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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只需缴纳 99 元押金，
便可免费把书从书店带回家；10天内
归还可享免费借阅，押金随时退换；3
个月内读完12本可享返还押金的8%
作为“阅读奖学金”……

7月16日，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旗
下的合肥三孝口书店以首创“共享书
店”的身份正式亮相。这家书店一度
走红网络，有着“全国最美书店”“全
国首家O2O智慧书城”“中部地区首
家24小时书店”等称号。

“‘共享书店’实现由买书到借
书、把书店变成自家书房、由个人阅
读到共享阅读的重大转变。”安徽新
华发行集团董事长曹杰说，2017年，
安徽新华发行集团依托旗下皖新传

媒的“阅+平台”推出“智慧书房”
APP，首创“共享书店”新模式。

今后，读者走进书店，只需要用手
机下载“智慧书房”APP，缴纳99元押
金，就可把书带回家。读者每次可以
借阅2本总定价不高于150元的图书，
免费借阅时限为 10 天，只要按期归
还，借阅次数不限，押金可随时退换。
逾期每天收费1元，按书价封顶。

为鼓励阅读、传播阅读，书店推
出“阅读奖学金”制度，用户每阅读一
本书并按期归还就会有 1 块钱奖学
金直接打入其“智慧书房”账户，3个
月读12本书便可得到返还押金的8%
作为奖励。

“近年来消费者阅读习惯和购买

方式发生巨大变化，我们相信未来所
有的书店都会实现共享。”曹杰说，

“共享书店”是基于对用户需求的分
析和把握，依托实体书店的原有资
源，通过运营模式的颠覆式变革，实
现阅读服务的转型升级。

2014 年 6 月至今，合肥三孝口
书店客流约为 700 万人次。“共享书
店”首批在安徽 10 家新华书店实体
书店和校园书店同步试点。“我们
的‘阅+线上平台’已经进驻包括喜
马拉雅、学霸君、沪江网等 100 多家
全国知名泛娱乐、自媒体、新媒体，
未来还将推出更多理财产品、研学
游产品等等，打造‘阅+生态圈’。”
曹杰说。 ■刘美子

7月19日，河北省廊坊市开展“学传统民俗，度文化暑假”主题活动，孩子们在当地“非遗”传承人指导下，学习传
统民俗知识，体验传统民俗工艺。图为在廊坊市广阳区新星里社区，“非遗”体验馆负责人向孩子们展示具有地方特
色的传统工艺品。 ■新华社记者 王晓 摄

据新华社“西游热”再热——根
据网络流行文学作品《悟空传》改编推
出的同名电影 7 月 13 日起在全国公
映，首日票房突破 1 亿元。一批借鉴

“西游”的动漫新形象、新作品，日前也
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
会上亮相。

不仅《西游记》被称为中国原创
“超级 IP（知识产权）”，《三国演义》
《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名著也被
二次、三次开发，相关概念的电影、电
视剧、漫画、动画、网络文学等自改革
开放以来集中涌现，近年来更趋于网
络化传播。业内和受众关注这些代
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典作品，未
来能否吸引更年轻的群体？能否历
久弥新？

“西游”主题作品进入网
络传播时代

从 1986 年版电视剧《西游记》创
造超高收视率，到上世纪90年代香港
电影《大话西游》系列走红，再到2015
年3D动画大片《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票房突破9亿元。在目前国内票房过

10亿元的电影中，有4部是近年新创
作的“西游”主题作品。

与“网红”《悟空传》登上银幕有所
巧合，企鹅影视在中国国际动漫游戏
博览会期间发布的创作目录，专门提
到了“不一样的西游”之动漫作品《西
行记》。这将是一部根据热门香港连
载漫画改编的“西游”新作。

受众年龄从“60后”“70后”，现在
逐步转变为“90 后”和 2000 年以后出
生的群体，以“西游”为主题的作品也
进入了网络传播时代。

一名网友在看了《悟空传》点映后
留言：“很庆幸，这偏偏是最能戳中我
心的孙悟空，居然哭了好几次。”

据“二次元”动漫社交平台哔哩哔
哩网站的调查显示，“西游”“三国”两
大古典主题被中外影视机构及网友自
发改编成超过上万种网络衍生品，历
久弥新，堪称网友“真爱”。

古典名著的“复兴”源于
匠心

尽管《西游记》等古典名著的
“粉丝”越来越年轻，收视和观影习

惯也变得越来越网络化，但老一辈
艺术家兢兢业业投身文艺创作的匠
心，才是打动不同年龄层次观众的
关键。

以《西游记》为例，1986 年版电
视剧《西游记》是一座难以逾越的
里程碑。再向前追溯，上海美术电
影制片厂的动画电影《大闹天宫》
也 堪 称 经 典 ，而 更 早 版 本 的 经 典

