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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典动漫形象如何“长生不老”？

●“就‘迪士尼模式’的经验而言，一方面米老鼠和
唐老鸭等艺术形象深深根植于海外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
以迪士尼为代表的动漫生产模式，经过长期累积，其整合
创意、设计、传播及投融资的产业链已经相当完备。”

———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厂长钱建平说，中国美术电
影经典形象孙悟空已50多岁了，黑猫警长有30岁。在新一
轮国产动漫中脱颖而出的“喜羊羊”、“熊大”、“熊
二”等年纪更小。与米老鼠和唐老鸭相比，这些略显青涩
的中国动漫形象要想“长生不老”并不容易。中国打造动
漫产业的“百年老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成就一两个
“中国式的米老鼠、唐老鸭”，或许在未来几十年就会有
所突破。至于“全产业链”的布局，既要靠智慧，也要有
耐心，而关键在于行动。

国产片病毒式营销过度消费观众热情

●“2013年的高票房国产电影，多利用话题性与新媒
体互动进行整合式甚至病毒式营销，过度消费了观众热
情，让其不堪其扰，并不利于电影市场的长期良性发
展。”

——— 《2014年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主编刘浩东
说，2013年的高票房电影将目标观众细分，故事内容接
地气，并配合整合式甚至病毒式营销，让人在不堪其扰
的情况下不得不从众关注。这些高票房电影大多紧密结
合时事热点，争议越大越能成就高票房，但过度消费的
后果终究会使其成为电影市场典型的快消品和易耗品。
“2013年不仅让人们看到了这类影片的无限可能性，也
在最短时间让人们看到了其偶发性与不可控性。上半年
黑马频现，下半年销声匿迹足以概括高票房国产电影的
尴尬境地。”

（孙先凯 辑）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9月8日，山东省与澳大利亚南澳州签署
文化合作备忘录，进一步加强双方文化交
流，扩大文化合作。根据这份备忘录，南澳州
文化艺术代表团将于明年访问山东。

今年，由阿德莱德艺术节中心举办的澳
亚艺术节，主题确定为“聚焦山东”。创办于
2007年的澳亚艺术节，每年聚焦一个亚洲国
家作为当年主题。今年，聚焦山东成为主题，
这也是澳亚文化节第一次以一个外国的省
份为主题举办。这一活动的成功举办，扩大
了山东在南澳州的影响，增强了南澳州民众
对中华文化的了解，这种“打动人心”的文化
交流活动，深化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层次，真
正推动中华文化在核心价值观层面上“走出
去”。

省杂技团带到南澳州的杂技剧《聊斋遗
梦》，９月５日晚在南澳州首府阿德莱德艺术
节中心精彩上演。

尽管受剧场舞台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这
台美轮美奂的杂技剧在舞台呈现上无法达
到最佳效果，但演员们随剧情发展展示的蹬
人、蹬鼓、转碟、抖空竹等绝技，仍然让南澳
州的观众赞叹不已。

11岁的杨子晨在演完后自称“感觉不
错”。他的个子在整个团里包括女孩在内可
能也是最矮的一个，却被称为“最高的人”。
因为在蹬人中，他是站到最高的那一个。人
踩人搭“人梯”叠到四层高，他从另一个“梯
子”上一个空翻，站上了第五层。难度之高，
引来一片惊呼，随后就是长时间热烈的掌
声。

12岁的小姑娘加斯敏·赫顿说：“过去从
没看过杂技，今晚是第一次看杂技表演，棒
极了，尤其是那些女孩一只手放在地上，用
脚舞动那些花的时候。”

她的妈妈桑迪·埃斯奈说：“非常好，杂
技本身就非常迷人，舞蹈、音乐都很美。”

萨娃·泰勒带着两个孩子来看节目，走

出剧场时，他们还很激动，三个人争先恐后
地谈自己印象最深的片断，“那种两只手拿着
绳子往空中扔东西的（抖空竹）杂技，非常好
看。”“人在空中飞来飞去，很棒。”“翻着跟头，
跳起那么高，从圈里钻过去。”“音乐也很棒。”

