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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地

从武林门派向现代体育竞技俱乐部转换

传统武术如何笑傲新时代
本报记者 夏 天

杭州富阳举行竹纸保护与发展研讨会

“青·靖之约”别开生面

时间能给一座城市很多的记忆。

7000 年 人 类 史 、2500 年 文 字 记 载 史 、

1700年城市建立史……在嘉禾大地上，

时光带走了过往的辉煌，岁月却沉淀出

如今的灿烂。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是它

素有的美誉。

时间也能给一座城市许多的面孔。

千年古城、运河明珠、革命圣地……在

一张张华丽的文化名片上，悠久的历史

底蕴、深厚的文化内涵让这座城市焕发

出夺目光芒。风光秀美、人文荟萃是它

的显著标签。

2003 年到 2015 年，这是一段不长

的时间。但它却记录了浙江嘉兴从振

兴漫画之乡到打造漫画之城再到建设

漫画之都的艰辛路程。伴随着 7 届中

国·嘉兴国际漫画展的举办，嘉兴铸造

出一张全新的城市文化名片，在国际上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不断提升。

办展，振兴漫画之乡的文化自觉

作为用简单而夸张的手法来描绘

生活或时事的一种艺术形式，漫画是具

有强烈讽刺性或幽默感的绘画。在中

国，漫画曾经历了清末民初到五四时期

的讽喻漫画、抗日战争到“文革”后期的

时代漫画、改革开放到 21 世纪的媒体

漫画 3 个阶段。而在中国近百年的漫

画史上，溯其根源却始终绕不开一座城

市，那便是嘉兴。

从揭露列强的侵略行径到抨击清

政府的卖国嘴脸，从讽刺官场的虚伪腐

败到针砭民间的封建迷信……清末民

初，“漫画”这一名称尚未被正式使用，

但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却出现了被称为

“讽喻画”“寓意画”的一批新颖画作。

来自嘉兴桐乡市的沈伯尘是这一时期

成就最为突出的一位漫画家。在短短

31 年的人生历程中，他先后在上海《大

共和日报》、《民权画报》、《申报》等报刊

上发表“于世道人心痛加针砭”的政治

和社会生活漫画上千幅。1918年，沈伯

尘创办《上海泼克》，是中国最早的专业

漫画刊物。

上世纪 20 年代，“漫画”一词正式

出现在国人视野。无独有偶的是，它的

诞 生 也 与 嘉 兴 这 座 城 市 紧 密 相 关 。

1924年，郑振铎为丰子恺的抒情画题为

“子恺漫画”。丰子恺，这个同样从嘉兴

桐乡走出去的漫画家，以中西融合的画

法创作漫画，寥寥几笔便勾勒出生动的

图像，成为中国现代漫画的开端。

实际上，除沈伯尘、丰子恺外，嘉兴

还先后走出了被誉为“三毛之父”的张

乐平，主编当时全国唯一的漫画刊物

《漫画》的米谷，创办中国最早民间漫画

团体漫画会的丁悚、王敦庆等一大批漫

画大师。在他们的创作生涯中，向中国

漫画读者们推出了众多精品佳作，这是

嘉兴宝贵的文化财富和坚实的文化底

气。因为这些漫画大家的存在，嘉兴也

被称作“中国漫画发源地之一”，成为

“漫画大师的摇篮”。

时至今日，曾任嘉兴画院院长的

张谷良依然记得，13 年前与时任嘉兴

市文化局局长张扣林商谈的场景。抓

住嘉兴丰厚漫画底蕴、做强做大嘉兴

特 色 文 化 ，是 那 次 商 谈 达 成 的 意 向 。

随后，他们专程前往北京，几经努力取

得了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美术家协

会漫画艺委会对嘉兴举办国际漫画展

的支持。

2003 年 10月 28日，首届中国·嘉兴

国际漫画展举行。这一片曾孕育过一

批漫画大师的土地，肩负起属于它的时

代担当；这一片曾蕴含着浓郁漫画气韵

的土地，展现着属于它的文化自觉。

国际，打造漫画之城的文化自信

“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

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

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

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

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习近平总书记

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展现着一

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

从 2003 年涉及 12 个国家和地区到

2015 年涉及 33 个国家和地区，从 2003

年 90 多幅国外作品到 2015 年 420 多幅

国外作品……这是 7 届中国·嘉兴国际

漫画展历经 12 年的成长和发展。立足

全国、走向国际，这是打从嘉兴办展之

初便明确的定位。这些年来，它始终坚

持着这一点。

2010 年 10 月 31 日是个值得铭记的

日子。因为就在这一天，中国·嘉兴国

际漫画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与法国圣

