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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万象

本报讯 （记者唐弋）2017 年“阅读北京——‘心阅书香 共读共享’全市诵读

大赛”自启动以来，颇受阅读爱好者的追捧。此次诵读大赛分为初赛、决赛和成果

展演 3 个阶段。初赛由首都图书馆以及北京市各区公共图书馆共同组织开展，通

过海选的方式，召集北京市民参加比赛，从而为爱好诵读的人们搭建展示的平台，

助力书香北京建设。目前，活动已进入决赛阶段。

本次诵读大赛线上线下同期开展，为读者参与比赛提供了便利。线上的网络赛

区鼓励大家使用手机等移动设备参赛；在线下，“诵读地图”指引诵读爱好者走进全

市公共图书馆的朗读亭。在文化志愿者的帮助下，诵读者可以在朗读亭内完成作品

诵读和上传音、视频作品。

“阅读北京”诵读大赛在京举办

速 递

动漫已是公认的产业动漫已是公认的产业““风口风口”，”，在大量年轻人涌向动漫产业时在大量年轻人涌向动漫产业时，，却有一位年届花甲的画家却有一位年届花甲的画家，，要将自己前后要将自己前后 33次次、、历时十几年创作的历时十几年创作的

““格萨尔王格萨尔王””题材的电影搬上银幕题材的电影搬上银幕；；同时联合中外力量制作同时联合中外力量制作《《红山龙红山龙》》动漫动漫 33部曲部曲，，打造具有中国文化印记的动漫巨制打造具有中国文化印记的动漫巨制。。北京大学软件北京大学软件

与微电子学院数字艺术设计系教授王伟表示与微电子学院数字艺术设计系教授王伟表示，，十八大十八大、、十九大以来对文化强国十九大以来对文化强国、、文化自信精神的号召文化自信精神的号召，，是他梳理中华文明文脉是他梳理中华文明文脉，，再次再次

焕发艺术冲动的巨大动因焕发艺术冲动的巨大动因。。

中国动画的“老骥”精神

□□ 本报记者 郑洁

与《格萨尔王》的三次情缘

王伟是集动画、油画、连环画于一

体的艺术家。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连

环画还是脍炙人口的一种读物，那时

的王伟就已经是中国权威连环画期刊

《连环画报》的重点作者，曾获得多项

连环画大奖。

从 1988 年始，全国的美术出版社

开始大量退稿，与以往重金约稿的状况

不可同日而语。由于日本卡通和漫画

短时间内就席卷了中国南北，连环画家

的“行情”江河日下，这种状态一直延续

到 90 年代，甚至当下依然存有影响。

也是从那时开始，许多连环画家纷纷转

行，搞起了动画和漫画。

彼时的中国动漫刚起步，作者、读者

资源很薄弱，制作水平处在低幼阶段，制

作力量主要集中在广东和上海。1992

年，带着对动漫的憧憬，已经年过 40岁的

王伟和爱人张莹踏上了开往深圳的火

车，开始了动画、漫画人生的旅程。王伟

进动画圈时已是知名的连环画家，这么

好基础的人才在当时的动漫圈很稀少。

他在公司期间主要参与制作迪士尼动画

系列片。后来，王伟北上开始为央视制

作动画，为《菲菲的行业》《海尔兄弟》《三

毛流浪记》等众多动画做前期，其中，206

集动画片《海尔兄弟》中有 175期是王伟

制作的前期场景设计。

1999年，国内动画界的元老级机构

上海美术电影厂要和美国机构共同投资

制作西藏民间传颂的英雄史诗《格萨尔

王》，王伟为其担任总场景设计，前后共

画过 147幅场景图，这项合作却因各种

原因夭折。2014年，好莱坞著名导演，曾

执导电影《地心引力》《黑衣人》艾里克也

想做西藏主题，暂名《迷踪》。王伟说：

“一开始的场景设计是美国人画的，但是

导演一直不满意，总感觉画的不是西

藏。后来看到自己之前创作的《格萨尔

王》场景设计后，才感到与心中的西藏风

貌契合。虽然当时我也还没去过西藏。

但是对于创作的灵感，我还是有自信

的。”这充分证明了对于中国的艺术题

材，中国艺术家应该保有创作上的自信。

今年，王伟的“格萨尔王”梦迎来了

新转机。国内电影导演路奇将亲力打造

动画电影《格萨尔王》，并选定王伟担任

美术导演，负责场景、角色等众多美术细

节和艺术风格搭建工作。“这次应该会成

功。中国的电影导演拍中国题材的动

画，这是好的开端和模式，因为动画和电

影都传承电影语言。”王伟老师说。

为此，王老师在今年 10 月历时半

月深入西藏考察，充分了解藏区文化和

宗教仪式。王伟表示，英雄史诗《格萨

尔王》是藏区百姓集体创作和传颂的，

“格萨尔王”故事发生地位于西藏、青

海、四川等地，可以说史诗“格萨尔王”

