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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城市，若容不下文化创意
的发展空间，那也只是一个没有灵
魂、没有生命力的空间。

2002 年，北京有了 798 艺术区，
其所在地原为北京第三无线电器材
厂，上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工厂逐
渐衰落，由于租金低廉，工厂吸引了
来自北京周边和省外诸多艺术家，逐
渐形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艺术群落。

这种旧建筑活化的文创区，近十
年间在人称“文化沙漠”的香港里亦日
渐发展蓬勃起来。完成历史使命的古
建筑、政府物业、工厂大厦，为创作场地
及艺术聚落的形成提供了新的可能。

老工厦变身艺术工作室聚落

随着香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制造业
黄金时期过去，工业北移，原先企业留
下的大批工厦空置无人认领。自2000
年开始，不少在港定居发展的文化创意
工作者纷纷进驻工厂大厦设立工作室，
以文化产业“活化”老去的工厦。

位于香港新界火炭工厦的艺术工
作室聚落，是香港工厂大厦创意空间
的典型代表。2001年，一班香港中文
大学艺术系毕业生看准火炭工厦租金

低廉，在该地设立艺术工作室创作，
并呼朋唤友，决心实现一个成立艺术
村的梦想。自此火炭工厦开设的艺术
工作室越来越多，逐渐形成香港艺术
圈人所共知的艺术社区——“伙炭”，
意谓在火炭工厂大厦内聚集, 对艺术
充满热诚的一伙人。

2003年起，火炭工厦多个工作室
自发联手举办开放活动，向外界公众
介绍其创作及“伙炭”的概念，让公
众人士按图索骥，交流创作心得和经
验。参与的艺术家来自不同背景，作
品包括绘画、雕塑、 陶瓷、混合媒
介、版画、摄影及录像等。此后，经
过十多年间不间断地举办，这称为

“伙炭艺术工作室开放计划”的活动
逐渐为人认识，现已成为每年一度的
香港本地艺术界盛事。

屠宰场演变成特色艺术村

另一个由政府古建筑活化而成的
艺术区，是位于九龙马头角的“牛棚
艺术村”。其前身是政府管辖下的牛
只中央屠宰中心及牲畜检疫站，建于
1908年，于 1999年 8月停业，并分成
多个单位租给本地艺术家，继而慢慢
演变成牛棚艺术村。进驻牛棚的艺术
团体，大多是香港民间有份量的、较
有实力的大型艺术团体，当中以装置
艺术和小剧场为主。

牛棚艺术村的最大特色是采用红
砖建成，具有西方20世纪初的市集特
色，它沿用西方市场的布局，是香港
仅存的同类历史建筑群，被香港古物
古迹办事处列为三级历史建筑。整个
牛棚布满长长的水泥槽，乃是当时喂
牛的饮食槽，而槽底的铁链及铁环，
至今仍然可见。

环绕艺术村的中庭有五座红砖平

房。每座平房外部皆有铸铁柱支撑，
现全部涂上黑色，与红砖形成强烈对
比。红砖房的外墙种满攀藤植物，使
周围气氛倍添文化艺术气息。在这样
的历史建筑里，各艺术团体均定时举
行展览、表演、工作坊和艺术家分享
会等活动，吸引不少市民前往接触当
代艺术。

为都市留下文化绿洲

无论是火炭、观塘等利用旧建筑
群后出现的聚落，还是聚合于政府物
业的混合式艺术村、私人资助的艺术
村，或者是由志愿团体营运的艺术
村，最大的意义在于给经济条件稍逊
以及新晋的艺术家一个落脚点，提供
机会给有志于文创产业的人士。

一个城市需要发展高增值的文
化消费空间，也要关注中小型创意
工作者的生存空间。就香港目前的
几类文创区，有学者指出，牛棚有
着发展为艺术村的先天优势。视觉
艺术家李国泉认为，牛棚是香港目

前环境最好的艺术村，若能好好发
展，必能成为香港文创区代表。香
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教授谭伟平接受
采访时表示，海岸沿线的博物馆群
串连起的文化路线，也有空间发展
成香港将来的文化艺术地标。

