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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光中的 《格萨尔》 史诗艺术展”近日在北京开幕，这也是圆
光格萨尔说唱在北京的首次公开演出。《格萨尔》是世界最长的史诗，是
关于藏族古代英雄格萨尔神圣业绩的宏大叙事。圆光格萨尔是格萨尔
众多艺人类型中的一种，且是一种极为重要而特殊的传承方式。

开幕式上，圆光艺人才智仁波切表演了圆光格萨尔史诗说唱。!"位
专业模特和少数民族女子以现场走秀的方式展示了!"套格萨尔王妃的
服装，这些服装均是根据圆光显现的图示制作而成。展览的画作共约
!#$幅，是来自青海的%位画师根据圆光图像的独特特征，综合运用传统
唐卡绘画技法、油画技法和工笔画技法，历时&年绘制而成。（王慧丽）

圆光中的《格萨尔》艺术展开幕
!拾遗

公元 '"($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火烧圆明园，十二

生肖兽首铜像开始流失海外，其中鼠首与兔首被法国人收

藏；牛首、猴首、虎首、猪首、羊首和马首铜像已回归中

国，收藏在保利艺术博物馆；龙首、蛇首、鸡首、狗首则下

落不明，成为圆明园海外流失文物的象征，也成为爱国情结

“夺宝”、“寻宝”、“护宝”的象征。

公元 )*(+年，成龙 ( 岁，进入中国戏剧学校读书是一

生事业的开端。从《蛇形刁手》破空而出，到一身好功夫走

上银幕被人认知；因为不怕死，真拼真干部部电影搏命。成

龙的功夫神话，几经起伏跌宕，备受全世界影迷的推崇，终

于定格于顶峰处，成为功夫片的金字招牌，成为中国功夫的

象征。

《十二生肖》据说是成龙的 !$!部电影，当 !"($年丢失

的龙首与年届 ($ 岁的成龙以功夫片的组合再次面对观众，

其必然又是一部搏命之作。与其说《十二生肖》是一部有关

“圆明园兽首”的夺宝传奇，不如说它是对成龙从艺以来功

夫片的大总结和大回顾。从 !*($年那个习武学艺的少年开

始，成龙注定了其为功夫片扬名立万的人生路程，从这个角

度上看，《十二生肖》在寻找龙首的同时，追溯并再现了一

个立体的成龙。

成龙一直坚持自己独有的风格， 《十二生肖》 亦不例

外。他将令人捧腹的幽默与令人拍案叫绝的特技动作融于一

体，并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将动作片的发展推向新的境界。

《十二生肖》是一部应有尽有的成龙作品，有夺宝历险与个

人英雄的主题回归，有团队合作与独挑大梁的斗智斗勇，有

性感善斗的娇娃与楚楚动人的美人，有火爆刺激的枪火与精

彩十足的格斗，还有忍俊不禁的追逐戏与目不暇接的拳拳到

肉。虽然现代电影蒙太奇技术可以将人类的许多梦想变为

“现实”，但影片中仍然能看到，成龙以他“($ 岁的高龄”

坚持亲自完成那些令人惊心动魄的特技动作。所以，观众还

是能从成龙身上看到当年功夫巨星的诚意与认真。

《十二生肖》中许多动作场面看似新奇，其实都能从成

龙以往电影中看出端倪，只不过在新技术下变成“升级加强

版”。比如在法国古堡追逐战，屋顶变身蜘蛛人狠斗，花园

迷宫降落伞逃生，都能看出其在《,计划》中的辗转腾挪的

影子。正反两大集团核心战将贴身搏命格斗，海陆空极限开

打等多场精彩打斗，或许更像 《飞鹰计划》、 《尖峰时刻》

的经典桥段。

岁月毕竟不饶人， 《十二生肖》 里的成龙尽管身手如

故，却有些沧桑和老态。但他的拼劲依然让人佩服，结尾处

那奋不顾身的一跳，更将一个以表演为生命的演员的忘我体

现无疑。《十二生肖》可能是以成龙为主角的最后一部功夫

片，无论影迷的最终评价如何，它毕竟带领观众重温了成龙

功夫电影的精华，重温了那些为功夫片热血沸腾的岁月。

寻找龙首 追溯成龙
———电影《十二生肖》观感

刘英杰

本报电 （记者赵晓霞） 记者近日从全国文物局长会议
获悉，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年中

