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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学和绘画珠联璧合

103个中国经典故事，1030幅连环画原作，把开阔的展
厅布置得满满当当。

穿过展厅，一个个家喻户晓的经典故事，通过一套套
别具匠心的连环画作品呈现，在参观者面前轮番上演。你
方唱罢我登场，名家墨宝百花齐放，好不热闹。

在连环画名家查加伍笔下，墨子生活时代的图景被细
细勾勒出来。“这里的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错，都是经过考证
的。”他指着其中一幅墨子做木工的画作告诉笔者，画中木
工使用的一系列工具，包括如何做工的场景，都是经过专
家考证才画下的。

鲁迅美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学院院长李晨在介绍此次
展览的立项筹备情况时提到，在筹备中，多位文史专家受
邀对服装、道具进行考证，逐字逐句地修改脚本，以确保
展览在具备艺术性的同时，拥有扎实的历史基础。

此次展览邀请了80位优秀连环画画家进行创作，其中
既有冯远、查家伍、胡博综、叶雄、李晨、董克诚、侯国
良、桑麟康等几十位连环画名家，也有在各大展览崭露头
角的“80后”画坛新秀。展览同时邀请了文史专家、作家
集体编写脚本并集体评审，力求达到历史、文学和绘画的
珠联璧合，最优化呈现中华文明的思想精粹。

参观者中，不少人对连环画葆有情怀。观众吕立说，
她从小就看“小人书”，只是近年“小人书”越来越少见
了。“重新看到这些连环画，我真的很有共鸣。”

现场有不少带着孩子前来参观的家长。他们表示，希
望孩子通过参观这样的展览了解中国历史故事，领悟这些
不断传承、历久弥新的道理。孩子们则兴奋地分享着刚刚
看到的大船、船桨。你一句、我一句，讲着画里的故事，
说得头头是道。

用创新带“火”连环画

一幅幅画作，并不拘于一种风格形式，而是采用了中

国画 （白描、工笔、写意）、素描、水彩、油画等多种表现
样式，一步一景，带给参观者一次次惊喜。

在中国美协连环画艺术委员会委员侯国良眼中，这
种不拘一格的表现方式是连环画的魅力所在。“连环画不
像国画、油画这些门类有特定的画法。连环画给予创作
者充分的空间，可以运用各种画法来呈现故事。”他说。

连环画的魅力不止于此。侯国良表示，连环画一套多
幅的特点，使其非常适合用于“讲故事”。“这么好的艺术
形式，一定不能丢了。”他感叹道。

侯国良的心愿，也是本次展览举办的目的之一。
展览协办方、读图时代 （北京） 图书有限公司董事长

魏龙透露，在军博首展后，这些作品将在全国进行巡展，
并将出版发行单本和成套的连环画图书。“我们希望有更多
喜欢连环画人参与其中，同时唤起更多人对连环画的关
注，迎接连环画的新时代。”

李晨表示，连环画是大众艺术，要为大众接受，尤
其要让年轻人接受。一方面要引导年轻画家向优秀的老
一辈艺术家学习，提高对古典题材的把控能力；另一方
面鼓励青年作者参与连环画创作，培养连环画潜在的创
作力量。

近年来，在中国美术家协会连环画艺委会专家的带领
下，在全国连环画画家的努力下，连环画以星火燎原之势
复兴，从走进美术馆以架上绘画的形式展出，到融入互联
网进行数字化传播，在全媒体时代的机遇与挑战中，连环
画沿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
向进发，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之势。

2017 年以来，读图时代 （北京） 图书有限公司通过
线下产业联盟+线上矩阵平台，布局连环画文化 IP 的定制
研发、出版发行、版权输出、IP 衍生开发全产业链，旨
在构建连环画文化经济生态，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传承。

在展厅里，笔者遇到了从事 IT 行业的陆卫韶，他所
进行的工作便是通过建立数据库，保存与连环画同属于
中国传统艺术的年画。“无论是年画还是连环画，我们都
可以尝试用电子的方式把珍贵作品保留下来，传给子孙
万代。”