有人认为文创区在亚洲出路不
多，而且开始出现商业化的现象，谭
伟平表示：“避免使同一类型的艺术
模式独大，才能有持续发展。”在全
世界都有“商业化”发展倾向的前提
下，他建议文创区可尝试制定新旧租
户的轮替机制，借此吸纳不同形式的
艺术生态，“文化的多元发展及选择
才能平衡商业的单一化。”

香港文创区普遍接近民居，与社
区关系紧密，谭伟平认为这好比都市
夹缝中的乌托邦，有助推动整个社区
的艺术发展。在租金高昂、每栋建筑
均以经济效益为上的社会环境下，这
种活化老旧建筑的文化工程，不但为
艺术家们提供生存空间，为香港文创
产业发展保留了生产的途径，亦是为
城市腾出一块让人吸氧的绿洲。

香港都市夹缝中的艺术村
□ 黎诺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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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来了，电视上的少儿节
目渐渐多了起来，但摁下遥控机
看看，除了动画片之外，知识科
普类节目虽然也有，自制比例相
当低，数量少得可怜。特别是卫
视平台，愿意把黄金档留出来做
科普节目的，屈指可数。

电视台为什么不愿意做科普
节目？原因恐怕有二，一是觉得
科普节目制作难度大，二是担心
收视率不高。毕竟科普类节目需
要科学实验的支持、科学装置的
测试、科学原理的解释，拍摄上
有难度，在以娱乐为主流的综艺
环境下，做一档科普节目最后的
结果很可能会“费力不讨好”。

事 实 真 的 如 此 吗 ？ 就 目 前
《加油吧未来》《最强大脑》《奇幻
科学城》 等几档较为大型的节目
来看，科普节目并非没有收视
率，关键在于能不能做好、怎样
做好。以辽宁卫视的 《奇幻科学
城》 为例，自 1 月份开播 23 期以
来，在周末黄金档的最高收视位
列省级卫视 （索福瑞 35 城数据）
同时段第7名，平均收视率位列省
级卫视 （索福瑞 35 城数据） 同时
段第10名。周末黄金档向来是娱乐综艺的天下，一档科
普节目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着实不易。

《奇幻科学城》 打开了科普节目的许多“脑洞”。首
先，它摆脱了以往同类节目“普及大众、甘霖普降”的
神圣感，创建了“大教授对话小少年”的形式，为科学
家和受众提供了一个平等交流的平台；其次，它创建了

“优质偶像”的节目人设，四位博士生组成的“奇幻博士
团”，不仅拥有优秀的口才、帅气靓丽的外形，更重要的
是，他们对科学和知识孜孜不倦的求知欲，为青少年树
立了新的偶像形象；第三，它提出“亲子科普”的概
念，节目做出来不只要让孩子听得懂，也要让大人看得
进去，倡导让科学真正走进家庭亲子生活；第四，它提
倡培养科学兴趣、科学思维、科学精神的理念，而非只
是科学知识、科学现象、科学原理的陈述与解释。

这样的突破确实给科普节目带来了新的生命力。透
过节目，观众可以看到科学不仅是专业而严谨的，也是亲
切而欢乐的；可以看到电视节目不是只能让明星更出名，
还可以让老百姓成为明星，让科学家成为明星，让热爱生
活、热爱生命的人成为明星。而最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样
的创新节目，我们看到了科普从娃娃抓起的新机会。

今天，一些人抱怨我们的科技创新为什么那么薄
弱，科技创新前进的速度为什么那么慢？是缺少科学知
识吗？不。主要还是缺少科学思维、科学精神、科学方
法。有科学家就指出，现在中国的孩子并不缺知识，缺
的是好奇心和发问的能力，而这些都需要外界的引导。

电视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切不能以收视率为唯一指
标，还要有社会担当，有眼光与智慧。娱乐综艺节目固
然需要，但倘若能多制作出一些像《奇幻科学城》这样运用
新理念与新手段的科普节目，想必也能如近期的传统文化
节目一样，掀起热潮。而这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来说无
疑是影响深远的好事。毕竟，比起从小做明星梦而言，
我们希望更多的孩子也愿意怀揣做科学家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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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是中国四大古典名著
之一，人物和故事已经多次被改编
成影视作品。但今年暑期档影片