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绝佳的文化载体。

目前，电影的投资资金已到位。基

于对格萨尔王的深入了解，王伟推翻了

十几年前自己的一些画作，发挥了更多

创意和想象力。“英雄史诗和上古时代

的魔幻内容，动画是很好的载体，能想

到的就能画出来，配合技术再给做出

来。”他说。

中国“龙文化”已经抬头

2014年，王伟本来要与艾里克共同

打造的草原题材三部曲也随着《迷踪》

的终止无疾而终。那时，王伟曾走遍内

蒙古多地，参阅黑城西夏遗址等，为艾

里克提供了 40多张场景设计。在此期

间，王伟对中华文明的源头红山文化有

了更加深刻的研究及了解，并为动画电

影《红山·龙》的前期创作积攒了大量素

材。十几年间，王伟为《红山·龙》画下

的场景设计图多达 1000多张，这些场景

在考古基础上进行了丰富的想象，当地

传说怪树林、巨人族等魔幻题材都融入

进了他的笔下。

“虽然红山文化基于内蒙古，但不

能理解为一种地方文化，它是考古界确

认的目前中国文明的最早起源地。”王

伟的创作冲动源于此，目前动画界具有

浓郁的中国艺术风格、代表中国艺术高

度、讲述中国语言的作品，精品很少。

2006 年，张莹创立了一本集动画、

漫画、游戏、概念艺术为一体的《幻想艺

术》杂志，王伟一直担任艺术总监，把握

着杂志的艺术水准及质量。他们时刻

关注着国内动漫产业的发展。当“花木

兰”被美国人拍完，“熊猫”也中西合体

后，王教授很关心是否“中国龙”也会有

一天被西方看中，将以何种面貌呈现？

此后不久，就传来由法德电视台 AR T E

投资拍摄的纪录片《龙的传说》的消息，

《指环王》首席概念艺术总监约翰·豪也

参与其中。由于约翰·豪很早得知王

伟创作的《红山·龙》，于是将王伟的前

期创作推荐给纪录片团队。王伟的创

作得到主创团队的欣赏和认可，并邀

请王伟正式参与该团队，《龙的传说》

也将给中国留下 90 分钟的关于中国

龙的故事，制作也变成了中外合拍联

合制作。

“《红山·龙》将依托考古界对上古

文明确立的古国、方国、帝国几个阶

段，分为三部曲，约翰·豪也将参与其

中，并将和我共同做前期设计。我也

希望能吸引这个纪录片团队为我服

务，为中国打造文化品牌。”王伟说，他

在漫画和动画领域从业近 40 年，“文

化强国、文化自信、中国原创”等国家

的精神导向，让他感觉自己之前所做

的功课都有了用武之地，又进入了蓬

勃的艺术创作冲动期。

王伟不参与影片投资，但主导前期

原创和创作团队组建，故事大纲、场景、

角色、模型、雕塑等他都已做完。对于

引入国际团队讲述中国故事，他认为，

“指环王模式”是场景由加拿大人设计，

在新西兰拍，讲的是英国的故事——只

要文化内核是中国的，应该借助多方力

量互助共赢。

中国动漫的根在哪儿？

如今，包括动漫在内的中国文化产

业，正跟国际展开频繁的交流合作，技

术上的更新也与世界步伐不二。那么，

如何在一种世界趋同的面貌下保持中

国文化的根或中国的美学风格？

王伟认为，创新是在传承的基础

上。比如，三维等数字艺术表现手法和

技术软件发展迅猛，但不能因此就把二

维丢掉。电影《阿凡达》是数字技术的

里程碑，却仍传承二维手法。中国近年

来的《大圣归来》《大鱼海棠》进步很大，

在背景上下了很多功夫，绘画风格较

强。可电视动漫上看，仍被“喜羊羊”

