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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动画片里寻“回忆杀”

说起小时候爱看的动画片，你

喜欢哪一部？

今年5月底，优酷围绕一批国产

经典动画片进行高清修复，并在 6

月 1日前集中上线了近 50部约 700

集，包括曾是一代人童年记忆的《葫

芦兄弟》、《黑猫警长》等等。

优酷高级技术专家刘盈嘉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解释，由于很多老动

画片是用胶片做成的，时间久了，画

面看上去会有“雾蒙蒙”感觉。

针对这个情况，刘盈嘉和修复

团队运用数字技术，对一批老动画

片做了许多颗粒化的清晰度处理，

尽量保证细节的原汁原味、同时矫

正亮度，修复了褪色、划痕等问题。

例如，《黑猫警长》播出于 1984

年，到现在已有三十多年时间，噪声

和抖动较为明显，经过高清修复后，

画质从最初的标清提高到了蓝光

1080P。

《经典动画高清修复用户报告》

显示，这批高清修复的经典国产动

画片上线后，6月份累计300万人在

高清经典动画里找寻“回忆杀”，观

看人数同比增长了59.6%。

数据显示，6月份《葫芦兄弟》观

看时长超过95万小时，《黑猫警长》

以73.1 万小时排在观看时长榜第二

位，《葫芦小金刚》《舒克与贝塔》和

《阿凡提的故事》分列三到五位。

重温童年乐趣

不管画质是不是高清，对很多

观众来说，刷老动画片可能都意味

着一种怀念。

《葫芦兄弟》等动画片的弹幕里

常有观众自报年龄，不乏 80 后、90

后。对已是成年人的他们来说，重

温经典动画不仅是重温童年乐趣，

更是在时间的沉淀中重新打卡“名

场面”。

《葫芦兄弟》中，爷爷被妖精害

死时，密集的弹幕都说“泪目了”；

也有的评论比较搞笑，在黑猫警

长巡逻时，有网友说“宿管阿姨既

视感”……

而在众多快被淡忘的情节里，

更多人在感叹“以前是自己看，现在

陪着孩子看”。

去年的世界动画日，有媒体在

街头随机采访，“哪一部动画片令你

印象最为深刻？”，《葫芦兄弟》和《黑

猫警长》等均“榜上有名”。

经典动画片背后的故事

那些能让观众跨越年龄界限去

喜欢的老动画片，也确实凝结了许

多心血。

比如，《葫芦兄弟》改编自《十

兄弟》。当年，导演胡进庆把原著中

10 个形象各异的人物换成 7 个外

形一样、颜色不同的葫芦兄弟，又

将众多反面角色简化为蛇、蝎两个

妖怪。

葫芦娃的造型则由胡进庆和合

作搭档吴云初共同设计，反复斟酌，

最后出炉的形象简单、耐看，还带有

剪纸造型的趣味。

这部动画片的拍摄时间长达两

年：工作人员要先把人物剪成有活

动关节的纸片，然后在大的背景图

案上摆出不同的动作，再一格一格

拍下来。13集的动画片，需要几千个

场景。

播出后，《葫芦兄弟》在全国引

起轰动。据媒体报道，当时，几乎每

一家地级市的电视台都购买了播

放权。

《黑猫警长》则是另外一部家喻

户晓的动画片。黑猫警长时尚的服

饰造型、在当时充满想象力的武器

设计，都反映了导演戴铁郎的“超前

意识”。

另外、《阿凡提的故事》《大闹天

宫》等老动画片，也都有自己令人难

忘的特色。

好的故事内容不会变老

有人说，在几十年前，动画属

于制作难度较大、制作成本较高的

媒介内容，因此作品数量并不多，

相 对 更 容 易 成 为 一 代 人 的 集 体

记忆。

但正如媒体文章指出的那样，

戴铁郎那一代动画人，并不知道自

己的作品今天会得到这样的推崇，

他们不过是认认真真地把每一部

作品都当作艺术品去做。

因此，重温老动画片，仍能挖掘

出许多细节和新意。葫芦兄弟在打

败妖精的整个过程中，也并不是一

帆风顺，有网友总结为“经历了失

败，才能成长”。

刘盈嘉则认为，人们喜欢老动

画片，是因为好的故事内容不会

“变老”，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恰恰说