央财政文物保护专项资金达到$!%亿元，比!&$$年增长'&(；其

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维修保护)$亿元，博物馆免费开放

'&亿元，抢救性保护性设施建设$&亿元。专项经费增加了对大

遗址、申遗等项目的支持力度，对西藏、新疆等边疆、少数民族

地区及贫困地区给予了更有力的支持。地方文物保护经费投

入也大幅增加，如北京市由$*+亿元跃升到$&亿元。

据介绍，今后相关专项经费还会保持稳定增长，但这些

增加的经费该如何分配？国家文物局确定了 ,个重点支持的

方向，一是继续适当向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倾

斜，同时要向文物保护工作成绩突出的地方倾斜。二是适度

从紧，已完成本阶段保护任务的不再追加，经费到位不能按

期完成的也不再安排。三是向濒危的急需保护的、存在安全

隐患的、存在重大事故险情的文物保护项目倾斜。四是向即

将获公布的第 -批国保单位倾斜。五是向大遗址保护适当倾

斜。六是向一些处于特殊情况的文物保护项目倾斜。

其中，今后几年需要重点投入的重大项目有：彩塑壁画

的修复保护，包括福建、广东、重庆、江苏在内的涉台文物

的保护，典型的近现代建筑（包括名人故居）保护，古村落

古民居保护，重大考古发掘项目及报告物的出版，大运河及

丝绸之路的申遗，大遗址保护中的西安片区、洛阳片区、荆

州区和曲阜区，长城、明清皇家建筑、大型石窟寺的保护，

南海一号、西沙海域、福建平潭、丹江口水库和青岛胶州湾

等水下文物保护项目以及涉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全改

造的项目，可移动文物中重度腐蚀的文物的修复等。

“文物保护重大项目是文物事业的重要支撑。重大项目

花了我们大量精力。”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说。他表示，

今后要继续加大重大项目的管理和评估工作，提高对资金的

使用效率，改变过去开工多竣工少的现象，少做“大尾巴”

工程，真正使经费的使用透明科学。而今后文物保护经费使

用的基本准则为———一个确保：确保对重大文物保护项目的

支持。两个适度：适度从紧安排，控制新开项目。三个更

加：更加注重对文物本体的保护、更加注重经费投入的质量

与效益，更加注重调动地方与社会的积极性。

当天，大会还为新入选的 $- 家国家一级博物馆举行了

授牌仪式，这意味着全国一级博物馆总数达到 $&&家。目前

全国博物馆总数达到 '+%.个，其中，国有博物馆 '&+)个、

民办博物馆 +'+ 个。天津、河北、湖南、湖北等省市博物

馆新馆及改扩建工程进展顺利。#!! 个地市级博物馆纳入

《全国地市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规划》。

算算128亿
文物保护经费这笔账

!"纪录片春暖花开？

#$)#年%月，大型美食类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在央视播出后，受到广泛关注。来
自中国大江南北的传统美味刺激了大家的味蕾，不少观众看得一边流口水，一边刷微
博。

对于中央电视台来说，《舌尖上的中国》只是#$)#年纪录频道打造的精品之一。
《春晚》里陪伴中国观众三十载除夕的
“新民俗”、《故宫)$$》中)$$个承载历
史风雨的空间、《超级工程》讲的普通
工程师的梦想和生活以及最近播出的
《-./01·瓷》中作为全球化商品的青花
瓷等都是纪录频道这一年的主角。在
这一年，纪录频道收视份额的增长率
达到了"&2。

纪录片的主要受众一直是高学
历、高阶层、高收入人群，而《舌尖上的
中国》却为纪录片这一小众的艺术形
式培养了大批的观众。它不仅在吃货
界掀起了一场热潮，也让纪录片人隐约看到了中国纪录片的未来。值得一提的是，新
媒体也从中嗅到了商机，盯上纪录片这片沃土，各大商业门户网站和视频分享网站也
积极开播了纪录片频道，并举办各种纪录片大奖赛。

新媒体时代来势汹汹，3+)&年，纪录片能否抓住媒体变革所带来的机遇，春暖花
开。让我们拭目以待。

#"华语文学阅读热？

3+)3年的文化事件中，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无疑最具轰动性。当随之而来的
“莫言热”尘埃落定时，我们理性审视：莫言获诺奖，对文学乃至文化来说，究竟意味着

什么？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无形之中
是对中国文学一个巨大的推动。近
几年国内图书市场不景气，尤其文
学类图书销售冷清，莫言获奖后很
快迎来了逆市上扬，各地市场上莫
言作品多达数十种。在其影响下，
文学类图书的销量也上涨一倍，有
的地方甚至于出现了井喷现象。

在莫言获奖之前，他的许多作
品就被译成几十种语言，获得许多
国外读者的喜爱。获奖之后，莫言
知名度的大大提升又促进了其作品

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可想而知的是，一些优秀的中国作家和出版商，也将加大自己
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翻译和推广，各国对于华语作品的关注和引进也是可以预见的，
3+)&年，将会有更多的华语文学作品进入国际市场。

诺奖给了中国人一种莫名的信心，而作家们依然在文学这片土地上孤独地耕耘。
中国文学的新时代是否到来了，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诺贝尔
文学奖这一棵树，看到了它所处的华语文学这片广袤的森林。3+)&年，华语文学在世
界范围内将掀起一股阅读热潮也不无可能。

