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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全球畅销的连载漫画
《花生漫画》中的宠物狗主人公“史努
比”迎来 65 岁生日，近日来到中国庆
祝它的生日。近日来，史努比巨型的
动漫形象与上海经典地标建筑相呼
应，吸引上万游客围观。

细数国际动漫界比史努比更年
长、更知名的还有米老鼠、唐老鸭等，
他们已是“耄耋之年”，却依然吸引世
界各地的年轻人。中国的动漫迷们也
不禁要问——中国自己的经典动漫形
象如何才能“长生不老”。

掀起一股“动漫怀旧热”
近日来，一只身高 8 米的巨型史

努比现身上海陆家嘴，与之相伴的还
有2000只超萌的史努比公仔、25只经
典形象萌态十足的史努比等，吸引众
多市民和游客的目光。这些史努比是

为了纪念《花生漫画》65 周年。漫画
小狗史努比，从纸面到银幕，再到露天
广场，掀起一股“动漫怀旧热”。

不仅是史努比迎来65岁，迪士尼
动画中的米老鼠也已86岁高龄了，唐
老鸭也迎来80大寿，尽管这些经典动
漫形象已纷纷步入“老年时代”，但人
气丝毫不减。这些动漫本身讲述的都
是友善而风趣的故事，这都使动漫形
象变得“老少咸宜、没有国界”。这些
鲜活的动漫人物不拘泥于电视和电
影，还通过度假乐园和设计衍生产品
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据“史努比户外主题展”上海站主
办方国金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诞生
65年的史努比，承载着近百年的欧美
历史和文化内涵，这只总是变换身份
的拟人化小狗，被作者查尔斯·舒尔茨
设定为“一只与一战、二战、太空探索

等历史大事件有关”的“长命狗”。

怀旧背后是成熟的动漫产业链
专家指出，从机器猫到史努比，

近年来一批海外经典动漫形象通过
开放式的展示和互动活动在全球掀
起怀旧浪潮，其背后离不开成熟的产
业链支撑。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厂长钱建平
说，就“迪士尼模式”的经验而言，一方
面米老鼠和唐老鸭等艺术形象深深根
植于海外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以迪
士尼为代表的动漫生产模式，经过长
期累积，其整合创意、设计、传播及投
融资的产业链已经相当完备。

业内人士分析，从电视和电影生
产，到乐园经济，再到衍生产品的开发
设计，可以发现优化的传播平台和市
场资源配置，是近百年来一些海外动

漫形象蓄积的“全产业链”优势。比
如，迪士尼擅长精准把握每个人物形
象所释放的“正能量”，并利用旗下的
专门频道等为其生产的影视作品进行
推广，让一个个动漫形象深入人心。

谁能成为“中国式的史努比”？
与 65 岁的史努比相比，有“动画

中国学派”之称的中国美术电影经典
形象孙悟空已50多岁了，黑猫警长有
30 岁。在新一轮国产动漫中脱颖而
出的“喜羊羊”“熊大”“熊二”等“年纪”
更小。

事实上，这些略显青涩的中国动
漫形象要想“长生不老”并不容易。如
个别针对低龄儿童市场设计的动漫故
事和形象被指“语言粗俗、暴力失度”、

“传递负能量”。又如，一些早期走红
的动画电影推出续集后，观众觉得“与

时代脱节”。
“每个动漫形象往往都会融入一

个群体的集体记忆，中国的动漫形象
还需要努力，需要一种通用的、娱乐
的、吸引大家心灵的方式。”《功夫熊
猫》导演马克·奥斯本曾这样提醒中国
同行。

就在今夏，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公布了一项三年“复兴计划”：将通过

“经典再造”和“新品求精”两种模式，
对孙悟空、黑猫警长等形象进行新一
轮的故事研发和市场探索。

钱建平说，中国打造动漫产业的
“百年老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成就
一两个“中国式的米老鼠、唐老鸭、史
努比”，或许在未来几十年就会有所突
破。至于“全产业链”的布局，既要靠
智慧，也要有耐心，而关键在于行动。