明了这一点，“这些老动画片算得

上是中国的经典 IP，未来也不会缺

乏观众。” （中新网 上官云）

俗话说，“穷人一缸酱，富人一

本账”。我总是记得小时候，每年

一入伏，家家户户都要晒上一坛

酱。寻常人家，酱是必备的，喝粥

也好，吃饭也罢，一碗酱都能就。

晒酱首先要选好料。母亲将

黄豆倒入簸箕里，再将簸箕倾斜

抖动，那些大小匀称、浑圆完好

的豆子，就“跑”到承接在下面的

盆子或大钵里。这些颗粒饱满的

黄豆便是做豆酱的原料了。

母亲将选好的黄豆洗净，倒

入水里浸泡，待豆子白白胖胖后

放入锅中煮烂，再将煮烂的豆子

捞起，放在簸箕里沥干水、摊凉。

这时候，母亲就去外面野地里，

割一大抱黄蒿回来。

在凉透没有明水的豆子上，

母亲均匀地拌上面粉，然后倒进

竹匾里，均匀地铺开，上面盖一

层黄蒿。将竹匾放入不通风的屋

子。几天后，掀开黄蒿一看，黄豆

长出了黄绿色的毛，长长的毛连

在一起。此时，它就不叫黄豆了，

我的家乡人把它称作酱豆。

母亲把酱豆放在太阳下晒，

晒到发硬的程度的时候，就可以

收起来放入大缸里。倒进放了盐

的凉开水——以完全淹没酱豆

为限，再用长长的竹筷子搅匀，

最后用一块干净白纱布封住坛

口，防止蚊蝇、小虫子和灰尘掉

进去。

将坛子安置在屋檐头专门

晒酱的木架上。让它接受太阳的

暴晒，然后每天都用长竹筷搅拌

一次酱浆。如果水渐渐干了，还

要及时补充温开水，并加入辣

椒、蒜瓣、生姜片等，使其变得更

稠和滋润。坛子是夜里也不端进

屋内的，母亲说，要让它在室外

“吊露水”。

经过个把月的日晒夜露，酱

缸里的酱料由稀变浓，酱的颜色

也由土黄色变成栗红色，酱缸里

泛出一层油油的光，老远就能闻

到酱的脂香气，诱人至极。用手

指蘸一点放到舌尖上尝尝，鲜

香、醇厚、爽口，那就是阳光与星

光的鲜与香，井水与露水的美与

甜吧。至此，晒酱大功告成。母亲

把晒好的酱分放入小瓮里，上面

用熟香油封头，再封好口藏入阴

凉处，以备长年食用。

宋朝陶穀所撰《清异录》称，

“酱，八珍主人也”，可见酱在餐

桌上的地位。酱的吃法五花八

门，将葱卷入烙饼蘸酱吃，大葱

香辣，烙饼酥软，酱香醇厚，有

“大葱蘸酱，越吃越胖”的说法。

早上喝粥也可以拌上酱，咸鲜香

辣，爽口生津。将梅豆、黄瓜、辣

椒放在酱里腌过，拿出来就可以

生吃，鲜香四溢，风味独特。家里

炒菜，不论荤素，放上一点晒酱，

如炖豆腐干、红烧鱼肉，烧出来

的菜不仅颜色好看，而且美味诱

人，让人食欲大开。

故乡的酱，柔和绵长，那是

家的味道，弥漫着母爱的芳香，

陪伴我走过儿时并不丰裕的岁

月。如今生活条件好了，可是勤

快惯了的母亲仍然坚持每年晒

一缸酱，我每次离家，都不忘带

上一瓶。有了母亲做的酱相伴，

生活的滋味更好了。

巡 视 柯然 摄

文物里出了“戏精”后，

各文博单位脑洞越开越大，

最近，来自甘肃省博物馆的

文物表情包走红了。文物之

所以能成为“戏精”，其主要

“萌点”就在于丰富生动的

表情。网友评价：“戳中笑点

了。”“很有亲和力。”“接地

气。”“换个角度看，文物也

可以很可爱。”“一下子就能

记住文物的样子了。”……

（7 月 23 日《中国文化报》）

文 物 表 情 包 被 戏 称 为

文物里的“戏精”，虽然这并

不算是新生事物，但每有新

的表情包出现，总会在网络

上掀起一波关注和点赞。这

些“戏精”之所以受宠，不但

因为充满趣味，能够与人们

的生活、语言、心情很贴近，

而且更有文化内涵，让过去

严肃的文物有了温度，打开

了人们认识历史文化的新

视角。

文物过去给人们留下的

印象，就仿佛是养在深闺中

的大家闺秀，让人触不可及、很难亲近。文

物表情包的出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网络

文化联系在一起，用网络图文重塑传统表

达，进一步拉近了文物与人们的距离。在

文化传统载体、渠道、路径变得日益多元

化的当下，传统文化的传承也不能再拘泥

于固有的模式，萌动有趣的文物表情包恰