$"小片崛起？

《人再囧途之泰囧》是3+)3年的中国影坛最后也是最大的惊喜。这部由徐峥演而
优则导的电影长片处女作，成本只有&+++万元，但竟然成为了贺岁
档乃至全年的中国电影投资回报率最高的电影。而同期
上映的许多“大投资、大明星、大导演”下诞生
的作品，却落得票房惨淡。在业内人士
眼中，中国电影的3+)3年是内忧外患的
一年，同时也是小成本电影崛起，中式
大片衰落的一年。

尽管曾经辉煌一时的商业大片导演们
依然正襟危坐地质疑着中国观众的品位，
但 《搜索》、 《白鹿原》、 《王的盛宴》、
《大上海》 等中式大片的式微是显而易见的。
同时，一些青年导演们正在为如何讲好一个故
事而不断探索，像 《飞越老人院》、 《神探亨
特张》、《人山人海》、《浮城谜事》和《万箭
穿心》等一批充满人文关怀的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正以其轻松而“接地气”的方式
打动人心。

相较于那些投资成本动辄上亿的大片，小成本显然输得起，正因为这种输得起、
不怕输的姿态，才有了不断探索的勇气。开创武侠片新路数的《倭寇的踪迹》，用荒诞
隐喻人性的《杀生》，和游走于商业文艺之间、带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色彩的《二次曝
光》。它们最后的成败得失都不重要，探索的过程才最为珍贵。而中国电影最需要的，
正是探索。

3+)3年，我们听到最多的是“《失恋&&天》 如何如何”，而3+)&年，“《泰囧》
怎样怎样”的讨论将会持续轰炸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年，一定会有小片崛起的新奇
迹，而这样的奇迹也许会成为常态。

%"韩流大举入侵？

3+)3年，鸟叔的《江南45678》全球爆红，甚至
澳大利亚女总统吉拉德在调侃世界末日的演讲
中也说道：“不管最后我们是死在僵尸、恶魔怪
兽之下，还是韩国流行音乐的全面胜利之下，
如果你对我有所了解的话，那就是，我一定
会为你们战斗到底。”

不少文化界人士再次感慨“韩流汹
涌”。其实，韩流滚滚并不是从《江南45678》
开始，也并不仅仅在音乐界。在我们生活
中，各行各业都能看到“韩流”的影子。

中国“哈韩”人数直线上升，韩星的辐射力也
从韩国本土发散到中国。从安在旭到金喜善、金素
妍、张东健、蔡琳、张娜拉、韩智慧，韩星大举“入
侵”中国影视圈。

除了韩剧和像《江南45678》这样的韩国音乐，
韩国影视剧中男女主角的服装、饰品也受到众多
消费者的青睐。诸多因素影响之下，以韩剧为噱头的韩国旅游业近年来也被拉升。
同时，韩国的美食也开始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年，这股韩流的入侵还在继续……

&"卫视再洗牌？

#+'#年上半年，“限娱令”迫使各大卫视推陈出新，江苏卫视凭借 《非诚勿
扰》、《非常了得》、《一站到底》等新旧节目，收视率持续冲高，加之经营多年的
“幸福剧场”，终于打败了湖南卫视成为收视第一。#+'#年下半年，浙江卫视推出
《中国好声音》，在短短不到 &个月的时间内，秒杀全场成为下半年“霸主”。

#+'&年，随着《中国好声音》的落幕，省级卫视的三大“主力部队”浙江、江苏、湖南
卫视又将如何出招，引人注目。可以肯定的是，“限娱令”和“限广令”的持续发酵将会
促使各大卫视探索新的创新机制，建立新的内容坐标系。各大卫视只有不断创新，重
新编排节目才是竞争中致胜的法宝。可以肯定的还有，往年一台独大的局面可能很难
出现了，卫视竞争将愈加激烈，而这对于电视机前的观众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

2013年文化的5个微猜想
王慧丽 郑 娜

在经过各种“盘点”、“回顾”

和“榜单”之后，!"#! 年终于画下

了句号。这一年，“微”字被评为年

度汉字。从微博、微信到微公益、微

力量……一个“微”字，似乎道尽了

!"$! 年的大事与小事。可以说，

!%$!年最值得欣慰的，是人们越来

越相信，只有微小的进步与改变，才

有时代进步的宏大命题，其中包括文

化命题。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与文化强

国的建成也需要从微处入手，积微成

著。所以，!"$& 年，站在新的起点

上，我们更愿意从最小的 $%个命题

出发，展望未来，然后静静期待它们

背后喷薄的岩浆。

———编者按

图为莫言作品 武 巍摄

图为韩国“鸟叔”朴载相在

澳大利亚悉尼表演。新华社发

图为 #+'#年的电影票房黑马《泰囧》剧照。

图为央视纪录片频道办公区。

图为观众手持

电影票等待观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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