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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大屏幕的解说，模特身穿旗袍，缓缓走过 T
台，展示来自海内外设计师设计的精美别致的文创产
品，吸引了众多目光。这场作品秀是近期举办的2018年
北京 （国际） 文创产品交易会中的文创主题活动之一。

文创产品琳琅满目

今年的北京文交会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1.3万平
方米的场馆内设置了共 600 余个展位。据介绍，有政府
机构、博物馆、美术院校、文化基金、老字号等60多个
团体、300 多家企业参与了此次文交会。场馆分为匠心
独运传统文化创新区、一脉相承台湾文创区、凤凰涅槃
文博衍生区、奇思妙想原创设计区、不落俗套生活美学
区五大主题展区。会场内展品数量超过万件，类型多
样。不仅有丝绸印染、唐卡、漆器、金属工艺等古代传
统文化艺术品，还包括现代的时尚家居饰品、创意家具
及原创作品，以倡导人们将艺术融入生活。

“这项链上是什么图案呀？还挺别致的。”文交会现
场，两个年轻女孩儿正在一个银饰展位前询问，二人
打趣地说：“好看好玩儿的东西太多了，都想要，已经挑
花了眼。”她们手里还拿着刚才买的皮影模型，体验了
一把演皮影戏的感觉。文交会为一些传统手艺提供了
展示平台。

在北京市东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区，每天
都会进行绢花、雕漆、毛猴、剪纸、鼻烟壶等传统技艺
的现场展示，并设置了互动体验环节，让普通百姓有机
会和非遗文化工艺大师、独门传承人现场交流，亲自领
略非遗文化的魅力和非遗匠人的工匠情怀。

为吸引更多观众，本届文交会参与形式多种多
样。例如：创意一点资讯直播间、市集展区、整点发
布、设计师创业大奖、主题论坛、网红直播等。雯雯
和朋友来“逛一逛”时，把在现场拍的照片分享到了
微信朋友圈，竟因此得到一份礼物，她很开心。文交

会的相关负责人说：“我们希望这是一场文化盛宴，让
到场的观众都流连忘返，意犹未尽。”

文化资源落地转化

“妈妈，我想要这个小和尚的圆珠笔。”在中国文博
IP 智造馆的少林文创区，少林寺八段锦冰箱贴、书签、
笔记本等让人“一见钟情”，不少参观者表示，“每件产
品都喜欢，想把这些呆萌的小和尚全部搬回家”。展区负
责人介绍说，这套产品是以禅宗达摩祖师、少林月空法
师为IP设计形象，将少林八段锦健身功法、禅文化等元
素巧妙应用设计而成，意在用年轻时尚的生活方式传递
少林文化。

据悉，该公司还与博物馆、游戏公司等单位合作，
植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将实用与创意结合，创作
出一系列文创产品。著名的沙盒手游《创造与魔法》中
的兵马俑形象就是他们与西安秦始皇陵兵马俑和电竞运
营商英雄互娱合作开发出来的。在文交会现场可以看
到，像这样将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化资源进行落地转化的
还有很多。

北京市文物局和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共同打造的公共
服务平台“北京文博衍生品创新孵化中心”也亮相本届
文交会，共展出了近270个系列的500余件作品。展区设
在会场的进门处，格外醒目，从首饰玉器到雨伞书包等
生活用品，品类繁多。据悉，此次文交会是这些文博文
创作品首次亮相。据北京市文物局文物市场管理处、文
博产业管理处处长哈骏介绍，这次展出的作品是中心集
结的众多“文博文创助力者”参与设计的，他们都是文
化创意行业设计爱好者，来自各博物馆、设计类院校以
及文创行业、设计行业和生产销售商。

近年来，IP （知识产权） 走红文化圈，不少文化文
物单位也纷纷推出各具特色的文创产品，激发传统文化
的商业价值。哈骏说，北京文博衍生品创新孵化中心的

成立就是为了深入挖掘北京博物馆资源，加快推进北京
文博体系文创产业发展新格局，“中心为全市的博物馆和
纪念馆提供创意集成和产品转化支撑服务，给他们资金
和技术上的支持，好让博物馆的馆藏品文化走出博物
馆，深入到大众文化生活中”。

拉动文化消费

“能来这儿卖的玉，质量肯定不用说，价钱也挺便
宜，多买几件也行。”李阿姨喜欢玉器首饰，逛了一上午，
她已经买了2个镯子和1条玉坠。在瀹（yu）茗阁悦生活展
区，设计师瑞安向她介绍，她们的产品把玉器、景泰蓝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元素和人们的生活结合起来，非常具
有实用性。“我们希望对中华文化的传承有新的突破，让
更多人能够用得上。因为，使用才是最好的传承。”