他们表示，以前对《聊斋志异》这部小说
并没有什么了解，通过此次演出才第一次了
解到，“的确很棒。”

像此前青岛歌舞剧院演出的舞剧《红高
粱》一样，他们在欣赏演员表演的同时，也被
其故事情节深深打动。

可以说，本届澳亚艺术节，山东派出的
文艺代表团，不仅展现了齐鲁传统文化的魅
力，也展现了当代山东文化开放包容的风
采。山东带来的手工艺作坊展以及日照农民
画展、孔子智慧展等其他文化项目，也致力
于用思想的力量打动观众内心，成为本届澳
亚艺术节引起轰动的原因之一。

这让南澳州从上到下对山东的友好感
情进一步提升，对促进双方扩大友好交流的

愿望更加强烈。南澳州州长魏杰表示：“南澳
州与山东省不断深化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树
立新的文化形象，我们支持双方开展多种形
式的文化艺术交流。”

这也顺理成章地促成双方签署文化合
作备忘录。在备忘录中，双方就文化艺术交
流、文化人才培养等达成共识。其中，双方已
经明确：2015年，南澳州文化艺术代表团将
访问山东。同时，双方继续探讨文化艺术演
出和展览交流的机会。在文化人才交流和培
养方面，每年向山东大学提供两个减免费
用、提供生活津贴的奖学金名额，到南澳州
大学学习艺术与文化管理，并在阿德莱德艺
术节中心和其他文化艺术机构实习。

阿德莱德艺术节中心每年还将向山东
文化艺术机构提供两个国际奖学金名额。此
外，山东大学还与南澳州大学签署协议，进
行艺术与文化管理专业双学位学生培养，毕
业的学生可获得山东大学学士学位和南澳
州大学艺术与文化管理硕士学位。

■聚焦澳亚艺术节·中国山东

感受艺术“打动人心”的美
深化了山东对外文化交流的层次，推动中华文化在核心价值观层面上“走出去”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讯 2014年澳亚艺术节正在澳大

利亚南澳州首府阿德莱德举办，本届艺术节
以聚焦山东为主题。其间，南澳州立图书
馆推出一个题为《一位摄影师旅行中拍摄
的山东旧貌》的展览，图片原件由女摄影
家Hedda Hammer Morrison（海德·海
默·莫里森）1942年拍摄，现藏于哈佛燕
京图书馆，这些档案图片展示了济南、泰
安、曲阜等地的旧貌，有着珍贵的历史文
化价值。

关于济南的图片中，有当时济南街道
上的场景，街道边的房门、站着等活的人
力车夫，反映了当时的箫条景象。还有两
张图片，记录了济南人在门前的河里洗
菜、洗衣的场景。这些都为了解当时人们
的生活状况、生活环境留下了珍贵的历史
资料。

南澳州立图书馆馆长Alan Smith（阿
兰·史密斯）说：Morrison出生在德国，
1933年至1946年在北京工作和生活，后来
在香港和马来西亚逗留过一段时间，1967
年和她的澳大利亚丈夫Alastair Morrison定
居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

这个展览选择的是Morrison1942年到中
国曲阜、泰安、济南旅行时拍摄的照片。由几
位在阿德莱德大学留学的山东籍学生从藏
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档案资料中挑选出来。

回忆当时拍摄这些照片的经历时，
Morriso写道：“山东已经被日军占领了好
几年，去那里需要得到日军许可。旅行从
位于山东南部的曲阜开始，这里因为有建
筑宏伟的孔庙而引人注目，孔子的道德戒
律指引了中国2500多年，还有规模很大的孔
林，一代又一代孔子的后代去世后埋葬在那
里……随后我们从曲阜北上，到达位于神圣
泰山脚下的泰安，我和同伴在炎热的夏季徒
步上山，累得精疲力尽……爬完泰山后，我
们又参观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寺庙——— 长清
的灵岩寺。”清晰的描述，让观众对这些
照片的拍摄背景有了更明确的了解。

