛叶片

遮蔽之险，看起来邋遢，然而，

他大胆摒弃汹涌鲁莽的叶子，

一片也不画，光秃秃的梗上，

只点缀几簇花朵，小而赤黄。

偌大一张宣纸，两梗桂占四分

之一空间，余下空旷，全给了

行书随笔……典型文人画，得

其神韵，又自由自在，一股蓬

勃的生命力如野马脱缰，任意

驰骋，整个秋天，似都被他拿

来拥有了。

一幅水仙图，极简之风。

叶两三片，花箭一支，三五朵

花，如若白练，两朵开着，三朵

打着花苞……大片留白，望之

孤寒，彻底脱了世俗气，唯余灵

魂的孤清。这一幅，特别孤峭，

正与心境相契，仿佛生来一人

独行于长路的孤单。

老先生的画，大多脱不了

俗世的热闹快乐，一口热气托

在人间。水八仙——茨菇、芡

实、莲子、菱角、茭白……一堆

一堆，尚觉不够，偏要添上墨

蟹，橙黄橘绿黑白灰，让你真

切感受到，活在深秋的人，何

等幸福。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五六

十年代，老先生也曾写下大量小

说，颇有一些文艺腔，直至年老

成名。哪有凭空出世的奇才？

他曾经默默闭关，为自己打下多

少底子。一切亭台楼榭文字宫

殿，均是在废墟瓦砾中建起来

的。积养深厚，才能开出花

来。他晚年笔意从容，也正是

得益于前半生深厚的腐殖土。

他的画亦如是，皆自丰富

的内藏中来。

一枝木芙蓉，歇了一只遍

身焦墨的鸟儿，忽然回首，将咫

尺处两朵大花久久看着，题诗：

“小园尽日谁曾到？隔壁看花

黄四娘。”他的一大批画，均作

于上世纪80年代。长达10年

的浩劫结束，百废待兴，他的右

派帽子也摘了，或许一个秋夜，

正读着杜甫旅居成都时的诗

作，忽有感念，顺便画一枝木芙

蓉。原本一幅极平凡的花鸟小

品，偏偏因这句题诗，跃上一个

台阶，诗画交融，彼此提携，气

韵自成。

早先，家人对他的画一直

取嘲笑态度，谁也不宝贝，有时

铺满一地，还被女儿嫌弃：“快

卷起来，都没下脚的地儿了。”

这样，谁还惯着他，继而为他买

颜料？有人上门索画，画至顺

手时，没了绿色颜料，挤点菠菜

汁……30年往矣，薄宣上那些

菠菜汁早已泛黄。他女儿说起

前尘往事，纵是淡淡浅浅，实则

怅惘不已。

每有郁闷，总想起看看老

先生的画。这一大批画作中，

一直萦绕着灶台的香气、菜市

的活气，更有案头清供的孤清

气……我一边看，一边斟酌，渐

渐意会。看画、读书、闻乐、观

影……无一不提了一口热气

在，不停追寻灵魂的出路。于

自缚的囚笼边缘凿一小孔，外

面的世界浩瀚广大，“哗啦”一

下，如银河乍现，浮现目前，整

个人受到晕染，也开阔起来了，

受困的心逐渐松绑，得失荣辱，

何以计较？

买回一只大石榴，搁置许

久，皮也萎缩了，一直未有心情

吃它。剥石榴，需要一颗闲

心。心不静，何有逸致去吃一

口繁琐的石榴？

刚刚，见老先生的几幅石

榴画，瞬间将人点燃。这眼前

生活，何尝不值当去爱？他笔

下的石榴外皮一律焦墨，稍微

开了口，露出籽实，色艳红，仿

佛焰火跳动着，我的味蕾似感

受到汁液淋漓的甜度。石榴

旁悄悄搁一朵蘑菇，想必是云

南见手青，尚未完全散开菌盖

的，此时，趁鲜嫩，吃它正当

时。有了石榴，有了见手青，

尚不嫌热闹，还得添一根秋黄

瓜，那份脆嫩，师出无门，因为

顶花未谢。黄瓜要天气热才

长得快，眼下已然深秋，夜凉

露重，等它成熟，不知何时，索

性摘下吃个嫩口。这幅小品，

只有我这样深谙植物脾性与

时序节气之人，方能懂得其间

堂奥。揣测他应是秋分前后

画下的。未题识，只嵌一枚小

章，孤零零的，一股不为人所

赏的幽深之气。

月光如水照缁衣

台湾文台湾文创周在福州举行创周在福州举行
由福建省闽台文化交流中心承办的2020“匠心意蕴”——台湾文创周活动正在福建省福州市举

行，活动以“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为主题，邀请了近50家在大陆创业就业的台湾文化创意企业集中展

览、展示台湾文创作品，为两岸文创业者提供一个展现优质文创产品的窗口和交流互鉴的平台。图为

12月9日，参展商在该活动上展示女士手提包。 张 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