■许晓青 方佳琦 刘宇

宠物狗主人公“史努比”迎来65岁生日

经典动漫形象如何“长生不老”？

9月8日，毕加索陶瓷艺术展在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开幕。此次展会由意大利文化艺术中心主席、国际知名策展人
温琴佐·桑弗策划，展出《公牛》、《树枝上的鸟》、《女人脸》等50件毕加索陶艺真品。此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30日。

■高发芳 摄

据新华社 时值我国提出“丝绸
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一周年之际，

《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报告（2014）》
一书正式出版发行，这是国内第一
本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研究对象，
立足其建设实际、展示其发展现状
和未来趋势的蓝皮书。

陕西省政府 9 月 9 日举行新闻
发布会，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新闻发
言人、副院长石英说，首部丝绸之路
经济带“蓝皮书”，内容涵盖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领域，具
有原创性、学术性、前瞻性和资料
性，相信其将成为国内外有关机构
科学决策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

全书分为总报告、综合篇、经济
篇、社会文化篇四个部分。其中，作
为总报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形势分析与展望》，是由陕西省社科
院课题组在广泛调研和深入分析论
证的基础上撰写完成。

石英表示，随着丝绸之路经济
带建设的不断深化，未来将展现六
大趋势：区域合作协商机制将更为
深入；多路径道路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加速；能源合作更为紧密；贸易与
投资发展进一步提升丝路沿线经济
体的对外开放水平；金融服务的改
善将助推丝路货币流通；科技、教
育、文化交流将大大促进民心相通。

在综合篇报告中，专家分别就
陕西、甘肃、新疆、青海等参与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现状及后续推进
策略等问题展开研究。在经济篇
中，则主要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
设中的贸易投资、产业发展合作、货
币流通、金融开放等经济发展问题。

蓝皮书副主编牛战美说，在以民
心相通为主题的社会文化篇研究报
告中，学者们围绕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文化认同、文化传播、文化交流等问
题推出了系列研究成果。 ■冯国

经济带建设呈6大趋势

据新华社 国家典籍博物馆 9 月
10日正式开馆，首展“国家图书馆馆
藏精品大展”。

国家典籍博物馆集中展陈空间
位于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建筑面积
1万多平方米，拥有展厅10个。国家
典籍博物馆是依托国家图书馆宏富
馆藏，以展示中国典籍、弘扬中华文
化为主旨的国家级博物馆，不仅是国

内首家典籍博物馆，也是世界同类博
物馆中面积较大、藏品较丰富、代表
性展品较多的博物馆。

国家典籍博物馆首展“国家图书
馆馆藏精品大展”，该展全面展示国
家图书馆馆藏古籍特藏珍品，时间跨
度从3000多年前的甲骨到现当代名
家手稿，藏品类型从甲骨、金石拓片、
敦煌遗书、善本古籍、舆图、样式雷图

档、民族文字古籍、西文善本到名家
手稿，全面展示国家图书馆特色馆
藏。同时，“国家图书馆馆藏精品大
展”充分运用数字化、互动游戏等多
种方式展出，以增强体验性。

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式开馆后，实
行周二至周日9时至17时开放（每周
一闭馆），观众凭有效证件免费领票
进馆参观。 ■隋笑飞

国家典籍博物馆开馆

据新华社 努尔哈赤宝剑、皇太
极腰刀、大金天命云板等120件见证
清王朝奠基发展的历史文物于近日
在沈阳故宫博物院的“清前文物展”
亮相。

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白文煜介
绍，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
赤起兵创业，至顺治元年（1644）清
军入关，是清王朝在东北地区奠基
发 展 的 阶 段 ，习 惯 上 称 为“ 清 前
史”。沈阳故宫是这一时期最著名

