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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游戏遇到传统文化，如何走出新路
王一

在信息时代，玩游戏已经成了

一件寻常事。去年我国原创游戏达

到游戏总量的 95%，稳稳占据市场

主导地位。而中国传统文化也从起

初作为用来吸引玩家的元素，变成

了游戏中真正的要素。

游戏
事半功倍的新媒介

青少年可以将游戏作为了解传

统文化的触点，唤起对历史文化的

兴趣；普通游戏玩家可以利用熟悉

的历史知识完成游戏中的一个个任

务，享受乐趣；而国际玩家可以领略

不同于欧美魔幻文化为主的游戏风

格，这也是对中国加深了解的一个

入口。

盛大游戏副总裁陈玉林近日就

迷上了一个和文物有关的游戏——

从挑选原始材料开始，进行一步步

的制作，最后可以得到一个属于自

己的独一无二的文物，一个个文物

制作下来，就可以建造自己的博物

馆。不过，这样“制作”一个文物并

不简单，陈玉林玩的就是其中的

“釉彩”部分，要经过选胚、成型、绘

制、上釉、烧制、冷却等多个步骤。

陈玉林说：“烧制一件陶器其实需

要多重工序，中国匠艺匠心真的很

打动人。”

这个小游戏可以说明，在娱乐

性之外，游戏还有教育、艺术等属

性。在上海美术学院副院长金江

波看来，如果能通过流行文化产

品，在青年群体中传承普及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更能起到事半功

倍的作用。

离传统文化
很“近”的一代人

从全球文化来看，这一代全球

青年都喜欢幻想类文化。幻想题材

中，最容易让人亲近的就是自己本

国的神话、传统文化。最近，“90后”