“熊出没”等低幼作品占领，网络频道风

靡的一些国产动漫从情节、构图、人物

形象等都是模仿的日漫。

王伟认为，动漫领域的美学教育和

艺术实践，目前是有断层的。他的青年

时期正成长于中国动画最突出的时代：

50年代的《大闹天宫》、60年代的《三个

和尚》、80 年代的《山水情》等。“首先，

那个时代的动漫创作者都在艺术上有

深厚积淀，本身就是漫画家或工美大

师，这跟现在活跃的‘80 后’‘90 后’是

完全不同。艺术一定是要经过文化熏

陶和无数的实践去积淀，文化底蕴和经

验等带来的差距，在宫崎骏和他的学生

的作品中就能明显看出。其次，吴山明

的水墨《山水情》拍成动画，《三个和尚》

背景就是写意风，它们都带着中国画的

留白艺术、写意叙事等美学典型性。”王

伟表示，中国的二维美学不能丢，并考

虑将其用在《红山·龙》的背景设计中。

王伟认为，连环画形式也应该继承下

来，它是最能训练一个人的编故事、分

镜、空间联系等能力。

而至于现在年轻动漫人才的通病，

王伟教授和张莹老师直指原创精神的

缺失。由于软件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

各种素材的挪用、拼贴、组装甚至盗用

成了通病，很少有年轻人沉下心来思

考，从自己对艺术的领悟和实践经验里

去挖掘。

张莹表示，目前仍风靡国内的日

本动漫其实泥沙俱下，早些年的《蜡笔

小新》在中国很火，在日本却是禁播

的，因为有很多糟粕。在张莹看来，现

在很多年轻人的漫画都在“说画”（强

行靠对白等驱动剧情），而画画功底很

差。这是由教育和生存环境等决定

的，也需要在创作上沉下心来把前期

做好。“在迪斯尼，办公楼都是设计成

金字塔式的，下层普通设计人员最多，

顶层人才都是单独的办公室，人最少，

下层都得仰望上方。“张莹说，未来，他

们将和约翰·豪联合开设动漫高级研

修班，主要方向就是为中国动画培养

前期设计的高级人才，以弥补当下的

一些断层。

本报讯 10月 13日，由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与贝发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联合主办的“发扬工匠精神，用心做中国最好的笔”发布会在京召开。会上，贝发