据悉，本届文交会同时也是第六届北京惠民文化消
费季的重点活动，不仅要促进文创IP的市场转化和创意
落地，同时也承载着拉动市民文化消费的使命。

有数据显示，去年北京文交会举办 4 天，交易额及
签约额总计达到4500万元。为了进一步搭建文创产业供
需之间的对接桥梁，拉动文化消费升级，本届文交会在
现场设立了现场服务处，包含采购洽谈服务、版权服
务、惠民文化消费券兑换服务等，并有志愿者现场指
导，增强展会的交易服务功能。

文交会还优化升级了一整套买家精准采购营销服
务，针对买家的采购需求与参展商的细分开展配对服
务，以需求撬动供应，精准提升文创产品的市场转化
率。据文交会的负责人说，通过文创产品、文博非遗衍
生品等展览展销，打通了文化企业、文博单位与投资机
构、设计企业、生产企业、销售企业的对接渠道，为广
大消费者提供了直接与文创产品面对面的体验交易平
台。“这很大程度上能带动市民们文化消费的升级，不断
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

听 闻 单 田 芳 去 世 的 消
息，心里咯噔了一下：那个
常年在广播里头哑嗓子话说
天下的声音，已成绝响了吗？

细想起来，听过单先生
多少作品啊！传统的，白眉
大侠、隋唐演义、三侠剑、
水浒；现代的，张学良、许
世友、艾森豪威尔……老艺
人有几个说二战的？老先生
活到老、说到老、创作到老
的 精 神 ， 实 在 是 难 得 。 当
然 ， 也 有 人 学 他 的 腔 调 戏
说，“航空母舰也船压着水
浪、水打着船帮，沿江而下
直扑诺曼底”，听着怎么还像
长江里的事儿？可要我说，
这就对了。老先生甭管说什
么内容，尺寸、筋劲儿、魂
魄，都是传统评书的。传统评书是锅老汤，也得
不断往里头下新料，听的就是这种能有新元素的
老味儿、有老味儿的新内容。就像古人所说：老
树着花无丑枝。

“凡有水井处，皆听单田芳。”他的声音，一
直陪伴在不少人的漫漫行车路上，所以就觉得他
似乎永远不老，总觉得他还能说。斯人已逝，唯
余唏嘘。评书大师袁阔成，几年前也走了。这个
当口，不由人顿起“评书，以后听谁呢”之感。
当然，薪尽火传，后继能人一定也会很多。

评书这门艺术，本质是说故事。一个人，一
块醒木，一把折扇，说尽千军万马、古今兴亡。
评书曾是知识和文化传承的一条路径。古代中
国，老百姓识字的并不多。文化怎么传播？传统
怎么传承？伦理如何维系？除了读书人的经史子
集、琴棋书画，也要靠戏曲、靠评书，靠大家能
听得懂的一切艺术形式。且不论聊斋、水浒，但
凡挨上“知识点”，听段书，大致就能了解。除了
叙事，说书先生还要讲解、评论。比如，不少评
书作品里对世道人心的分析丝丝入扣，老百姓就
欢迎。所以评书演员可以如学校老师称先生，而
说书则视同“高台教化”。

有学者提出，儒家传统可分为庙堂和民间两
种。放眼民间，到现在，村庄里、街巷中，婚丧
嫁娶、待人接物，依然保留着许多旧日风华。这
些习俗，靠祖辈相传、群体影响，也靠评书等艺
术形式的强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单田芳们
就像中国的荷马。这个道理，以色列史学家尤瓦
尔·赫拉利说得清楚。在 《人类简史》 中，他提
出，今天人类的祖先智人，之所以能够战胜尼安
德特人，就是因为智人会讲故事。而共同的故
事，能够凝聚认同，扩大协作的范围。靠血缘和
接触，可以团结的人数是有限的；而靠一个大家
都相信的故事，可以联合的人不可胜数。

时至今日，人类讲故事的能力空前提升了。
力声热电光的手段，全被调动起来讲故事。有了
电影电视剧，有了教育的普及，评书逐渐隐退到
了大舞台的边缘。然而，多年的传承，独特的审
美味道，让它依然成为中华文化宴席上不可或缺
的一道美味。单老先生去世，很多年轻“90 后”
都很怀念他，人们不仅记得他那一句“请听下回
分解”，更记得那份精益求精的艺术品格。好故事
不朽，好讲述不朽。创作生产人民喜爱的文艺精
品，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今天的
创作者，应向老一辈优秀艺术家认真学习。

在声音的世界里，单田芳永远鲜活，永不离去。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现实题材儿童剧 《我想对你说》，
近日亮相2018年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本次演出季特别
聚焦现实题材创作，集中展示“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
重点创作剧目。

《我想对你说》是一部正视当代孩子丰富现实生活的
儿童剧，是中国儿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活动
的又一实践，也是中国儿艺帮扶学校开展美育特色教育
的又一次成功实践。该剧由中国儿艺与北京市东城区分
司厅小学的师生共同创作、同台演出，让小学生走上国
家级剧院的大舞台，大手牵小手、专业带业余、舞台即
讲台。