陈立玲准备辞职了。她原本在上海

一所高校工作，但自从两年前接触

到动漫游戏，便开始对传统文化放

不下了。本就有些文学功底，玩过了

几款玄幻类游戏后，陈立玲便开始

为游戏中的人物重新设计对白、展

开不同的故事情节，并将这些文案

发在了网上。“传统文化怡情养性，

我投入时间一边阅读一边创作，觉

得十分享受。”前不久，一家游戏公

司准备采纳她的文案，就这样，陈立

玲成了一名写手。

被形容为“9000 岁”的 90 后、

00 后，用实际行动印证一个事实：

越是具有本国文化特征、文化价值

的原创 IP，越能在游戏的平台上受

到年轻用户喜爱。数据就能说明问

题。据不完全统计，2017 年上新的

手游中，国风类手游产品数量超过

整体市场的 28%。而在 AppStore

畅销榜中，国风类手游也一直占有

较大比重，足以证明玩家对中国风

的偏爱。

通常以为，当下年轻人是离传

统文化最远的一批人。但深入了

解 之 后 发 现 ，恰 恰 相 反 ，在 新 时

代，年轻人是离传统文化很“近”的

一代人。细腻的表情、流畅的肢体

动作；气韵流动的线条、平仄抑扬

的声韵、饱满雅致的色彩……传

统的文化元素成为越来越多年轻

人的追求，大众文化和新兴媒体并

不必然是传统文化的对立面，相

反，运用得当也是可以促成传承创

新的强有力手段。在新媒体方兴未

艾的潮流里，正蕴藏着传统文化发

展的新希望。

传统
是不是用来“玩”的

对年轻人来说，传统的魅力，

恰恰在于它不是搁在博物馆里的

“故纸堆”，而是可以在玩中创新，

重新焕发生命力。最近，林兴的妈

妈觉得正在读初中的儿子有些“怪

异”——他总是嘴里念叨着一些奇

怪的句子，像是古文，自己根本听

不懂。细问才得知，林兴反复诵读

的是“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

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出

自楚国诗人屈原的《九歌·东皇太

一》。有趣的是，他对东皇太一和

楚辞的兴趣，不是来源于书本，而

是来源于手机游戏。原来，这句话

是他所喜欢的游戏人物的台词，而

类似的台词都成了玩家口中的“流

行语”。

对于游戏中的传统文化，一直

存在着不少争论。有人坚持，游戏

创作必须符合史实；有人认为，大

家都知道只是娱乐而已，何必较

真。这场游戏“篡改”历史之辩，究

竟孰是孰非？争论的核心无疑在于，

如此“游戏”历史，是否会影响玩家

的认知。

那么，有没有两全其美之法呢？

金江波介绍，国外成熟的网络

游戏行业，对此都有完善的设置

和系统的应对办法。例如网络游戏

《文明》系列，就在游戏中设置了

详细的百科全书，对游戏中涉及的

历史人物、传统典故等进行翔实的

解析；而享誉全球的《魔兽世界》，

则在知识类网站上设置了一系列

相关词条，构建了完整的游戏世

界观。

毫无疑问，传统文化已经成为

游戏、动漫、网络小说等青年文化的

流行符号。但它仅仅被挖掘了冰山

一角。当文化的魅力真正在“游戏”