于斯特市签订“艺术节建立友好交流关

系意向书”，这座已举办过 29 届国际漫

画节、被公认为“幽默漫画之都”的城市

与嘉兴成功携手。其时，一场中法漫画

作品展为嘉兴带来一道既充满中国风

味又独具法国情调的艺术大餐。

2012年 11月 5日，继法国圣于斯特

市后，嘉兴与另一座世界著名漫画城市

保加利亚加布罗沃市再度签订漫画友

好交流协议。以漫画艺术为媒介、以城

市联姻为手段，嘉兴进一步打开了与世

界交流对话的窗口。

今年 10 月 25 日，由中国美术家协

会、嘉兴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七届

中国·嘉兴国际漫画双年展再度揭开帷

幕。本届双年展以“我的梦”为主题，以

1701 件展览征集作品创下历届作品数

量之最。学术研讨会、少儿漫画作品

展、国际漫画名城“嘉年华”、阿根廷当

代漫画作品邀请展等 6 项活动内容为

参会代表奉上了一场国际漫画艺术的

饕餮盛宴。

“在本届漫画双年展上，嘉兴还与

希腊共和国伯罗奔尼撒大区和中希经

济文化发展促进会共同签订了建立文

化艺术交流友好关系意向书。”嘉兴市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市文联主席

金琴龙说。嘉兴“漫画之城”的深厚历

史底蕴和丰厚文化内涵，也将通过更多

固定的纽带和坚实的桥梁传向世界。

嘉兴文化交流代表团赴法国圣于

斯特市、保加利亚加布罗沃市进行文化

交流；“嘉兴之子”漫画作 品 展 在 保 加

利亚加布罗沃市、日本东京市进行展

出；嘉兴美术馆、丰子恺纪念馆、张乐

平 纪 念 馆 与 加 布 罗 沃 市 幽 默 与 讽 刺

艺 术 馆 共 同 签 署“ 国 际 友 好 馆 ”漫 画

交流协议……嘉兴怀揣文化自信，打造

着国际漫画之城。

全民，建设漫画之都的文化自强

朱自尊原本是个业余漫画爱好者，

如今却是中国漫画的一个领军人物。

2003 年，首届中国·嘉兴国际漫画展的

举办让他备受启发。次年一举夺得第

二届中国·嘉兴国际漫画展铜奖的他更

明 确 了 自 己 的 漫 画 发 展 方 向 —— 漫

像。随后，他在全国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大大提高，数次参加国内、国际大赛，并

于 2006 年获得中国漫画最高奖——金

猴奖。“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中国·嘉

兴国际漫画展成就了现在的我。”朱自

尊说。

办展不仅在于振兴漫画之乡，打造

漫画之城，更在于建设漫画之都。要实

现从漫画之乡、漫画之城再到漫画之都

的“三级跳”，全民参与是不可或缺的元

素。在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艺委会主

任徐鹏飞看来，一个漫画展要想成功，

不仅需要有持续发展的理念，更必须大

力培养本地漫画家和漫画爱好者。

2012 年 11 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

授予的全国首个“中国漫画创作基地”

落户嘉兴，中国漫画创作基地（嘉兴）办

公室随即成立。嘉兴建设漫画之都迎

来新的契机。

2013 年 2 月，全市少儿漫画临摹创

作比赛举行。依托中国漫画创作基地，

在 3 个多月的巡回展览与辅导活动中，

嘉兴着力推进市民从旁观者到参与者

的转变，推动着展览效益从短期向长期

的延伸。携手高校动漫专业培养原创

人才，举办少儿漫画培训班培养后备人

才，嘉兴漫画辐射多方。

10 月 25 日，伴随着第七届中国·嘉

兴国际漫画双年展的揭开帷幕，“漫画

美学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学术研讨会

同步举行。来自国内外的漫画研究者、

漫画爱好者以当下漫画艺术发展为学

术视角，以漫画创意产业发展为主题，

就漫画艺术对人们生活影响的价值、漫

画与动画产业的关联性、漫画创意产业

对社会经济增长的作用等话题展开研

讨，在思维的碰撞、观点的交流中寻找

着推动漫画事业发展的“良方”。

“推动漫画艺术与相关产业相互促

进、共同发展，让中国原创漫画走向专

业化、国际化、多元化的发展之路，嘉兴

开创着中国原创漫画发展的新时代。”

嘉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市

文联副主席胡晶表示。

培育本土漫画人才，鼓励全民参与

活动，探索产业发展路径，在不断的努

力中、在积极的建设里，嘉兴不断挖掘

着漫画之城的潜力、凝练着漫画之都的

实力。以漫画为名，增强文化竞争力影

响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它也是

嘉兴建设文化强市的实践过程。在唤

醒文化自觉、建构文化自信后，文化自

强的时代也已到来。

武术与中国悠久的历史息息相关，

深入到军事、体育、文化等众多领域，是

当之无愧的中国名片：咏春传人李小龙

的功夫片曾风靡全球，中国武术指导被

西方动作电影奉为座上宾；武侠文化，

更是有着全世界华人共同语言、华人世

界的成人童话之称。

然而就像 多 数 非 遗 项 目 一 样 ，武

术在近现代的发展同样遭受了不少曲

折。鸦片战争后，武术在“坚船利炮”