剧中通过“家长会”这一线索引发各个家庭成员间
的内部矛盾，引导家长、学校及社会除了看重孩子的身

体和学习成绩之外，也能对孩子成长中的心理健
康有所思考，在家长、学生、学校及社会之间搭
设了一架沟通的桥梁，传递出尊重、理解、包
容、关爱与和谐的暖暖正能量。该剧自2016年5
月首演至今已演出 14 场，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
好评，这部剧给所有的大人和孩子上了生动的一
课，让孩子们受益匪浅，唤起家长和师生的强烈
共鸣。

该剧导演、剧本统筹由中国儿艺优秀青年演
员、导演马彦伟担任。他说：“剧目名字《我想对你说》
包含多重意义，不单是指孩子们想对知心姐姐说，还有
孩子想对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想对孩子说、人想对小
动物说，以及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如何跟前夫或前妻的
孩子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等。”

作为一部从现实生活中挖掘出来的作品，该剧从构
思到成型历时一年半，剧本修改20余次，就是为了更贴
近现实、更“接地气”。马彦伟率领主创团队在筹备之初
就多次深入校园，与东城区分司厅小学相关教师就该剧
的情节内容、剧本结构和主题表达进行了半年的构思与
探讨，并分别与学校老师、学生、家长多次召开座谈
会，从不同角度听取当今社会有关孩子成长最真实的声
音，许多家长、孩子的精彩发言被悉心记录下来，以台

词的形式在剧中活灵活现地予以呈现。部分主创还亲自
参加了学校召开的家长会，切身感受到实际生活中“家
长会”的实际氛围。

通过深入校园，主创们还依据校园里“知心信箱”
的设置和运行，了解到很多孩子内心的疑惑、焦虑，激
发了主创的想象，为该剧虚构了“知心姐姐”这一人物
形象。主创团队特意在创作中引入歌队的表现形式，巧
妙运用布莱希特间离效果，适时改变剧中观演关系，让
孩子在剧中的角色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该剧作
曲、中国儿艺国家一级作曲程进说：“剧中设计了现场钢
琴演奏，承担了全剧的背景音乐和唱段的伴奏，钢琴和
演奏者置身于舞台一侧，而钢琴演奏者也是剧中‘知心
姐姐’的形象。”

该剧剧情紧贴孩子内心。中国儿艺派出优秀青年演
员常进、常若曦在剧中饰演丁汉的父母，张佳饰演杜欣
欣的继母，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带动和感染孩子们，用自
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帮助小演员们更好地融入剧情和角
色，同时也在与孩子们接触中汲取了创作的养分。常进
说：“第一次走进校园和小朋友们一起排戏、演戏，过程
很欢乐。孩子们的表演很真挚，排练中与孩子们的一些
真实的碰撞和交流，对我的戏剧创作也很有帮助。”

（飞 歌）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一带一路”要行稳致远，离不开“民心相通”的
支撑和保障。为纪念“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5 周
年，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近日特别推
出系列宣传片，介绍文化和旅游部围绕“一带一
路”相关文化发展计划的部署、建设、实施等方
面取得的成果，突出文化交流、民心相通在“一
带一路”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第一集围绕关键词“文化交流、互通桥梁、
共享平台”，从宏观的角度宣传“一带一路”倡议
5年来，人文交流成果及其促进民心相通的作用，
展现“一带一路”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起到的桥
梁纽带作用。第二集围绕关键词“情感交融、民
心相通”，从微观角度切入，展现“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5年来，国内外民众文化交流活动更多元，
相互了解更深入、友谊更深化、民心更相通的可
喜成就。 （郑 娜）

历时 10 天 10 夜、行程 1800 公里的“壮游大运
河”活动日前收官。此次活动由世界运河历史文化
城市合作组织 （WCCO）、中国大运河研究院担任
学术指导，由主动人生文化研究院和壮游人生教育
科技共同推出。

活动设立了独立、自然、历史、科技、文化和
公益等六大课堂，走进各城市文化地标，深度探寻
各地人文、风景，通过场景式构建，让父亲和孩子
深度陪伴，用体验的方式沉浸到中华文化的熏陶中
去。来自北京、山东、湖北、辽宁、江西等地的六
对父子，从杭州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出发，行经苏
州、扬州、曲阜、泰安等城市，终到北京，探访了

京杭大运河博物馆、梅家坞茶村、苏州丝绸博物
馆、江都水利枢纽工程、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朱
自清故居纪念馆等场所。

京杭大运河博物馆馆长叶艳萍表示：从北京到
杭州，大运河串联起了吴越、淮扬、齐鲁、中原、
燕赵和京津等不同地域文化形态，是中华优秀文化
的大长廊。了解中国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要从了解
京杭大运河开始。她希望此次壮游，能帮助孩子们
在迈向独立成长的过程中上好圆满的一课。

据悉，该活动明年将面向更多家庭，邀请更多
的父子一起壮游大运河，今后还将面向港澳台同胞
及国际友人。 （黄 颖 周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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