本报电 （记者郑 娜） 2019年
12月 30日晚，中央芭蕾舞团在北京
天桥剧场举办庆祝建团 60 周年庆典
GALA 演出，190 人的超大演出阵
容，在 3 个多小时中上演了 30 余个
精彩节目，带领观众纵览了中国芭
蕾从最初的蹒跚学步走至今日的卓
越历程。这场史无前例的超级演
出，也为持续了 35 天的中芭团庆系
列演出画上句号。

当晚演出由中央芭蕾舞团交响
乐团伴奏，张艺、黄屹、刘炬3位指
挥家执棒，中央芭蕾舞团和中央芭
蕾舞团舞蹈学校的演员们倾情演出
了《天鹅湖》《海盗》《卡门》《奥涅
金》 等世界经典芭蕾舞剧的精彩舞
段，以及 《无益的谨慎》《鱼美人》

《林黛玉》《红色娘子军》《九色鹿》
等中芭 60 年来创作的经典片段。其
中，最先上演的《天鹅湖》《海盗》《红
色娘子军》，是中芭建团初期的基石
作品。《鱼美人》《林黛玉》《祝福》《兰
花花》《草原儿女》 等经典剧目片
段，则重温了老一辈艺术家探索芭
蕾艺术中国化的历程。《珠宝》《卡
门》《火鸟》等剧目片段，展示了改
革开放以来中芭放眼世界，引进当
代经典作品的努力。整台演出展示
了一代代中芭人砥砺前行，在不断吸
纳来自西方的高水平技艺和作品的
同时，探索和创新属于中华民族的芭蕾艺术风格取得
的辉煌成果。

中央芭蕾舞团成立于1959年12月，建团60年来
积累了 200余部作品，走出了一条融合古典与现代、
民族与世界的独特艺术发展之路，正朝着世界一流
名团的方向一步步迈进。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冯英表
示：“中芭的成长与国家发展的命运紧密相连，中芭
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爱和支持。我们将秉持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理念，在深厚
艺术积淀和广泛国际影响力的基础上，坚持‘三足
鼎立’的艺术发展方针，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中国原创动画剧集《伍六七》在美国主流媒体视频服务
提供商网飞（Netflix）成功上线，并将于2020年1月10日以英
语、西班牙语、法语和日语 4种配音版本和 29种语言字幕版
本，在全球超过190个国家和地区播放。

对于这部中国动画，网飞动画（Netflix Anime）负责人约
翰·戴德里安（John Derderian）很有信心：“《伍六七》的制作
质量以及它独特的讲故事风格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
们相信这将引起全世界动画迷的共鸣和喜爱。”

自2018年4月在国内上映后，《伍六七》第一季收获了超
过10亿的播放量以及豆瓣评分8.9分、B站评分9.8分的不俗
成绩与超高口碑，并斩获 2019 年第 25 届上海白玉兰奖最佳
动画片与最佳动画剧本双项提名。目前正在热播的第二季
表现依然出色，仅更新至第8集已收获了2.4亿的播放量，豆
瓣评分稳定在8.9分以上。

对 《伍六七》 的认同是不是仅限于国内？“抛开所有
语言梗，片子的趣味、喜剧性和故事依旧成立。”《伍六
七》 系列动画导演、编剧何小疯表示。作为一部热血暖心
的动画，《伍六七》 戏谑的外壳下蕴藏的是直戳内心的内
核—— “爱与包容”。全片以主人公伍六七寻找失去的记

忆为故事主线，配合角色间爱恨情仇组成的支线贯穿始
终。在带给观众欢乐的同时，表达了对生活的爱与包容可
以化解一切的宗旨。

这种从人性层面出发的内容，使得 《伍六七》 不仅能
触动中国的观众，也能很好地与海外观众建立情感共鸣。
而作为一部国产原创动画，《伍六七》 独具中国特色的画
风、本土化的内容，也充分展示了中国人真实的生活状态，满
足了海外受众的好奇。约翰·戴德里安直言：“我们非常喜欢

