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
文化·生活

编辑：朱乔明 实习编辑：卢瑶

2019年5月30日 A3

中国动漫 从民间走向全球
牛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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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故事助力国漫
“出海”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意见指出，将实施“中国经典民间故

事动漫创作工程”“中华文化电视传

播工程”，组织创作生产一批传承中

华文化基因、具有大众亲和力的动

画片、纪录片和节目栏目。

近两年，在国家广电总局组织

开展的“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

作工程”的支持下，多部取材于民间

故事的动漫作品投入创作。在本届

动漫节上，多部动漫作品以影像化

的手段为中国民间故事中的经典形

象赋予了全新活力，让其闪耀于动

漫荧屏，这也是该工程启动后第一

批亮相的运用中国风格、讲述中国

故事、具有中国精神的动漫作品。其

中，《大禹治水》从历史文献中考究

细节，讲述梦想与成长的故事；《百

鸟朝凤》采用中国水墨画风格，造型

清新可爱；《愚公移山》创作风格灵

感来自于《千里江山图》，音乐则融

入了豫剧元素……这些作品都蕴含

着极为鲜明的中华文化元素，将成

为走进国际视野的精品力作。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传司司长

高长力表示，“欢迎中国的、世界各

国的动画人投入到中国经典民间故

事题材的创作中，一起为孩子们生

产出美好的动画作品。从中国神话

故事开始，用匠心创造，向世界展示

一个中国动画创造的‘中国神话’”。

他鼓励动漫人积极策划从中国经典

民间故事中汲取灵感，创作出生动

展现中华文化魅力的作品。

在动漫节上，多年连续参展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动画带来了

多部备受关注的作品，其中表现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作品《中国神话

故事》《百鸟朝凤》成为亮点。值得一

提的是，本届动漫节还发布了《中国

动漫国际合作倡议书》，向中国动漫

人发出号召，倡议“与全球动漫机构

共同开发中华优秀文化宝藏，携手

开拓国际市场，为中外动漫产业发

展注入新动能”。

用“请进来”推动“走
出去”

