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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红军

前些天，到青州书画艺术城采访，有画
廊老板告诉记者，“我带着500万参加拍卖
会，如果看中了一幅千万元名画，以书画质
押的方式，当即就能从银行贷款500万，回
来再还款就行，及时解决流动资金不足的问
题。”

银行“烧钱”支持画廊，这笔买卖划算
吗？以“担保+质押+信用联盟”等方式，青
州画廊协会旗下的众多经营者，每年都能从
潍坊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得到2 . 5亿元的授
信，从来没有一家画廊出现“失信”状况，

银行与画廊实现了“双赢”。
有人说，金融是助推文化产业发展的血

液。特别是在新时期，文化产业要实现跨越
式发展，没有金融的支持是万万不能的。

但是，由于文化企业规模小、实力弱，现
金流不稳定，必须借助资金的加入，如何融资
就成为众多文化企业成长路上最大的难题。
而一说起文化、创意，大多数人都会赞不绝
口。一旦提到为文化“投钱”，很多人心里就打
起了退堂鼓。在国外，银行业作为金融行业最
重要的领域之一，一直都是扶持文化艺术事
业、助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可以
为我们的融合发展提供许多借鉴。

在美国，文化产业与金融行业实现了全
方位对接，大量投资银行、风险投资公司和
金融家为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支持。
而美国银行也早就有收藏艺术品的惯例。
1959年，时任摩根大通曼哈顿银行总裁的洛
克菲勒启动了艺术品收购计划，开启了企业

收藏艺术品的先河，并成为全球众多公司效
仿的范例。如今，摩根大通在全球450间办
公室拥有超过3万件艺术作品，并设有专门
的艺术收藏部门，负责购买、维护和管理这
些艺术品。

近日，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公布了政府
文化领域新设基金的相关情况，计划6月建
构专门支持处于企划初期文化产业发展的
“制作初期基金”及用来鼓励市立银行、年
金基金等投资方支持文化产业的“财务出资
者配合基金”等，让金融机构参与推动文化
产业发展。

对于中小企业，日本银行业推出了多种
形式的融资及融资担保项目，鼓励和扶持中
小企业融资。2013年，日本成立了官民合资
的“酷日本”机构，对致力于动漫、游戏等
文化产业的中小企业海外拓展业务提供资金
支持，银行业成为民间资金的重要来源。

银行业的参与，不仅为文化产业发展筹

集了更多资金，而且自身收益也非常可观。
自2006年起，日本三井住友银行设立的电影
基金，投资25亿日元推出了5部影片，仅通
过其拥有的电影DVD发售、电影发行、出售
电视播放权等，就获得了巨大利润。

此外，文化创意企业与银行合作开展的
基于知识产权的融资体系实践，对企业融资
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早在上世纪90年代
末，住友银行就推出了基于知识产权为担保
抵押品的新兴融资项目。为规避风险，住友
银行与日本动漫巨头共同出资，设立多媒体
金融公司，对拟作为融资担保的知识产权进
行评估，以评估为依据进行担保及融资。

由于文化产业的特殊性，创意和版权等
无形资产很难纳入企业资产中，这就成为制
约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大瓶颈。现在，就像潍
坊商业银行一样，已有许多金融机构正在推
进文化金融合作改革工作，但创新文化金融
服务体制机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是“烧钱”而是“双赢”
——— 如何看文化创意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之三

让世界先了解我们的文化，再推广电影

●“无论是拍摄方式还是制作技术，中国电影基本上
赶上了好莱坞的水平，但在题材选择和表达方式上还没有
在国际上产生共鸣。”

——— 香港著名导演吴宇森说。“随着中国在世界上影
响力的逐步扩大，我们要让更多的外国人认识中国文化，
进而再推广我们的电影。”对于中国电影如何走向世界，
吴宇森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用西方的技巧，注入
东方的精神”。吴宇森表示，如果要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
接受中国的电影，除了要运用一些西方的拍摄和剪接方式
引起观众的兴趣外，更重要的是突出中国文化的特点。比
如，当年拍摄的《喋血双雄》之所以在欧美产生了一定的
影响，就是因为片中展现出中国的侠义精神引发了观众的
共鸣。

马尔克斯“变脸”

反映我国知识产权事业进步

●“著名作家马尔克斯的态度转变，其实反映了中国
知识产权整个面貌的剧变，我们觉得是一个质的变化。”

——— 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会长刘春田教授说，几
天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哥伦比亚著名作家马尔克斯去
世了，全世界都很惋惜。最值得中国人反思的事情是，上
世纪80年代我国刚刚改革开放，很多版本的马尔克斯著
作，尤其是《百年孤独》，在中国中文发行。1990年马尔
克斯到中国访问时，看到大量盗版书籍在中国发行，他很
气愤，并发誓说此后150年都不会授权中国出版他的书
籍。

但是到2010年，马尔克斯经过仔细审慎的调查研究，
最后授权中国一家出版社出版他的著作。20多年间态度的
转变，其实反映了中国知识产权整个面貌的剧变，这是一
个质的变化。