《伍六七》呈现的中国文化以及独特元素，我们想要的就是这
样真正地方性的内容。”

人性内核和中国元素的完美结合，使 《伍六七》 屡屡
获得国际舞台的青睐。早在2018年，《伍六七》第一季《刺
客伍六七》 便作为唯一一部国产原创动画，入围了被誉为

“动画界奥斯卡”的法国昂西动画节主竞赛单元。啊哈娱乐
CEO、《伍六七》的出品人兼制片人邹沙沙认为，未来中国
动画只要在人性、文化、审美三个层面与世界接轨，就大
有可为，“这次《伍六七》通过Netflix在全球播出，是我们
打造全球 IP的非常重要的一步，未来我们也会继续朝着这
个目标前进，给世界好看”。

本报电 （记者张鹏禹） 由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主
办的“彭冬儿‘沃顿女孩小时候’系列新书发布会”日前
在京举行。与会嘉宾与读者分享了该书的阅读体会，并
围绕“青年作者笔下的童年写作”等话题展开讨论。

“沃顿女孩小时候”系列包括 《小个子“侠女”》
《“小迷糊”大队长》和《“小名人”的烦恼》。作者
彭冬儿塑造出艾咚咚这个与小学生零距离的形象，她
聪明，也常常犯迷糊；她努力，也贪玩；她热情、侠
义，同时又充满好奇心。幽默俏皮的语言，巧妙的细
节安排，充满童趣的视角，为阅读增加了乐趣。

谈到创作的初衷，彭冬儿说：“我把自己童年的故
事分享给孩子们，希望他们与书中艾咚咚、阿舟、刘淇、
马超及其他小伙伴们一起排队走出校门，一同经历愉快
的探险，在成长的路上收获属于自己的精彩故事。”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徐德霞认为，彭冬儿
开启了“90后”特有的属于自己的童年书写，“沃顿女
孩小时候”是一部清新有趣又极具正能量的小说。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张明舟认为，这本书将世
界性的格局和眼光带入写作，将东方气质和多元文化
融为一体，洋溢着探索世界的冒险精神。期待“沃顿
女孩小时候”能走出国门，让更多国家看到中国孩子
真实的成长状态。

本报电 （任妍妍）《刘九庵书画鉴定研究笔
记》 发布会近日在故宫博物院举行。故宫博物院院
长王旭东、刘九庵家属和生前好友、书画文物研究
领域专家学者、《刘九庵书画鉴定研究笔记》项目组
成员等出席发布会。

刘九庵 （1915 年—1999 年） 是故宫博物院研究
馆员、当代著名中国古书画鉴定家，曾任国家历史
文物咨议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
常务委员。他与古书画结缘几十年，一生从事传统
书画的鉴定与保护，贡献突出。

刘九庵的书画鉴定笔记起自 1956年、终于 1997
年，历时 42 年，内容主要涉及鉴定心得、工作日
记、书画过眼著录、相关文献抄录、研究专题的材
料汇集等，目前整理出来的有 273 本，300 余万字。
这些笔记凝结了刘九庵一生的书画鉴定思想与方
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研究价值。

故宫博物院发布《刘九庵书画鉴定研究笔记》，旨
在真实还原刘九庵的成长与治学之路，传承和发扬老
一辈“故宫人”的研究精神和学术成果，弘扬故宫优良
的学术传统，同时推进新时代的“学术故宫”建设。

本报电 （刘春蓉）“旗帜·使命·创新——军事
题材影视峰会”日前在河北张家口市举行。该峰会
由中共张家口市委宣传部、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
联合会电视制片委员会联合主办，部分影视界专家
和主创以及张家口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

作为影视创作的重要题材，军事题材是表达爱
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情怀的重要阵地，也是
塑造国家民族形象的重要载体。峰会上，业内知名
军事题材主创和专家围绕军事影视创作的各个维度
进行了交流与研讨，大家提及最多的两个词就是