“世界在关注中国动漫，中国

动漫正在大踏步融入国际市场。”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党组成

员范卫平指出，国产动漫正走向高

质量发展、深入参与国际竞争的发

展现状。历经十五年的培育和发

展，中国国际动漫节逐渐成为推动

国漫走出去的专业平台，其用“请

进来”的方式会集天下宾朋，共话

动漫未来。在这里，中外动漫制作

机构、播出平台、发行机构等洽谈

动漫项目，中外动漫人士深化交流

合 作 、分 享 创 作 观 念 、把 握 潮 流

趋势。

本届动漫节吸引了全球20个国

家和地区的 193 家企业在现场设立

展位，境外展区的面积占比扩大到

20%。国外参展方的数量和多元性

实现突破的同时，一批国外深耕动

漫领域的顶尖专家也被请到现场，

与国内动漫从业者碰撞思维火花。

据相关数据显示，本届动漫节

成交及达成签约交易、意向合作项

目 1368 项，涉及金额 139.84 亿元，

动漫节消费涉及金额 25.2 亿元，总

计165.04亿元。

国漫的民族精神让
世界动容

一段时间以来，取材于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动漫精品层出不穷，

精致细腻的视听呈现和酣畅淋漓的

故事情节中承载着鲜明而强烈的民

族精神，让国内外观众都为之动容。

2015 年的《大圣归来》、2016 年

的《大鱼海棠》、2018年《风语咒》以

及2019年的《白蛇：缘起》等一系列

兼具票房与口碑的动漫电影，为观

众们筑起了一片精神文化高地。《白

蛇：缘起》制片人、追光动画制片人

崔迪表示，“在创作这部作品的过程

中，团队成员不断探索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空

间，用极致的东方美学和具有现代

感的叙事方式，呈现出勤劳勇敢、自

强不息、敢于探索等中华民族世代

传承的美好精神品德”。

中国动漫的发展已经在世界范

围内引起瞩目。虽然当下中国动漫

走出去仍旧任重道远，但是此次动

漫节所呈现出的发展成果尤为喜

人——国漫走出去，呈现跃然之姿。

（据《光明日报》）

人文，彰显着一座

城 市 的 精 神 气 质 ；创

意，激发着一座城市的

无 穷 活 力 。当 两 者 相

遇，就能打开一座城市

具有无限想象空间的

未来。如何发展文创产

业，让其既符合大众潮

流又别具地方特色，考

验着地方政府的发展

智慧。

浙 江 龙 泉 自 古 人

文昌盛，它因“青瓷之

都、宝剑之邦”而声名

在外，又因江南之巅、

绿水青山而备受游人

青睐。这几年，龙泉文

创写下了因剑得名、凭

瓷生辉的探索篇章，不

仅打开了市场、擦亮了

品牌、也创造了可观的

经济效益。

依托青瓷、宝剑发

展文创产业，龙泉下了

不少功夫：市区接连成

片的青瓷工坊、宝剑店

铺既吸引游客驻足欣赏，又展示着厚

重的文化传承；渐成规模的宝剑小

镇、青瓷小镇，将传统手工艺与休闲

旅游、品质生活、经济发展紧密联系

在一起；一些剑瓷博物馆、研究所应

运而生，聚焦剑瓷产业的学术研讨活

动密集开展，则为弘扬传统文化、推

动产业发展提供了平台。

龙泉剑瓷文创产业日渐红火，从

根本上讲依托的是传统手工艺的有

效传承与变革创新。试想没有几十年

对剑瓷传统手工艺的不懈挖掘，倘无

有代表性的传统手工艺人脱颖而出，

龙泉青瓷与宝剑的名声也许还只能

存留在历史的记忆中；而当下龙泉剑

瓷声名鹊起，靠的正是几代手工艺人

对剑瓷传统手工艺的执着求索与推

陈出新。

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创新，需要

一茬又一茬手艺人。手工艺传承，既要

耐得住寂寞、吃得了辛苦，也要有才

智、经磨砺。人们常说“台上一分钟，台

下十年功”，对于手艺人来说，没有数

年如一日的潜心钻研、千锤百炼，恐怕

也很难拿得出像样的作品。缺少有广

泛社会声誉与较高艺术成就的剑瓷作

品，自然也就难以依托剑瓷发展文创

产业。从这个角度来说，抓住机会、创

造条件、搭建平台培养更多能够制造

剑瓷精品的手艺人，才算抓住了推动

剑瓷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

在 文 创 产 业 中 ，人 是 决 定 性 因

素。更多关注传统手工艺人这个特定

群体，才能推进传统手工艺发展。需

要围绕他们的所思所想、所苦所乐、

所作所为做更多精准服务工作，为有

追求、有能力的手艺人搭建干事创业

的宽广舞台。如果将视野再打开一

些，政府统筹社会力量，从职业教育

角度多做一些人才储备工作、从营造

氛围方面多做一些宣传推广工作、从

政策引导方面多做一些扶持工作，都

会对传统手工艺人这个群体的成长

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夯实了传统手

工艺的人才基础，再来谈行业健康发

展，也就有了更多底气、更多自信。

发展传统手工艺，有利于弘扬传

统文化、助力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倡

导工匠精神、引领社会风尚。在发展

传统手工艺渐成潮流之时，如何科学

规划发展路径、合理把握发展节奏，

还需仔细研判、精心统筹。唯有既密

切关注市场需求变化，又保持定力扶

持有梦想的手艺人，既懂得营造氛围

助推发展 、又鼓励多出精品引领风

尚，才能更好地发展传统手工艺，让

传统手工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

更大作用。

“3 年举办一届的中国艺术

节，是群众文艺的顶尖舞台。现在

只需要花不到百元就能进剧场感

受艺术熏陶，对于咱们老百姓来

讲，幸福感满满的。”上海市民李

伟这几天连着“打卡”观看了民族

歌剧《英·雄》、舞剧《永不消逝的

电波》、花鼓戏《河西村的故事》，

他激动不已，“从故事情节到舞

美、灯光，各个细节都非常精致，

不愧是角逐‘文华大奖’的高水平

剧目。”