网络转发、分享可能构成侵权

●微博、微信上转发图片和文章，上传电影、歌曲到
网站上与他人分享，网站提供电视剧、电影下载网络链接
或提供下载，倘若未经授权，这些可能构成侵权。近日，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在新闻发布会上披露，该院审理的
知识产权案件中，著作权网络侵权纠纷2013年的增幅达
48%，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 纠纷主要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网络平台直接使
用他人作品；二是网络平台虽不是直接侵权人，但为用
户提供存储空间或链接传播他人作品而被起诉；三是个
人或企业以营利或经营为目的，在网络上使用他人作
品。

天河区法院民三庭副庭长童宙轲提醒，网络服务提供
者，应完善网站的版权审核制度；一般公众在未获得权利
人授权的情况下，不应以盈利或经营为目的，通过网络传
播他人的作品、表演或录音录像制品，如上传至微博、朋
友圈、QQ空间或者在论坛分享等。一般分享传播的，应
尽可能注明作品的作者、来源，不要随意改动他人的作
品。

(于国鹏 辑)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实习生 姚明月

当手捧书卷、低头沉吟的传统阅读遭遇
手触屏幕、俯仰万变的电子阅读，作为读者，
应如何选择才能实现快乐的阅读呢？这是时
代抛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也是公共图书
馆要面对的问题。

4月20日，省图书馆举办了“全民数字阅
读新体验活动”，并在4月23日“世界读书日”
当天，举办了“走进图书馆”省图开放日活动，
让读者体验不同的阅读感受。

享受阅读过程，增加阅读收获

自1995年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每年4
月23日定为“世界读书日”。而中国是一个有

着悠久读书传统的国度，每一个读书人心中
都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梦想。

在“全民数字阅读新体验活动”中，省图
书馆工作人员不仅向读者讲解电子书借阅方
式，推介省全民阅读数字平台、在线阅读、漫
画电子书库的使用方法等，而且引导读者在
传统阅读和电子阅读等多种方式中更好地掌
握阅读资源，享受阅读过程，增加阅读收获。

省图书馆副馆长周玉山表示，“这次活动
的渊源由来已久，2005年国家开始倡导全民
阅读这个活动。图书馆这方面的服务主要是
为老百姓提供图书阅读。”

传统阅读和电子阅读不可偏废

活动中，很多年近花甲的老人也积极地
加入了电子阅读的行列，表现了很大的热情。

周玉山表示，“随着各种新的传播手段、
电子媒体的出现，传统的阅读方式已经无法
满足人们越来越多元化的阅读需求。首先，生
活节奏的加快极大压缩了人们阅读的整体时
间。其次，以前读书的时间，现在多数被电视、

互联网所占据。再比如智能手机的使用，让现
在的年轻人大多变成了‘低头族’。”

周玉山认为，人们对传统阅读的热情有
所降低，这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图书馆下一步
如何去适应这种客观现实，给读者提供更多、
更适合的阅读方式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对于传统的纸质阅读和新兴的电子阅读
的关系，周玉山有自己的理解，“两者各有优
劣，不可偏废。基于网络的数字化阅读形式上
打破了时间地点的限制，减少了随身携带书
本的负担。但纸质阅读能更快地使读者投入
到书本的世界中去。”

找到两种阅读方式的“平衡点”

面对电子阅读的崛起，公共图书馆如何
更好地肩负起引导阅读的使命？周玉山分析
说，“一方面，由于传统纸质阅读的独特性，加
之很多年长读者在电子阅读操作上的障碍等
原因，传统阅读仍然存在众多坚定的拥护者，
这一群体也必定会长期存在下去。另一方面，
新的阅读方式因为适应了高速发展的商业社

会，迎合了大多数年轻读者的阅读习惯，也在
蓬勃发展，前景广阔。针对这种现实，图书馆
有义务做出更适应社会现实的调整，在传统
阅读和电子阅读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周玉山表示，针对传统阅读，图书馆会继
续购置足够的好书以备读者借阅，增加借阅
方式，简化借阅程序，给读者提供更便捷、高
效的服务。针对数字化阅读，图书馆也要打开
思路，开拓空间。“从2005年开始，省图就致力
于建设各种基于互联网的阅读平台，2012年
又开通了山东移动数字图书馆，即手机图书
馆，只需下载App到手机中，就可使用。”

“图书馆发展电子阅读，为读者提供方便
的同时，也要尽量避免这种阅读带来的弊
端。”周玉山认为，“网络信息庞杂、良莠不齐，
各种虚假、暴力、黄色信息无处不在，普通读者、
尤其是自制力较差的青少年读者很难辨别。所
以，电子阅读需要图书馆这一公共平台进行引
导，倡行一种积极健康的网络阅读方式，引导大
众读好书、读有价值的书，因而图书馆的电子
书也是通过精心筛选的，力求使读者接触到
的都是书中经典、书中精品。”