《悟空传》，仍然令人耳目一新。这
部电影由新丽电影、磨铁娱乐和上海
三次元影业联合出品，香港导演郭子
健执导，彭于晏、倪妮、欧豪、余文乐、
郑爽、乔杉、俞飞鸿、杨迪联袂主演。
影片改编自今何在的网络小说 《悟
空传》，虽然其中的很多人物脱胎于

《西游记》，但影片本身其实并不是
《西游记》的前传、后传或正传、外
传，而是独立的、全新的故事，讲
述的是尚未成为齐天大圣的孙悟空
不服天命，向天地诸神发起抗争的
一段热血历程。影片用流行的词汇
形容，就是非常“燃”，场面奇幻宏
阔，基调热烈亢奋，打戏精彩纷
呈，人物造型、美术、特效都可圈
可点，是一档非常适合年轻人观看
的暑期档佳作。

“这个天地我来过，我奋斗过，
我深爱过，我不在乎结局。”出自

《悟空传》原著的这句话，曾经激励
了很多读者，也激励着电影 《悟空
传》 的主创，他们尝试打造一个全
新的“西游世界”。小说影像化必须
伴随必要的改动和创新，郭子健表
示，这也是自己面临的最大挑战，

“原著本身已经是杰作，加上大家对
《西游记》 的固有印象，怎么去突
破，是我们的难题”。令人感奋的

“悟空精神”，让郭子健在拍完电影
后表示，“我更在乎整个过程中的努
力，拍了就不会后悔”。因电影长度
有限，原著中的情节必然会有所删
减，作为原著作者兼编剧，今何在
表示，最重要的是怎么改才能让大
家都喜欢这个故事，“《悟空传》小
说里的线索太复杂，电影不可能这
么拍，我们在现有条件下，尽量把
这个电影做得最好，如果成功，有

机会可以再拍续集。”
《悟空传》除了考验导演、编剧的

功力，也考验着演员的演技。饰演主
角孙悟空的彭于晏需要卖力学习猴
拳，还要练习用眼神演戏，有时候还
得忍受一天长达 8 小时的化装。他
希望可以打破以往观众对孙悟空的
认识，能够塑造出孙悟空想打破既
定安排、冲破宿命的个性：“希望大
家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我，也会看
到一个不一样的孙悟空。”

如何激活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
情感？更重要的是，如何借助新锐
的传播方式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人中
产生影响？纪录片《传家本事》（第
二季） 在央视纪录片频道播出后，
引发一阵讨论热潮。纪录片以 《他
们的一天》《山中的传奇》《兄弟的
礼数》《海边的客厅》《天地的承
诺》 和 《人生的美意》 为名，将镜
头深入到蒙晋、京津、巴蜀、钱
塘、湘西和闽南六个地理区域，展
现中国人传统文化里的闲适仁爱、
聚合义气、兄弟守护、待客智慧、
天地信任与人文美学。

在北京的炮兵大院，篮球健将
王璁和他的队友们深受军人父辈的
影响，喜欢比拼和竞争，并且认为通
过这种“良性竞争”才可以获得彼此
的尊重；在潮州，“90后”办桌师傅阿
涛，历经艰辛的学徒生涯，逐渐领悟

“办桌”背后严密的闽南乡村餐桌待
客礼仪；在山西、内蒙古交界的丰

镇，“80 后”的郭焱在婆家学习做
大个月饼“月亮爷”，感受中秋佳节
带来的实在喜悦。

在现代化、年轻化的语境下，
《传家本事》第二季传递着传统文化
中家族、人情的基因，将“传家本
事”拉近年轻人最本来的生活体
验，激发年轻人从身边发现传统，
从自己做起践行传承。借助新媒体
平台，《传家本事》 也在年轻人群
中得到很好的传播效果。2016 年纪
实影像的全网点击量达 49.4 亿次，

《传家本事》 第一季获得近亿点击
量。而第二季以爱奇艺为播出平
台，也显示其影响“19-35 岁、高
学历、中高消费的年轻人”人群的
强烈愿望。

由人化文，以文化人。只有成
为体验的文化，才能真正打动人、
感染人。除了在央视及视频网站播
出外，《传家本事》第二季还同步推
出 《未来生活家》 生活美学引领行

动及 《四季风流》 妙趣生活养成计
划等。前者瞄准年轻的中产阶层受
众，推出50部微纪录片、举办10场
线下活动并开展 1 场年度生活节；
后者面对的则是渴望体验传统文化
的孩子们。