的威力下显得不堪一击；而在奥运会

等各种现代国际性赛事中，也少有中

国功夫参与，更让不少人对“国术”的

竞技性、实战性产生了怀疑。

关 于 武 术 入 奥 难 的 问 题 ，在 国 内

学者看来，是传统中国武术与西方竞

赛观的差异。但学者们同时认为，差

异的存在并不代表武术不如其他搏击

术。武术是具有强烈民族传统文化特

色的学科体系，它还融合了中国古典

养生医学、哲学的阴阳五行，以及道德

伦理、宗教习俗等诸多文化。而武侠

电影、游戏，就如同西方的魔幻文化、

日本的忍者文化一样，代表了中国本

土流行文化中飞扬激烈的一面，塑造

出许多中国面孔的经典形像，并承担

了对外文化输出很重要的一份责任。

因此，武术的传承在当代意义重大。

说 到 武 术 的 传 承 问 题 ，北 京 市 武

术协会分管非遗工作的谢作瑞感慨很

多。他认为武术传统 的 师 徒 传 习 制 ，

造成了有限的师徒配比，是制约武术

人 口 基 数 长 期 难 以 扩 大 的 原 因 。“ 师

徒之间等级森严，拜师是一个神圣的

仪式。所以在很多拳种里，一个师傅

一辈子就带那几个徒弟，怎么可能把

拳种普及开来？”除此之外，谢作瑞还

见 过 不 少 传 统 武 术 门 派 内 的 传 承 纠

纷，“一个拳种只要分出不同的门派，

那多多少少就会出现争议，大家很难

做到有益交流，良性循环。我觉得这

个 领 域 在 思 想 意 识 上 还 是 有 不 太 开

放的心态。”就拿太极拳来说，它是传

统 武术中社会普及 度 最 广 的 拳 种 ，而

同 样 也 是 传 统 武 术 门 派 之 争 问 题 的

典 型 ，杨 氏 、陈 氏 、孙 氏 等 众 多 门 派 ，

各 有 所 长 ，武 当 太 极 传 人 王 明 山 说 ：

“ 每 次 开 会 ，坐 在 一 起 就 容 易 争 论 。

太极本来承载的是一种和谐的文化，

我们为什么不能说说各自好的地方，

取长补短呢？”

对 于 传 统 武 术 在 当 下 的 传 承 传

播，谢作瑞表示北京市武协已经开始

进行积极有效的尝试。“可视化、科学

化、数据化”，是其核心理念。谢作瑞

解释道：“传统武术教育周期很长，传

承方式古老，很多还停留在意会的层

面上。对于个人而言，传承效果难以

保证。我们想通过现代教学手段，即

多媒体展示、科学数据佐证，让传习双

方都能产生更好的互动，并加深对武

术量化的理解。”

而 在 扩 大 武 术 人 口 方 面 ，北 京 市

武协则希望联手教育部门。谢作瑞透

露：“我们和北京市教委、各社会武术

俱乐部合作，在大家一致努力下，武术

已经和冰雪项目、足球等重大体育项

目一道，被列入北京市教委一类项目

和 技 能 提 升 计 划 。 有 这 个 体 系 做 支

撑 ，学 生 们 如 果 报 名 参 加 各 类 正 规

武 术 俱 乐 部 ，就 可 以 享 受 70% 的 学

费 补 贴 ，这 样 就 可 以 鼓 励 大 家 多 去

武 术 俱 乐 部 。 我 们 就 是 要 通 过 这 种

大 众 播 种 式 的 教 学 ，扩 大 武 术 人 口 ，

增 加 从 中 选 才 的 机 会 ，同 时 做 好 武

术 普 及 工 作 。”

“ 互 联 网 + ”理 念 也 同 样 影 响 到

了 武 术 传 承 领 域 。 近 日 ，“ 全 国 武 术

俱 乐 部 联 赛 ”在 京 启 动 ，相 关 组 织 者

试 图 用 互 联 网 的 力 量 ，结 合“ O2O ”