近期，由文化和旅游部、上海

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二届

中国艺术节正在火热进行。低价惠

民的优秀剧目展演、一系列免费公

益惠民演出、相关配套的文旅融合

产品……主办方在艺术节惠民的

深度与广度上大力开拓，真正打造

了“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为了惠及更多群众，第十二届

中国艺术节坚持公益票价，参与艺

术节展演的51台优秀剧目在上海

全市 19 个剧场演出 102 场，售出

门票逾 10万张，票价区间在 60元

至 380 元，其中中低价位票超过

60%。在方便观众购票方面，第十

二届中国艺术节打造多元化的购

票渠道，观众不仅能在各个剧场窗

口现场购票，还能通过第十二届中

国艺术节官网及微信公众号、各剧

场官网等平台线上购票。

组委会还举办了一系列文化

惠民活动，吸引更多的老百姓走进

剧场、走进美术馆、走进艺术节现

场。比如，组织部分演出院团、艺术

家等走进基层进行约60场公益性

演出；组织部分美术家、书法篆刻

家、摄影家走进基层；群星奖决赛

和获奖节目演出全部为公益性演

出；演艺及文创产品博览会，优秀

美术、书法篆刻、摄影作品展览免

费向大众开放。此外，充分利用新

兴媒体传播方式，借助互联网服

务，打造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互联

网分会场。

“戏曲、话剧、儿童剧、曲艺剧、

歌剧、舞剧、音乐剧……来自全国

各地、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如今

不出上海就能‘一网打尽’、一睹精

彩，为此点赞。”上海观众刘涛是一

名艺术专业的大学生，艺术节精彩

纷呈的剧目让他获益匪浅。更令他

激动的，是部分艺术节演出院团、

“文华表演奖”获奖艺术家以及所

有群星奖参赛队伍，主动走进公

园、绿地、公益舞台、广场、商圈等

公共空间，与观众零距离、面对面

互动。“我身边有很多人没有机会

或条件走进剧场，现在艺术家主动

走到我们身边，非常有意义。”刘

涛说。

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在举办

丰富的惠民活动之外，在演出剧

目、参评参展作品、展示内容等的

遴选方面，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以艺术节举办为契

机，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在文华奖、群星奖评奖方面，继续

邀请群众评委参加，依据群众口碑

校正和提升文艺创作。

（据《人民日报》）

中国艺术节推出低价精品剧目、基层公益演出、艺术交流活动

以文惠民 好戏连台
郑海鸥

三大运营商再推
“提速降费”新举措

新华社北京 5 月 27 日电（记者

高亢）为落实国家网络提速降费政

策，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确保实实在

在降费、让广大群众明明白白消费，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于近

期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惠民惠企“提速

降费”新举措。

中国电信针对用户担心产生高

额套外流量费的情况，从 2019 年起

全面下调套餐外流量资费至不超过

0.03元/MB，套外流量资费降幅最高

达到 90%；5 月起，全面下调互联网

专线标准资费15%，并为中小企业免

费提升网速；推出“地板价”新套餐。

5 月起，中国移动推出“查网龄

送流量”活动，通过查网龄用户最多

可获赠30G流量，截至目前这项活动

已惠及1.2亿户用户。同时，中国移动

在今年初以来，设立全网升级投诉中

心，推出了“10080”服务质量监督热

线 ，可 更 及 时 、精 准 处 理 消 费 者

投诉。

近期，中国联通在推出崭新优惠

假日流量包、下调港澳台地区数据漫

游资费的同时，还推出了“异地补换

卡”“统一查询”“亲情付”等异地服

务，以方便用户异地办理通信业务，

进一步提升群众通信消费体验。

推进人文社区建设

“天府文艺名家讲坛”
走进黄忠街道

本报讯（袁矛）为贯彻落实四川

省成都市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大会精

神，打造“文化家园”品牌示范社区，

推进人文社区建设。近日，成都市文

联2019“天府文艺名家讲坛”走进黄

忠街道金沙公园社区，为市民带来了

一场精彩的音乐合唱艺术知识讲座。

活动现场，成都市音乐家协会副

主席、四川省合唱协会常务理事朱名

燕从“什么是合唱”“合唱的分类”