去年，一部反映文物修复者工
作与生活的纪录片 《我在故宫修文
物》 在弹幕网站走红，作为片中主
角的文物修复师王津也一同成为

“网红”。虽然片中人物所从事的工
作看似单调乏味，与当今时代大多
数人的追求不尽一致，但该片却在
年轻人中引发强烈反响。如何向传
统文化寻求破解生命之道？《传家本
事》 正是这样的一扇门。它通过展
现那些被当代人忽略的细节和讲
究，挖掘那些被渐渐遗落的“传家
本事”之美，带领年轻人以真的体
验、善的哲学与美的观感，在传统
文化中找回世代传承的生活美学及
处世智慧。

张郎郎首次个人画展“一个文人的从心童画”日前在清华大
学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

张郎郎，1943年11月生于延安，196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
美术史美术理论系。他的绘画代表作品包括《心中的莲花》《红与
黑》以及著作《从故乡到天涯》《大雅宝旧事》《宁静的地平线》等。张
郎郎的父亲张仃是我国著名美术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
设计者之一。母亲陈布文曾是周恩来总理的机要秘书，也是著名
作家。张郎郎继承了父亲的艺术和美术天赋，也遗传了他母亲的
文学才能，作品既有艺术形象表现力，又有文学内涵，他把自己
的绘画定义为“文人画”。

张郎郎用色彩与流畅的笔触，融合了中国的表现主义画法和
西方抽象艺术之精华，创作出渗透文人情怀的画作。这次画展将
展出他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的不同系列的油画作品。画展期间还
将举行研讨会。 （马 冰）

“广州文化艺术影像志”第2部《时代的回音》新闻发布会日
前在北京举行。该片对中国音乐金钟奖 （以下简称“金钟奖”）
十届发展历程进行全面梳理和总结。纪录片将与配套纪念图册

《金钟响亮》在第十一届金钟奖举办期间亮相，并同步在中央电视
台播出。

《时代的回音》由中国音乐家协会指导、广州市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局投拍、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承制，讲述了2001年金钟
奖创立至今发生的音乐故事，以金钟奖对中国音乐事业的推动以
及提升承办城市文化内涵和市民音乐素养为线索，梳理十届金钟
奖的发展历程，总结金钟奖的发展模式及建设成果。发布会当
天，由作曲家印青作曲、词作家王晓岭作词的 《时代的回音》 的
主题歌《金钟带我去飞翔》正式首发。 （黎诺瑶）

石雕“响尾蛇”日前在“十一届
中国名石雕刻艺术展”上获金奖。

该作品由玉石雕刻家张八十创
作。张八十出生于内蒙古赤峰，毕业
于中央美术学院，在传承与创新中形
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雕刻艺术风格和
理念。

张八十特别喜欢各类小动物，在
工作室里喂养着蜗牛、乌龟、青蛙、
鱼，甚至毒性十足的蝎子和毒蛇。每

天精心喂食、静观细品，由此对雕刻
审美和雕刻语言逐步产生飞跃，对石
文化真谛也有了更深层次的领悟，一
件件让人心动共鸣的作品随之诞生
了。创作“响尾蛇”，就与他喂养观
察动物有关。这块重达 19 公斤的巴
林原石颜色“很花”，黄黑杂陈、纹
理凌乱，仿佛一只灵物的化身。他在
小动物间踱步，当目光落在那条盘卷
身躯正翘首吐芯向他示好的响尾蛇身
上时，顿时灵感闪现，一条盘踞在岩
石上伺机捕获食物的响尾蛇的构图出
现在脑际。

他将这条蛇设计为黑花蛇，巧妙
地将黄色俏色于蛇的眼睑、尾部顶端
及蛇芯上。响尾蛇发出声响在尾部，
是蛇之亮点，但尾部高翘后极易断
裂，张八十艺高人胆大，凭借娴熟技
艺将蛇尾凌空跃起，又让蛇芯拉长镂
细，吐出口外，在险象环生中让这条
蛇灵动起来。他在蛇身上雕出两万多
鳞片，片片细雕抛光……一条蛇颈低
挺、目露凶光、伺机进攻猎物的“响
尾蛇”跃然眼前。 （李树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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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工作者在牛棚艺术村 图片来源《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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