好为打好文化传承新路径提供了有益的

借鉴。

文物表情包依托于丰富的文物资源

素材，但文物表情包的打造也不能单纯追

求新奇好玩，文物形象的选择、网络热词

的配对，都要契合于文物的特点与内涵，

如果随意搭配反而会显得不伦不类。一套

成功的文物表情包的设计与制作，需要耗

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开发团队不但要把

文物背后的文化内涵吃透，还要熟悉网络

的热点热词，把准网民的关注点和喜爱

度，从而吸引人们把目光投向文物，并且

能够深入走进文物的世界，去理解、感悟

文物身上的历史底蕴和文化价值。

创作文物表情包的目的不止于表情

包本身，而是要通过这种新颖的方式去

激发人们对历史文化的兴趣，有助于传

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优秀的文物表情

包，能够在给人们带来惊喜之余，令更多

人愿意“按图索骥”走进博物馆去欣赏真

正的文物，在这一过程中去了解文物的

信息和内在价值，带领人们深入探寻、理

解文物背后的历史脉络、文化内涵和审

美价值，要达到这一更深层次的目标，还

需要继续探索新的方法和模式，通过多

元化的展示手段，持续放大文物的吸引

力、感染力，进一步营造传承传统文化的

浓郁氛围。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为传

统文化传承提供了更多的新方式，无论

是文物表情包，还是各类云直播、云观展

等，都应当充分利用起来，让人们能够更

近距离地欣赏传统文化之美、感受中华

文明的深厚底蕴。

《黑猫警长》《葫芦兄弟》……

“大龄观众”为啥爱看老动画片？

文
物
表
情
包
让
传
统
文
化
活
起
来

闻
平

柔和绵长是酱香
王永清

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记

者 周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协会中医药委员会 25 日在京

成立。

这个委员会旨在加强中医

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的保护、

传承和创新发展，国务院参事室

特约研究员、首批国家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

方法代表性传承人曹洪欣任会

长。中国非遗保护协会中医药协

调委员会同时组建，文化和旅游

部副部长李金早任主任，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副局长孙达和中国

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

长张伯礼等任副主任。

据介绍，中国非遗保护协会

中医药委员会是在文化和旅游

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非

遗保护协会领导下，在中医药协

调委员会指导下，由从事中医药

非遗保护工作的专家、学者、研

究人员、产业精英自愿结成的全

国性、行业性、非营利性社会组

织。接下来，中医药委员会将开

展中医药非遗调查研究，探索非

遗保护制度建设、传承模式与发

展利用，以及中医药非遗知识产

权保护与标准化建设，组织中医

药非遗保护的国内外交流与合

作等。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

大创造，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作

出了巨大贡献，对世界文明进步

产生了积极影响。李金早介绍，

目前有137项传统医药项目列入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中医针灸”和“藏医药浴法”先