中被准确传承下去时，我们才会迎

来中华文化真正的繁荣。

（据《解放日报》）

听完了春雨，自然就到了赏夏

荷的时候了，夏之江南自是“叶有清

风花有露”，有风、有露便就离不开

水了，一提及水当然又要提到太湖，

而姑苏的许多美味也大多诞生于此

湖之中。

最 著 名 的 自 然 就 是“ 太 湖 三

白”，此“三白”包括白鱼、白虾和银

鱼，外地人倘若没吃过这三样食物

也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来过苏州。

白鱼自然是要清蒸的，须用细

盐稍稍腌过，肉质鲜嫩，细滑无比，

尽管鱼刺极多，但好肉都是长在骨

头边的，所以也就耐着性子细细地

品味去吧。抿一小口老酒，夹上一小

块细嫩的鱼肉，含在嘴里，笃悠悠地

抿出每一根细若发丝的鱼刺来……

苏州人可都是善于品尝生活的人。

白虾自然也是要清灼的，除了

少量的盐就什么都不必再添加了，

原汁原味自有奇鲜，吃时但觉虾肉

嫩而不腻，还略带丝丝的甜意。也

因此，活炝白虾的味道则更鲜美，

将其拌以料酒、葱姜及自制酱品，

有些微酸、有点微辣、再夹带些虾

肉的甜意，味自妙极，食时，虾肉晶

莹，入口即化，满透着太湖水的清

凉与津甜,凡享用过的人无不常存

未尽之意。

那太湖银鱼，其“形纤细、明莹如

银”，大的也不过六七厘米，一对小眼

睛仿似白玉上嵌着的两粒乌砂。一道

“芙蓉银鱼”，由蛋清、银鱼相配而成，

可谓是色泽淡雅，软糯适口。

单说这些清白之物，已足以让

人消遣一夏了吧？且慢，姑苏之夏还

有更富有绚丽色彩的呢，那青翠欲

滴的必是莲蓬，连着莲芯一同嚼下

去，便满口顿生荷之清香了；脆生生

的那是桃儿，苏州有一种桃不同于

著名的无锡水蜜桃，也没它的名气

大，却有个极豪气的名儿——绿林

桃（吴音直译，不知确切何谓），吃起

来倒也颇有些绿林好汉的豪爽，咬

一口即是嘎嘣作响，肉脆味甘，只

是，你须得备上一副足够强健的牙

齿，像我这样吃桃的，用母亲的话来

讲那就是——花果山上下来的；黄

澄澄的不用我说你也该知道，那是

枇杷；黑紫紫的正是杨梅了……

人常说“洞庭枇杷黄，太湖银鱼

肥”，就在这银鱼捕捞之季，也正是

洞庭枇杷的收获之时，其肉肥多汁，

鲜甜宜口，远非那些个大而木讷的

外地枇杷所能及。在这里，枇杷又被

分为白沙和红沙两大类，品种甚多，

尤以白沙的最负盛名，红沙则略比

白沙味逊，不及其肉质细白甘润。

“枇杷落市杨梅熟”，苏州的杨

梅自又是别处无法比试的，有道是

“初疑一颗值千金”。杨梅，又称龙睛

或朱红，其树四季常绿，且亭亭如

盖，其果则刺圆个浑，色泽暗紫。因

其形似水杨子、味若梅子，故名。要知

道，天下杨梅分三色，“红胜于白，紫

胜于红”，于是，紫杨梅理所当然便是

杨梅中之极品了。稍用手指轻触即有

暗红色汁液淌出，仿佛二八佳人吹弹

欲破之肌肤，农人一般是不肯让人随

意触碰的。明人徐阶更有诗赞：“折来

鹤顶红犹湿，剜破龙睛血未干，若使

太真知此味，荔枝焉得到长安”。

再来说说杨梅之食法。一般乡

人是摘下即放入口中的，用他们的

话说：这杨梅本就是个止泻物，还怕

吃坏了肚子？然我则不敢，食前，先

得要浸过盐水，这盐的作用在我看

来既有除虫之效，又抑住了一些杨

梅的酸，反衬出杨梅的甜，也更助添

了杨梅的鲜洁之味。就在我写下这

几行字的时候，早已是齿间生津、垂

涎三尺了。杨梅，对我而言，那是夏

天最挡不住的诱惑，就像李渔说的，

螃蟹是他的命。杨梅于我亦当如是。

只是，有杨梅的日子极是短促，于

是，一入夏，便开始巴巴地数着日子

盼杨梅成熟，还时不时地要向人询

问：“杨梅熟了没？”终于盼到，终于

食畅，于是，这酸酸甜甜的滋味便是

夏天最美妙的回味了。

过期药品要有回收通道
廖海金 何伟华

新华社重庆7月27日电（记者 黄
兴）记者近日从重庆市渝北区图书馆

获悉，自 2013 年以来，重庆渝北已建

设 100余座“家庭图书馆”，至少带动

上千人参与阅读。

“‘家庭图书馆’创新地将图书馆

‘搬’回家，让家庭成员足不出户就能

享受到公共图书馆优质资源和服务，

同时带动家庭成员、亲戚朋友和社区

居民参与阅读活动，有效解决阅读

‘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渝北区图书

馆馆长张雪梅说。

据介绍，只要读者家里有独立阅

读空间，均可申请建立“家庭图书

馆”。经审核符合标准的家庭，渝北区

图书馆为其建设“家庭图书馆”，借给

30至 100册图书并定期进行更换，借

阅时长可达 2个月，还统一配置图书

登记簿和标识牌。

这种“家庭图书馆”模式一经推

出就受到热捧，许多读者提出了申

请。眼看“家庭图书馆”增多，渝北区

图书馆还组织建立以区图书馆为主

体，各“家庭图书馆”为成员的家庭图

书馆联盟，安排相应的读书交流会、

阅读主题活动、读书讲座、阅读沙龙

等活动，形成浓郁的阅读文化氛围。

渝北区图书馆副馆长陈群说，

“家庭图书馆”比“社区图书馆”感觉

更加亲近，更具有情感交流和关怀的

优势，被居民们称为“邻里间以书会

友、围炉夜话的大书房”。

近期，笔者了解到，很多家庭常

备感冒药、止泻药、止痛片等药品，

但使用频率并不高，还有些是慢性

病用药，常年吃，常年囤。久而久之，

过期失效药成灾成了很多家庭的普

遍现象，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有哪

些正确的处理渠道。

而这些并不是某些地区所特有

的现象。据了解，如今我国居民家庭

备用药储量越来越大，过期药品也

随之增多，过期药品的处理成为难