据介绍，之所以挑选Morrison的作品

来组织这个展览，不仅仅因为这些照片拍
摄于那个时代，而是因为这些图片有更加
客观、深刻的视角。1942年，日本侵华战
火已经蔓延全国。当时有很多西方摄影家
来中国拍摄照片，但几乎都是站在西方观
众的视角来选择素材和表达主题。Morri-
son与众不同，她凭着一位摄影家的职业精
神和良知去拍摄。有人评价说，她很希望

为中国的下一代人留下关于城市、人群和
建筑的珍贵记忆，因为她在中国生活了很
长时间，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已经穿透了历
史表象，能够从更深层次观察和思考，所
以那么多有历史意义的地点才会在她的镜
头里出现。

同时，展出这部分老照片，也有与现代
对话的含意。主办方一位负责人表示：现在

中国正在迅速发展，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
但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也牺牲了自然风光、传
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很多东西，像许
多牌楼、雕塑都消失了，再也找不回来了。从
这些照片中，可以发现过去几十年有些什么
东西失去了，以及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在这
一过程中付出了哪些努力，又获得了哪些收
益。 （更多相关报道见14版）

南澳州立图书馆举办山东历史图片展
图片展示了济南、泰安、曲阜等地的旧貌，有着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

□ 王红军

这个中秋节小长假，回老家见到好多亲
戚朋友，他们不停地问：“这些年，你总共在老
家过了几个中秋节？”细数起来，从出外读高
中、大学到来济南工作，中秋回家团圆的日子
屈指可数。在所有传统节日中，我对中秋节青
睐有加。

从古至今，中国人就有浓重的中秋情结。
古代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后
来，贵族和文人学士纷纷仿效，并将这种习俗
流传到民间。但一直到唐代，中秋节才成为固
定的节日，《唐书·太宗记》记载有“八月十五
中秋节”。这个节日盛行于宋朝，至明清时已
经成为我国主要节日之一。

追根溯源，传统节日的形成，大都跟农
事季节有关。而中秋节更是金秋的收获季
节，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这样的季节，瓜果
梨桃一应俱全，中秋之夜，各种水果、月
饼、点心置于香桌案前，人们让月宫的神仙
享用之后，就开始一家人的赏月、聊天、闲
话，其乐融融。

前些年，我国传统节日备受冲击，人们惊
呼传统节日的“没落”，但是中秋节为什么风
采不减？有民俗学家认为：“中秋节全家团圆
的主题，切中了中国人内心的深处，千百年
来，获得了广泛的共鸣。”除此之外，中秋节饮
食、赏月等客观环境的有力感染，也是必不可
少的。

在我老家青州，中秋节至今流传着“早晨
面汤糕，晌午猪肉包，晚上四个盘，吃完饭就
玩”的俗语。现在看来，面汤（条）、猪肉包（水
饺）以及四个盘的吃法，都显得有些“过时”
了，但就是这些节日的一点点载体，让一家老
少念念不忘，充满着“吃完饭就玩”的团聚喜
悦。

无论是春节，还是中秋、清明，传统节日
都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
要载体。而传统节日本身，除了放假外，还需
要一点点的载体。前些天，著名教育家许嘉璐
先生向我们讲述了他小时候的一件事。每逢
过年（春节），他都要郑重地向父母磕头拜年，
父母也会意味深长地说一句：“你又长大了一
岁！”一个小小的磕头礼，留住了春节的文化
内涵。

有时候，我们会抱怨传统节日缺少“载
体”，但有了“载体”之后，中秋节、春节
是否能避免沦为美食节、旅游节？我们的传
统节日，不仅仅是一个休息日，更应该是一
个文化节日。到今天，我们传统节日的内容
和形式，都在不断丰富、发展和变化之中，
完全囿于过去的习俗和传统显然是不合适
的。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有保护的视
角，把它的基本元素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
另一方面，也需要根据现有条件进行探索创
新，使产生于农耕时代的传统节日，更好地
适应信息时代人们的需求。