的 运 作 方 式 ，通 过 武 术 传 媒 、武 术 联

赛 、自 媒 体 运 营 平 台 等 形 式 ，带 动 传

统 武 术 产 业 的 发 展 。“ 我 国 传 统 武 术

流 派 受 官 方 认 可 的 有 130 多 种 ，我 们

将 全 面 整 合 各 门 派 资 源 ，全 力 推 进

各 个 武 林 门 派 向 现 代 体 育 竞 技 俱 乐

部 转 换 ，组 织 全 国 武 术 联 赛 ，将 这 些

资源盘活。目前，以各门派名字命名

的现代体育竞技俱乐部已逾百家。”活

动组织者于洪波表示，将借鉴世界上

成熟的格斗赛事的竞赛规则，以“对抗

性技击”为核心，促成传统功夫选手职

业化，推动中华传统武术向现代化体

育产业发展转型。在运营手段方面，

于洪波表示，将运用微信、微博、搜索

引 擎 、App、视 频 网 站 等 互 联 网 手 段 ，

与影视项目、全国武术俱乐部联赛、武

术传习馆等项目实现线上线下的有效

联动，全面整合武术产业链资源，用全

新的商业模式振兴中华武术。

本报讯 （记者王连文）揉泥、

拉坯、修坯、瓷上作画……近日，一

场别开生面的“青·靖之约”龙泉青

瓷技艺体验活动，在位于北京什刹

海西海湖畔板桥胡同二条的“靖舍”

举行。

活动中，不仅展出了宋元时期至

清代各个时期的珍贵龙泉青瓷制品，

还发布了《草木间》、《谦容》、《莫》三大

系列青瓷艺术品，这些文创作品在秉

承传统龙泉青瓷制瓷技艺的同时，特

别注重将传统文化元素和当代人的

审美观相融合，温润中凸显自然，沉

静中透露端凝。特别是《草木间》系

列作品创作者、畲族女艺术家兰宁

莉，现场介绍由其创烧“釉上、釉中、釉

下”龙泉特色高温绘彩青 瓷 ，以 及

《莫》系列创作者张伟靖展示的制坯

技艺，吸引大批观众驻足。

浙江龙泉青瓷始于三国时期，

兴盛于宋元时期，具有“青如玉、明

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等特点，一度

沿海上丝绸之路出口至南亚、东非

等国家。2009 年，龙泉青瓷传统烧

制技艺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

从漫画之乡到漫画之城再到漫画之都

十二载，嘉兴铸造全新城市文化名片
耿俪洳

本报讯 （记者王学思）近日，

由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局主办的 2015 中国竹纸保护

与发展研讨会在富阳举行。

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竹

纸研究专家、行业协会负责人、书画

界代表以及竹纸产区代表分别就竹

纸制作技术的区域特点、竹纸的历

史文化与艺术价值和传统手工竹纸

的发展模式等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复旦大学文物和博物馆学系副主任

陈刚表示：“在我 10 余年从事手工竹

纸的调查与研究过程中，一方面为

我国竹纸技艺的精妙与多样性所折

服，同时又为这一技艺的迅速衰亡

而 感 到 担 忧 ，甚 至 可 以 说 是 灰 心 。

此次会议是全国首次以竹纸为专题

而举行的研讨会，会议不仅反映了

竹纸领域的研究前沿动态。同时，

在会上和会下的交流中大家献计献

策，能够感受到与会代表对于竹纸

保护和发展的关切和热情。”

会后，与会专家还调研走访了

富阳当地的多家手工造纸基地和造

纸作坊，对富阳竹纸产区的生产性

保护实践进行了考察。

专家学者研讨皮影传承
本报讯 （记者胡芳）近日，全国

皮影 艺 术 界 专 家 学 者 在 京 召 开 研

讨会，就新时期传统皮影艺术的保

护 、发 展 与 传 习 工 作 ，进 行 了 专 题

研讨。

魏力群、王锦强等专家学者以及

来自北京、河北、山东、甘肃等地的皮

影老艺术家和各地多所皮影学校老

师代表出席会议。与会者认为，皮影

是真正的民间艺术，为基层百姓服务

始终是皮影艺人追求的方向。目前，

国家对非遗技艺高度重视，为皮影艺

术发展提供了政策保证，脚踏实地，

认真传承好皮影艺术，指导年轻人排

出更多贴近人民生活、百姓喜闻乐

见的皮影戏，是老艺人、艺术家最重

要、最光荣的职责。

会议还宣布，“金龙奖”2015 全

国首届少儿皮影大赛将于 11月 29日

在北京举办。大赛由北京市教委学

生艺术委员会主办，得到了中国民

间文艺家协会、团中央、中国妇女发

展基金会的支持，来自北京、山东、

内蒙古的 16 个少儿皮影剧社将参

赛。活动将以公益形式，积 极 贯 彻

“民族艺术进校园”的指导思想，鼓

励 少 年 儿 童 参 与 。 活 动 将 考 验 每

个 少 儿 皮 影 剧 社 和 辅 导 老 师 的 编

剧、导演、操纵、配音、故事主题、角

色 配 合 能 力 ，主 要 有 自 选 节 目 、现

场即兴表演、皮影知识问答和才艺

表演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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