题。《中国家庭过期药品回收白皮

书》显示，我国约有 78.6%的家庭备

有小药箱，80%以上家庭没有定期清

理家庭药品的习惯，90.1%的被调查

者有将过期药品随意丢弃的经历。

这些过期药品的危害是显而易

见的：过期变质药品有效成分含量

降低，有些药品还会分解出有害物

质，服用后会对人体造成伤害；过期

药品已被明确列入《国家危险废物

名录》，随意丢弃会对环境造成严重

污染；更有甚者，一些不法分子低价

回收过期药品，重新包装后通过非

法渠道销售，使过期药品流入城乡

接合部的诊所和偏远农村等，不仅

对广大群众的用药安全造成极大威

胁，还会扰乱药品市场秩序。

其实，我国大部分城市也都开展

过过期药品回收活动，但多是“叫好

不叫座”。据了解，目前上海 2800 多

家药店大多设有过期药品回收箱，但

几年下来，主动将过期药品送到药房

的市民寥寥无几，不少居民还是将过

期药品随着生活垃圾“一扔了事”。据

媒体报道，我国一年过期药品约有

1.5 万吨。利用过期及回收药品犯罪

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对我国

药品管理秩序造成了破坏，并严重侵

犯着老百姓的生命健康权。

要破解药品回收难题，应从法律

制度、预防机制等方面构建过期药品

回收通道。一方面，必须要有严格的

法律加以规范，应尽快出台旨在形成

长效机制的法律法规，对药品回收原

则、标准条件、管理程序、监督管理等

多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同时，药品

监管部门可以挑选一些信誉度好、社

会责任心强的药品生产、销售企业，

与之签订《过期药品回收管理责任

状》，通过定期轮流在药店、社区等固

定场所举行回收活动，或者长期设置

固定的过期药品回收箱等方式，有序

回收，统一销毁，并在自愿的基础上

协调相关部门按照一定比例承担回

收、销毁过期药品的费用。

另一方面，必须加大过期药品

危害及回收知识的宣传力度，提高

公民的安全用药意识，引导公众将

家中的过期药品自愿无偿、合法合

规地放置于相关回收场所，既可以

防止过期药流入非法渠道，又可以

降低回收成本。同时，增设回收网

点，建立过期药品回收奖励制度，推

行有偿回收或“以旧换新”，组织开

展 家 庭 过 期 闲 置 药 品 回 收 公 益 活

动，实施政府财政补贴，鼓励药品生

产经营企业以各种奖励形式促进过

期药品回收，方便公众参与，促进过

期药品回收的常态化、规范化和制

度化。

此外，堵住过期药品产生的源

头也是关键。医疗机构应严格监管

医疗“大处方”，大幅度减少过期药

品的来源。医药企业也要有所作为，

可根据药品使用情况确定药品包装

剂量，推行包装小量化，减少药品使

用环节的浪费现象。患者要正确谨

慎地处理药品包装盒，在丢弃药盒

时将药盒撕毁一角或完全破坏，以

免被假药制造者回收利用。同时，加

大打击买卖过期药品的力度，遏制

过期药品的非法流动。

夏 味
诸蕾芳

新华社成都7月31日电（记者 许
茹）在日前举行的峨影集团60周年经

典电影展映启幕活动上，峨影集团与

相关部门签订《金砖国家电影产业园

项目战略合作协议》，将建设金砖国

家电影节永久会址、金砖国家电影风

情体验园和 5G物联网视频产业基地

三大核心板块，作为永久落户成都的

金砖国家电影的重要举办场所。

1958年，峨眉电影制片厂在成都

西郊的田野上诞生，成都成为全国继

北京、上海、长春之后拥有电影制片

厂的城市。目前，60 周岁的峨影集团

是国家六大国有电影集团之一，西南

地区唯一具有影视制作、生产、发行、

放映、播出全产业链的影视产业集

团，参与拍摄或制作的《焦裕禄》《红

衣少女》等作品承载了一代代人的电

影记忆。

据了解，为庆祝峨影集团 60 周

年，近期峨影集团将在旗下多家影城

开展“峨影经典电影展映”。峨影集团

下属的新天地院线公司也将走入社

区，开展“辉煌六十年，峨影再出发”

优秀国产影片展映活动，集中放映

《十八洞村》《天上的菊美》《焦裕禄》

《鸦片战争》等多部由峨影集团摄制

的经典电影。

2018 年乌镇戏剧节将于 10月 18

日至28日在浙江乌镇举办。本届戏剧

节以“容”为主题，来自亚洲、非洲、欧

洲、美洲、大洋洲等地区的戏剧将上演，

呈现当代艺术、实验戏剧、多媒体影像、

哑剧、音乐剧场等多种艺术形式。

据悉，今年乌镇戏剧节将特邀一

批历史名团登陆中国。戏剧节还将呈

现经典再创作作品，老舍的《茶馆》、

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莎士比亚的

《皆大欢喜》、法国文学名著《小王子》

等经典的改编作品将上演。6年来，青

年竞演单元一直是乌镇戏剧节最有活

力的戏剧板块，历年优秀青戏剧目将

在今年集中上演。

除了戏剧展演，青年竞演单元、嘉

年华表演、小镇对话、戏剧工作坊、戏

剧长街宴等衍生活动也将继续展开。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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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镇戏剧节10月启幕

成都将建设
金砖国家电影产业园

重庆：
百座“家庭图书馆”
点亮“书香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