后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012 年至 2020 年，文化和旅游

部支出国家非遗保护专项资金

1.13 亿元用于支持中医药非遗

的保护传承。

内蒙古：草原匠人
展5000余款“从舌尖到
指尖”匠心作品

7 月 25 日，“2020 内蒙古自治区

民族手工艺和文创旅游精品展示活

动”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办，草原

匠人们共在线上线下展出 5000余款

“从舌尖到指尖”的匠心作品。

科尔沁肥牛馅饼、赤峰对夹、羊

肉垫卷子、乌海大肉串、布里亚特包

子……活动现场首当其冲步入人们

眼帘的便是冲击味蕾的“内蒙古味

道”，50味草原美食吸引众多围观的

“食客”。

游客王鑫边拍视频边“点菜”，

他说，将内蒙古各盟市美食齐聚于

此，真的是让大家既“饱眼福”又“饱

口福”。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有传统蒙古

包专题展示、内蒙古民族手工艺品和

特色文创旅游商品精品展示、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示、传统工艺项目技艺展

示、民族音乐展演，以及内蒙古味道

展示、内蒙古精品旅游线路、重点景

区展示和文旅科技（大数据、数据库）

展示等内容，通过线下展览和线上直

播的方式带领游客了解草原文化。

活动从内蒙古 12 个盟市及满洲

里市、二连浩特市精选特色民族手工

艺品和经典文创旅游商品 5000余款

进行集中展示，参加展示的企业和经

营户 500 多家，并在现场举办销售、

订货活动。

内蒙古文化和旅游厅官方表示，

将民族手工艺品与文创旅游商品放

到一起同时展出，让民族手工艺品寻

找未来和发展方向，让现代创意寻找

根基，做到民族手工艺品为现代生活

创新，现代创意为民族文化传承。

同时，活动从各盟市各精选一个

最能代表本地区特点的传统特色蒙

古包进行展示，通过实物、图文、视

频、模型和专家解说等方式，带领游

客了解蒙古包文化的历史传承、演变

创新和传统工艺。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官

方表示，本次活动旨在促进内蒙古民

族手工艺品、文化创意旅游商品创

新，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推出一

批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民

族手工艺和文创旅游精品，培育民族

文化和旅游品牌，提高文化和旅游的

独特吸引力。 （中国新闻网 张玮）

山东：8月1日起
泰山、三孔等81家
国有景区门票大幅降价

新华社济南 7 月 25 日电（记 者

吴书光）为拉动旅游消费，今年8月 1

日起至年底，山东省的泰山、三孔、天

下第一泉等 81家国有景区将大幅降

低门票价格，部分低至两折。

记者获悉，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系列决策部署，加快促进旅游

业复苏，有力拉动居民旅游消费，经

山东省委、省政府同意，决定降低全

省国有景区门票价格。

降价景区包括81个国有景区，其

中，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35个，

3A级景区 16个。除法定节假日外，9

家 5A级景区在原政府定价的门票价

格基础上，全部执行不低于 5折的票

价优惠，具体价格自行确定；对其余

72家国有景区，在原政府定价的门票

价格基础上，工作日执行 2 折票价，

周末及法定节假日执行5折票价。

据介绍，原对儿童、老年人、现役

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残疾人以及

持“山东惠才卡”高层次人才等特殊

群体执行的免票优惠政策，保持不

变。各类景区可针对学生、教师、医务

人员、退役军人等群体，出台更大力

度的门票减免政策措施。鼓励各类景

区根据经营实际制定更多形式、更加

灵活、更大幅度的减免优惠措施。

当地还要求各景区要执行好各

项疫情防控措施，建立完善门票预约

系统，方便游客网上购票和错峰游

览，全力保障景区安全有序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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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暑假，对孩子
来说大概都是一段惬意的
时光：写完作业，伴着蝉
鸣看喜欢的动画片，是很
美好的童年回忆。

不过，看动画片的可
能不是只有孩子。优酷日
前公布的《经典动画高清
修复用户报告》显示，6 月
累计有 300 万人观看站内
高清经典动画，80 后和 90
后是主力人群。

包括《黑猫警长》《邋
遢大王》《葫芦兄弟》等，
早年的一些经典动画片确
实拥有许多“大龄观众”。
这些已是成年人的观众，
为 何 还 喜 欢 重 温 经 典 动
画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