的历史遗迹，也是收藏清前文物最
丰富的博物馆。

白文煜介绍，本次“清前文物展”
分别从满族崛起、清初武备、宫廷生
活和宗教祭祀等方面介绍清前这一
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宫廷生
活习俗以及宗教信仰。在展出的120
件（组）文物中，既有见证努尔哈赤迁
都历程的赫图阿拉出土的瓷片与花
纹砖、辽阳东京城绿釉六角地砖、沈
阳故宫宫殿铭文砖；更有见证清入关

前宗教祭祀文化的萨满祭祀用具、藏
传佛教（喇嘛教）文物等。

另据介绍，沈阳故宫博物院所
藏珍贵传世稀品——“清太宗皇太
极御用常服袍”也在本次展览中与
观众见面。领、袖、襟为石青色地织
金云龙纹，袖端熨褶用蓝素缎，大襟
裙四开，有四枚小圆铜扣。白文煜
称，此袍是典型的满族早期贵族男
袍，对研究清前期宫廷服饰文化有
重要作用。 ■赵洪南

清朝前史文物亮相沈阳故宫

首部丝绸之路经济带“蓝皮书”：

据新华社 93岁高龄还要登上青
藏高原，还要“挑战”在青海湖拍电
影。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最近
很忙，中秋佳节里她正在上海家中
整理赴青海开机取景的行囊。她
说：“我拿着国家工资、吃着国家的
饭，就感觉到这是一种责任，不光是
热爱艺术，还有一种责任，一种我们
电影工作者就是要拍出好片子、对
得起今天社会的责任。”

早年因拍摄《青春之歌》《铁道
游击队》《女篮五号》等电影而深受
观众喜爱的秦怡，一直想在晚年再
圆一个电影梦。今年上海国际电影
节期间，秦怡宣布由她编剧并参演
的电影《青海湖畔》正在等待最后的
资金注入，即将开机。“一想到我们
现在，我总觉得我们的电影工作做
得还不够，要对社会负起更大的责
任，有的人拍电影只要有利可图就
去了，没有（利益）就不拍，这不好。”

她说，电影是一个很能打动人
心、很有教育意义的艺术品种，它来
自于现实、反映现实。“今天已经有
很多好片子了，但还是不够，我们需
要更多、更加百花齐放、反映社会现
实的作品。”

《青海湖畔》讲述了青藏铁路修
建过程中一批科技工作者的艰辛故
事。为了追求逼真的艺术效果，她
坚持亲自赴高原参与取景。尽管最
终大部分的电影画面将通过摄影棚
与外景合成，但对取景本身她依然

十分重视，要亲力亲为。
连日来，上海电影界不少人担

心秦怡此行是否能扛得住。不过，
秦怡回答：“没有那么多可怕的，抗
战我还打过仗的，青海之前也去过
两次，应该不会有事，电影工作者服
务人民，就该吃得起苦。”

谈到在工作和生活中如何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秦怡说，自己
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大部分都是
从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一步步得来
的。“那时我很小，但这种爱国主义的
思想，就永远不离我的身了。那时在
重庆，日本军国主义整天搞疲劳轰
炸，有时一天20次，防空洞里没有饭
吃、几乎没法睡觉。越是那样，你越
是会想到他人，想的是要多付出。”

在筹备《青海湖畔》过程中，秦
怡还对身边的人说：“人活在这个世
界上，最最要紧的东西是什么？还
是一个价值，就是自己给予了这个
世界什么。别人不会在乎你得到了
多少，而是看你付出了多少。”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65 周年，也
是上海电影制片厂诞生 65 周年，秦
怡则将迎来从艺75年。

“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有责任
感的，现在既然还活着，脑子还可以
使唤一下，人虽然体形上有很大差
距，但心里想，就组织一些电影来拍
吧。”在出发去青海前，秦怡一再向
记者强调，“拍电影的根本——就是
为人民服务。” ■许晓青

93岁的秦怡“挑战”青藏高原——

拍出好片子是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