“合唱的特点”“合唱艺术的魅力”四

个方面进行解析，讲述了自己对合唱

的感受理解，并通过音乐视频分类欣

赏和指导现场市民进行发音练习、掌

握发音要领等互动，让大家更深刻地

感受到合唱的魅力。最后，在朱名燕

的指导下，街道合唱团为现场市民演

唱了一首《永远是朋友》。本次活动

吸 引 了 辖 区 80 余 名 音 乐 爱 好 者

参与。

新华社沈阳 5月 25日电（记

者 石庆伟）记者从正在召开的首

届中国旗袍文化节暨“盛京 1636”

第三届沈阳国际旗袍文化节上了

解到，沈阳正在深入挖掘旗袍文化

内涵，传承推广盛京满绣非遗技

术，打造以旗袍文创产业为引领的

新经济增长点。

2017 年 以 来 ，沈 阳 连 续 举

办 了 三 届 国 际 旗 袍 文 化 节 ，通

过 整 合 多 方 资 源 ，营 造 旗 袍 文

化 氛 围 ，搭 建 文 创 产 业 交 流 互

鉴平台。在首届中国旗袍文化节

期 间 ，沈 阳 会 同 有 关 方 面 举 行

30 余项旗袍文创交流活动。年

轻的沈阳姑娘曲迪娜身着盛京

满绣旗袍，参与市民火炬接力。

她说：“我喜欢旗袍，希望旗袍文

化能与时代同行。”在红墙碧瓦

的沈阳故宫内，除了气势恢宏的

“皇格格下嫁”“ 清 太 宗 皇 帝 万

寿庆典”等传统礼仪表演，新增

添的中外模特旗袍秀融入多种

文 创 艺 术 元 素 ，也 吸 引 观 众 眼

球 ，让 文 化 包 容 之 美 穿 越 时 光

隧道。

在沈阳，旗袍文创产业经济

蓄势壮大。盛京满绣非遗传承人

杨晓桐近年致力于满绣旗袍的传

承发展，开发出一系列走俏市场

的创新产品，还在沈阳等地推广

建立了 40 多个刺绣基地和绣娘

扶贫车间，公益培训 1500 余人，

壮大满绣工艺从业队伍。

年交易额超过 200 亿元的沈

阳五爱市场服装城，在谋求商业模

式创新中，通过开展旗袍新品发

布、旗袍展销对接等活动，提升旗

袍创意设计，壮大旗袍服装及面料

交易、生产规模。

“用旗袍之魂连接过去和未

来，用旗袍之美连接生活与艺术，

让城市更具历史文化味道。”沈阳

文创界有关人士说。

中国儿艺
“六一”全国献演
6台剧目33场演出

“六一”期间，中国儿童艺术剧院

会将《时间森林》等 6 台精彩剧目共

33 场演出送到全国各地小朋友们的

身边。

同时，中国儿艺今年将举办“礼

赞祖国，放飞梦想”大型公益演出活

动。“六一”儿童节当天，中国儿艺将

围绕爱国和时间的主题开展形式多

样的活动，邀请孩子们在剧场前厅

参与“我爱我的祖国”留言活动以及

“时间的意义”沉浸式体验活动；也

将继续派发公益票，邀请儿童节出

生的小朋友、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孤

残儿童、低保家庭等走进剧场观看

《时间森林》。 （据中国新闻网）

中国动漫“出海”是中国优秀文化走出国门、增加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近年来，中国动漫走出去的步伐

不断加快，中国动漫在世界舞台上的声音也逐渐响亮。为了让中国动漫更好地拥抱世界，创作者们不断向内挖

掘、向外探索，寻找能够引发全球共鸣的中国元素。

日前，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下简称“动漫节”）在杭州举办，吸引了来自 86 个国家和地区的动漫企业、

机构和专业人士参加，参与人次高达 143.6 万。在动漫节上，多部取材传统民间故事的中国动漫作品接连亮相

——《大禹治水》英文版成片弥漫着浓浓的中国风情，这部动漫已经与美国尼克儿童频道签约，年内就会与海

外观众见面；《八仙过海》《百鸟朝凤》《精卫填海》等一系列依据中国神话故事全新演绎而来的作品也将陆续播

出。这些作品吸引了国际上的关注，为中国动漫走出去贡献了一份不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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