网络信息庞杂虚假、良莠不齐，暴力、黄色充斥，读者难以辨别

电子阅读倡行健康经典

□薄克国 由华伟 报道
日前，在安徽省广场舞培训班，来自青岛群艺馆的李敏(前中)应邀担任授课老师，传授“青岛广场舞”。“青岛广场舞”已走进岛城

百姓日常生活，目前该市约有30多万人会跳“青岛广场舞”。

□记者 房贤刚 报道
4月20日，观众在观看精美的摄影作品

展览。当日，作为第十五届中国(寿光)菜博
会展览项目“看得见的瞬间——— 吴思强教授
研究生摄影师生作品联展”在潍坊科技学院
举行，300余幅精美的摄影作品与菜博会交
相辉映，展示了菜博会丰富的文化内涵。

□新华社发
4月19日，两名读者在“流动图书馆”

内阅读书籍。日前，“流动图书馆来到您身
边”活动在辽宁启动，几台大巴车改造成的
“流动图书馆”每天在沈阳市主要商业街
道、广场、学校社区等地巡回流动，读者可
以在里面阅读和借阅。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4月22日下午，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

会、中华砚文化发展联合会、山东省文物保护与收藏协会
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华砚文化高峰论坛在济南举行，来自
全国各地的砚界专家及砚台爱好者参加。

此次高峰论坛是继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举办的首届
高峰论坛、2011年在全国政协礼堂举办的第二届中华砚文
化高峰论坛后的第三届，论坛主题为弘扬砚台文化，传承
中华文明，旨在通过专家演讲，相互交流，凝聚共识，共
商举措，进一步推进弘扬中华砚文化事业发展，为弘扬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做贡献。

中华砚文化发展联合会会长刘红军从弘扬中华民
族优秀文化的角度，阐述了弘扬中华砚文化的重大意
义，分析了中华砚文化的历史地位及当前面临的形
势，就如何更好地弘扬中华砚文化及振兴鲁砚文化提
出了意见。

中华砚文化高峰论坛举行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4月20日上午，在第19个“世界读书日”

到来前夕，由济南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文广新局等
单位主办的第四届“书香泉城”全民阅读节，在济南市图
书馆新馆大报告厅启动，29项市民读书活动将持续到年
底。

本届全民阅读节以“阅读开启智慧人生，书香传递城
市文明”为主题。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廉政展、济南换
书节、“科普大篷车”宣传活动和“阅读开启智慧人生”
有奖猜谜活动于当日在群星广场举办，名家教您鉴宝与收
藏、“我爱国学”全市少年儿童经典诵读大赛、“天下泉
城”大讲堂、外来务工人员电脑公益培训等20多项活动也
将后续展开。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向济南市第九届读书朗诵比赛、
“书香泉城文化志愿者”和济南市第八届“读书人”摄影
比赛获奖代表颁奖。

“书香泉城”全民阅读节举办

□记者 卞文超 报道
本报济南讯 4月23日，第二届济南泉水节主题活

动发布会在济南广播电视台举行。第二届济南泉水节将
于今年8月23日到9月6日举办。在保留首届泉水节特色
活动的基础上，倡导节俭热烈的办节理念，策划了泼水
狂欢、声动泉城——— 诗文咏诵会、泉水叮咚舞大赛等30
项主题活动。

泉水节将迎30项主题活动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沂源讯 4月20日，在沂源县汇泉桃

花岛，来自徐家庄中心学校的董霖媛，拿到了
中华砚文化发展联合会捐赠的学生砚，“自从
去年学校建了‘汇泉书社’后，我们班里的同
学踊跃报名，都抢着来学书法。”

在当天及4月22日，中华砚文化发展联合
会分别向沂源县和济南市捐赠了1万方学生
砚，这也是继2012年、2013年向潍坊和临沂部
分中小学捐赠后再次捐赠砚台。

捐赠现场，酷爱书法的沂源孩子身着传
统汉服，有模有样地研磨、润笔、写下自己的

“中国梦”。站在书桌旁指导学生写字的董继
昌，是徐家庄中心学校专职书法教师，“我学

习书法有二十多年，教书法课有两三年了，总
共教了七八十个学生。”

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进校园？他们通过在
中小学校开设书法课，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
的“沂源模式”。

沂源县县长谭秀中表示，砚文化在沂源
县取得了长足发展，不仅投资近千万元建成
了鲁砚馆，而且着力加强砚文化的教育和传
播。“如今，利用砚台开展传统书法课教育教
学，已经成为沂源传统文化进校园的品牌。”

董继昌表示，以前，中小学生学习书法的
时间很少，尤其是农村学生配套的笔墨纸砚
也达不到条件，家长都不是特别赞成学生学
习书法。“可喜的是，现在学习书法的队伍逐

渐扩大，这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很
有必要。”

来自济南市历下区实验小学六年级的杜
昱，从6岁开始练习书法，“这些年来，我也曾
经想到过放弃学习书法，是一个个传统故事
吸引着我，让我坚持下来。今后，我会更加努
力地学习书法，做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人。”

“老祖宗留下来的笔墨纸砚，是写好汉字
基础性的东西，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缺一
不可。”中国书法协会会员、北京大学中国传
统艺术文化研究所客座教授解煜认为：“要写
好汉字，只有笔和纸是不行的。只有把毛笔放
在砚台上磨一磨，笔锋才能出来，才能在书写
中让汉字更美、更漂亮。”

弘扬书法艺术，从研墨开始！


	1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