集团首席设计经理谢健哲对产品进行了推介。

中国制笔协会理事长王淑琴说，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制笔从笔头材料、墨水

等方面实现了关键技术国有化、核心部件国产化，这也为中国制笔不再受制于人，

打造更高端、更高品质的国产好笔奠定了基础。贝发集团董事长邱智铭表示，企业

会不断进行技术革新、工艺创新，努力为消费者提供更新颖、更时尚、更有文化内涵

和科技含量的国笔。 （邓华）

贝发集团打造有文化科技内涵的笔

□□ 听海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离

不开全身心的投入和脚踏实地的践

行，多年以来，山东省莱西木偶第五代

传承人姜玉涛和他的团队自觉传承、

自信践行，逐步走出一条非遗传承和

发展的“星光大道”。

莱西位于山东半岛腹地，是莱夷

文化的重要发源地。1978 年，莱西出

土了 2000 多年前的西汉大木偶，在国

内外考古界和木偶界引起轰动，莱西

也因此被业界认为是木偶艺术的重要

发源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莱西木偶

的身影渐行渐远，以至于几乎被遗忘，

直到 2006 年文化普查，莱西木偶才被

重新发现，并逐步走向复兴。

2012 年，在莱西市政府的支持下，

莱西木偶艺术实现了由民间小戏班向

专业艺术团的变身，姜玉涛注册成立

了青岛大汉偶歌木偶艺术团，开始了

莱西木偶艺术传承和发展的历程。

生存中谋发展

姜玉涛原本是莱西小有名气的电

脑经销商，接手木偶项目之后，他带领

团队成员深入研究莱西木偶的特点，

了解观众对木偶艺术的感受和期望，

并率团拜访上海、江苏扬州、山东泰安

等业界同行，参观学习并积累经验。

按照姜玉涛的经商经验，增加演

职人员数量、扩大剧团规模是快速发

展木偶事业的关键。“一开始就招聘了

15 名演员，一年下来不仅没有收入，40

多万元的费用还打了水漂，人员几乎

走光……”谈到当年初创时的感受，姜

玉涛非常凝重，但创业初期的挫折似

乎对木偶艺术的后期发展提供了经

验，之后的几年，莱西木偶的发展步伐

相对稳健。

生存谋发展，内功创口碑，艺术团

研究调整了发展策略，他们不再急于扩

大规模和对外演出，苦练基本功、编创

新剧目成了他们的日常工作，之后他们

经常主动举办木偶剧进社区、学校、敬

老院等公益演出活动，演员的技艺水平

逐步提高，剧团的社会影响逐步扩大，

小型的商业演出也随之而来，年轻的莱

西木偶剧团最终得以生存下来。

不等不靠 探索前行

同全国大多数非遗项目一样，莱

西木偶也在不断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

道路，他们不等、不靠、不要，在摸索中

前行，在前行中壮大。

“思路决定出路”是姜玉涛的人生

哲学，他认为，莱西木偶项目是老祖先

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莱西又是木

偶艺术重要发源地，是木偶艺术之乡，

发展木偶艺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木

偶艺术不能仅限于传承，更重要的是

创新与发展。

根据市场特点，他们调整了演出剧

目，在保留传统幕后剧的基础上，创新

编排了人偶同台木偶剧，演出过程中两

种形式有机交融、相得益彰，很受观众

喜爱。受众方面，他们瞄准少年儿童群

体，开发了大量的童话剧、动漫剧。在

木偶造型和制作上，他们充分利用现代

科技和材料，利用纸浆翻模、模具发泡

等技术制作的木偶既轻盈灵活、又可安

装比较复杂的操纵机关，赋予了木偶更

多的灵性，增加了舞台的艺术感和神秘

感，引起许多少年儿童的追捧。

自主自发、主动践行是莱西木偶

艺术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秘诀，他们

将先进的营销传播理念用于非遗传承

和发展，不计得失、不辞辛苦，积极参

加政府和社团组织的各种活动，并严

格自律、一丝不苟，因为好的口碑才是

最好的传播。近年来，莱西木偶经常

被我国澳门、台湾等地区和瑞典、美

国、日本等国家邀请参加各种文化交

流活动，所到之处均受到好评。

为了更广泛地传播传统文化，今

年 10 月，莱西木偶联合社会力量在青

岛乐客城成功举办了 2017青岛首届木

偶艺术文化节，展出了 2000 多年前的

西汉时期大木偶，以及古今中外木偶

作品近百件，演出 32场次，活动受众超

过 50多万人次，实现了社会效益、经济

效益双丰收，开创了非遗文化现代传

播的新模式。

着眼未来 砥砺奋进

“做有思想、有理想的传承人”，谈

到莱西木偶的未来发展，姜玉涛充满

信心，他说，非遗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

神财富，传承是基础，发展是出路，非

遗项目要用心去做，不能蜻蜓点水、华

而不实，只有砥砺奋进、脚踏实地才能

发扬光大，无愧于中华文化复兴的好

时代。

“作为木偶艺术重要发源地，我们

不能没有木偶博物馆。”姜玉涛说，集木

偶剧演出、衍生品开发和木偶动漫影视

传播为一体的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

之路是莱西木偶的发展方向。他们不

仅要筹建木偶艺术博物馆，还准备筹建

木偶艺术剧场、木偶 DIY 梦工厂和木偶

动漫影视基地，让古老的非遗文化充分

融入到现代生活，融入到休闲旅游、益

智教育、文化创意、动漫影视等领域，实

现木偶事业的产业化运营。

姜玉涛说，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创

新不仅任重道远，而且必须顺应新时

代、新观念要求，植入并善于运用现代

传播理念和互联网思维，坚持职业操

守、坚守匠心精神，将更多数量、更高

水平的木偶艺术精品和文化食粮奉献

给社会，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中华传

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中来。

莱西木偶：传承中的创新发展

王伟创作的《红山龙》场景之一——红山龙从昆仑山走来

本报讯 由首都文明办、门头沟区委、区政府主办的“浓情北京 感恩重阳”

2017北京重阳文化节于 10月 28日在门头沟区妙峰山景区启动。

本次活动将全面调动历史文化资源、深刻发掘区域艺术特色，以点带线、以线

促面，紧紧围绕“情怀·祝福·相伴·感恩”的主题，设置了“妙峰登高，祈福重阳”——

重阳节登山大会、“浓情北京，感恩重阳”——重阳节文艺演出、“国粹经典，情暖重

阳”——重阳戏曲进基层、“孝亲敬老，相伴重阳”——公益走进敬老院四大板块活

动，全面烘托孝亲敬老、浓情感恩的节日意义，传递“孝心”“爱心”“善心”的社会正

能量。 (木鱼)

“浓情北京 感恩重阳”2017北京重阳文化节启动

本报讯 （记者马霞）为庆祝北京风雷京剧团 80周年、北京杂技团 60周年、北

京皮影剧团 60 周年建团华诞，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7 日，“天桥魂”纪念建团华诞系

列活动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举办。

在剧目方面，北京风雷京剧团将分别献上话剧《缂丝箭衣》以及京剧《九江口》，

其中话剧《缂丝箭衣》系首次公开演出；“天桥魂”图片和实物展将在天桥艺术中心

天幕下开展，同时将组织非遗活态展及互动体验。此外，还将举办“京剧的传承与

创新发展”“杂技的传承与创新发展”两场主题论坛，探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据了解，近年来北京市委市政府、西城区委区政府都高度重视传统文化发展，在

剧目创排、宣传、奖励方面给予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使得很多传统剧目得以复排。

“天桥魂”纪念建团华诞系列活动启动

青岛首届木偶艺术文化节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