“守正”与“创新”。“守正”即是要守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正；“创新”则是要在守
正基础上创新。与会专家分别从新的内容、新的视
角、新的手法等众多维度进行了观点的碰撞。除了
传统的革命战争题材、重大历史题材以外，当今强
军兴军的故事、军事变革的前沿科技、国防与维和
等众多新鲜的角度也进入了大家的视野。

本次峰会的另一个亮点是为张家口“中国军事
影视城”荣誉揭牌。张家口地处战略要地，自古就
是兵家必争之地，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大
规模战争史。张家口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也十分丰
富，兼具山谷、草原、雪景、宅院、长城等众多适
宜军事题材影视作品取景的拍摄地，已经有数百部
影视作品拍摄于此。更为重要的是，张家口毗邻影
视资源丰富的北京。2019 年末京张高铁等 4 条铁路
的开通，为影视剧组到张家口拍摄提供了便利。
2022年即将举办的冬奥会将进一步提升张家口的国
际影响力，吸引更多优势资源进入。张家口市委书
记回建在会上表示，将持续加大影视产业扶持力
度，推动张家口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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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
的“学习用典——中国优秀经典故
事全国连环画作品展”在中国人民
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展览以中国
经典故事为创作母题，用连环画讲
述中国故事。

作为中国传统艺术，连环画最
早可追溯至汉代的画像石，在宋代
印刷术普及后基本成型。20世纪30
年代开始，连环画以图为主、文字
为辅的表现形式最终确立，因其题
材广泛，内容多样，兼具艺术性和
通俗性而备受喜爱。

近年来，连环画有哪些新进
展、新探索？连环画如何在新时代
焕发新活力？这次展览或许能给出
一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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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娘子军红色娘子军》》演出现场演出现场 主办方供图主办方供图

《刘九庵书画鉴定研究笔记》发布

“沃顿女孩小时候”系列新书发布“沃顿女孩小时候”系列新书发布

原创动画《伍六七》上线网飞

中国动画“给世界好看”
林子夜

动画动画《《伍六七伍六七》》上线网飞海报上线网飞海报 出品方供图出品方供图

军事题材影视峰会举行

“生一堆火只能温暖自己一个人，可是点一串灯，
就能让远处害怕的人也知道这里有光、这里有人。如
果我到了山顶，我肯定选择把灯点亮。”在近日播出的
网剧 《闪光少女》 中，女主角陈惊的一段话让观众在
感慨之余看到新时代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积极面貌。这
部剧以燃动的青春校园为主线，通过对校园生活的细
腻刻画，勾勒出中国青春群像。

女主角陈惊不修边幅、古灵精怪，经常出些无厘头
的“歪主意”，引发一连串的搞笑故事；李由看似畏畏缩
缩，却默默地保护着朋友，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表现出
异于常人的坚定；帅气寡言的“小霾”有着对民乐的执着
和胜不骄败不馁的沉稳。

这部剧具有传统文化浸润下的全新题材切口。扬
琴、大堂鼓、琵琶等在以往影视作品中不常见的传统
器乐在这部剧中得到淋漓尽致地展现。组建民乐乐队
成为故事主线，贯穿在全剧的情节发展和主人公们的
成长当中。剧中给传统艺术赋予时代精神，让更多青
少年感受到民族音乐的魅力。

近年来，随着网络文艺的不断发展，年轻一代成
为众多影视作品的主要受众。事实上，影视剧的年轻

态并不应被简单定义为迎合年轻受众的需求，而是要
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对受众的正向价值引领。《闪光少
女》 说明，讲好新时代青春校园故事的第一要义是真
实。主创要在真实生活中寻找切入点，依靠真实情感
打动观众，通过讲述成长的故事，传递勇敢追梦、乐
观向上的年轻正能量。

年轻态剧集如何讲好故事
孟 迪

网剧《闪光少女》剧照 出品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