对于现在的中秋节，有学者提出建议：如
果中秋之夜天气晴朗，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
能否将中秋与环保、节能等活动结合起来，把
城市里的多数电灯关掉，让大家感受一下真
正的月色？这样的提议，实行起来或许有些难
度，但这样的赏月方式很吸引人。

现在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也是文化多
元化的时代。但现代社会竞争激烈，人们的精
神压力加大，更加渴望亲情和友情，更需要精
神的交流和抚慰，更需要文化品位的提升。更
加需要传统节日，尤其需要像中秋、春节这样
的团圆节日。

节日里，人们或家人团圆，或探亲访友，
或祭祀祖先，或男女相会，或尊老爱幼，或团
拜，或共游，在融融之乐中增进了感情，在节
日氛围中得到了传统文化的滋养。这样的时
刻，传统节日也在全民参与中获得了新的生
命力，得以生生不息。

有家人团圆的喜悦，有儿女远方的思念，
也有情人离别的惆怅……这样的中秋，月才
会更圆，人才会更美。

为“传统”找一点载体
——— 闲话中秋节

□于国鹏 报道
我省剪纸艺人郝伟在教南澳州市民学习剪纸。

□卢鹏 林世军 报道
9月5日，阳信县第一实验学校五年级一班的小学生用

剪纸、书法、绘画等艺术形式为云南鲁甸地震灾区的小朋
友送去中秋祝福，鼓励他们用积极乐观的心态迎接新的生
活。

□赵桂星 报道
本报莒南讯 “自从村里建起乡村大舞台，便成了老

百姓茶余饭后的好去处。”莒南县坊前镇前张家岳河村村
民纪秀兰是个文艺迷，经常晚饭后到乡村大舞台去跳舞。
9月9日，她告诉笔者，一到晚上，舞台所在的小公园就聚
满了跳舞的、唱歌的、健身的，光是跳舞的就有40来人，
很热闹。

坊前镇文化站站长邱官修说：“他们积极推动乡村大
舞台建设，先后建成大峪崖、徐家相邸、前张家岳河、贾
家龙头等四处乡村大舞台，还有八处在建，并计划最终在
每个村居都建设一处乡村大舞台。”

坊前镇的做法只是莒南县乡村大舞台建设工作的一个
缩影。在乡村大舞台建设中，莒南县按照“以点带面，逐
步推广”的工作思路，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鼓励文
化设施基础条件较好的村居优先建设，去年对大店后高
柱、坊前大峪崖、石莲子社区等首批3个示范点给予了经
费补助。今年又在全县确立了30处乡村大舞台建设任务，
目前任务已完成过半。

“为保证乡村大舞台得到充分利用，我们规定每个舞
台所在村居最少有一个不小于1000平方米的小广场，有1
至2人的文化活动组织热心人，一支业余文艺演出队，一
套锣鼓、音响设备，一组舞台灯光，一处健身路径，一个
篮球场等。”莒南县文广新局副局长王兵说。

为使农民真正“舞”起来，该县将乡村大舞台作为下
乡“种文化”的平台，通过指派文艺专业人才进村指导、
组织文艺骨干培训、举办广场舞大赛等形式，改“送文
化”下乡为下乡“种文化”，激发了群众参与文化生活的
热情和自信，提高了他们参与文化生活的技能，真正让他
们从“台下看戏”变成了“台上演戏”。目前，全县已发
展广场舞队1000多支，业余剧团50多家，每年组织各类文
艺演出和比赛100多次，光是群众自发组织的演出和比赛
就有30多场。其中，在临沂市首届和第二届广场舞大赛
中，莒南县分别有2支广场舞队和3支广场舞队荣获一等
奖。

“乡村大舞台作为特色文化惠民工程，在满足百姓精
神文化生活需求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展示自我的平
台。”莒南县文广新局局长彭圣学说。

从“台下看戏”

到“台上演戏”
乡村大舞台成为

百姓展示自我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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