“西游”故事大多出现在中国传统
戏曲舞台上。

据 1986 年版电视剧《西游记》中
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回忆，他
曾十余次拜访中国动画鼻祖、动画
片《大闹天宫》的导演万籁鸣先生，
讨教孙悟空角色的各种细节，并向
京剧北派“猴王”李万春先生、中国
武术界有新中国“猴王”美誉的肖应
鹏先生请教。

《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在上世纪
80年代也被相继改编登上电视荧屏，
至今仍与《西游记》并列为“重播次数
最多的电视剧精品”。

前不久，总导演王扶林领衔的
《红楼梦》剧组在京举行 30 年团圆

会，再度引发网友热议。大家公认，
从剧本、表演、音乐，到造型、服饰、
妆容等，每一位演职人员都做足了
功课，以严谨的创作态度，齐心协力
造就了 1987 版电视剧《红楼梦》这部
经典。

“今天的网友习惯用‘燃’‘仙’等
词汇来形容互联网平台上传播的古装
经典形象，无论是动画，还是影视剧，
国产原创作品如果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汲取养分，释放正能量，观众自然
会跟进你的作品。”腾讯视频总编辑王
娟说。

经典“中国故事”期待更
多创造性转化

业内人士及学者认为，从优秀传
统文化中挖掘经典“中国故事”，不能
止于“西游”“红楼”等名著，更多的好
故事有待进行系统性的创造性转化，
进而实现创新性发展。

主持研发《秦时明月》系列动画的
玄机科技董事长沈乐平认为，粗糙教
条式的讲故事风格，会让不少青少年
对传统文化感到陌生和疏离，只要方

法得当，以年青一代便于接受的叙事
方式和传播途径，同样可以讲好“中国
故事”。

以《秦时明月》为例，在 10 年间，
这一动画系列已刻画了李斯、蒙恬、项
羽、荆轲、韩非、陈胜、吴广等一批家喻
户晓的古代人物，并以年轻受众容易
接受的语言和想象力，赋予人物一定
的时代精神，因此在海内外产生了一
大批“秦时粉”。

《悟空传》原作者、以“今何在”笔
名长期发表网络文学作品的曾雨告
诉记者，从 2000 年初创作“天蓬”与

“阿月”、“悟空”与“紫霞”等故事，到
今天影片上映，已经过去了 17 年，受
众群体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西游”
主题创作本身“励志”“成长”等元素
始终没有变。

时下，受众希望“西游”“三国”
“水浒”等主题的影视和动漫创作
继续求新求变。曾雨认为，基于优
秀传统文化的创作可以进一步突
破框框，做出更多接地气同时又是
面向全球市场的新经典。

■许晓青 翟翔

据新华社 以我国当代原创动
画形象“大耳朵图图”为主人公的
动画电影《大耳朵图图之美食狂想
曲》7 月 18 日在上海首映。故事讲
述了主人公“胡图图”参加小厨神
大赛的奇遇记，以幽默的对白、欢
快的场景折射当代家庭教育所面
临的各种困境。

“大耳朵图图”动画形象诞生于
2000 年左右，由长期从事美术和动
画设计的速泰熙、速达父女联袂创
作了“图图”的原形。2004 年起“图
图”系列电视动画片在中央电视台
播出，成为陪伴新一代青少年成长
的本土原创动画形象。

“图图”角色设计者、年过七旬
的速泰熙说，过去的动画电影一般
以动物形象为主，人物形象则大多
是“小英雄”。“图图”这个形象则有
所不同，它诞生之初，就被“植入”了
普通孩子的生活习惯和小缺点，形
象和故事更加“接地气”，也因此受
到欢迎。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每个孩
子都要当冠军”“别人家的孩子，都
是好孩子”这些家长经常讨论的热
点话题，也巧妙穿插在《大耳朵图图
之美食狂想曲》的故事情节中，引发

陪同孩子观看电影的家长反思。一
位观众告诉记者，片中“图图妈”遇
到的“校园攀比风”等现象，其实也
是现在很多学生家长绕不开的“心
结”，值得大家讨论和思考。

上影集团总裁任仲伦说，今年
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60 周年，

“大耳朵图图”作为美影大家庭中
的新秀登上电影银幕具有标志性
意义。美影旗下一大批动画人物
不仅代表“动画中国学派”的价值
和审美，同时也契合中国社会发展
和现实关怀，比如“没头脑和不高
兴”“邋遢大王”等，“图图”也是这
样一个在轻松诙谐中寓教于乐的
经典形象。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艺术总
监、《大耳朵图图之美食狂想曲》导
演速达表示，“图图”首次登上银幕，
剧组在片中还专门制作多个场景，
致敬上世纪60年代的美影经典动画

《大闹天宫》，在音乐方面也精心设
计，推出多首不同节奏的主题曲，吸
引不同年龄段观众。

据悉，《大耳朵图图之美食狂想
曲》除普通话版，还将推出上海方言
版、广东方言版。该片将于 7 月 28
日起在全国公映。 ■许晓青

据新华社 国家文物局近日出
台《关于进一步推动非国有博物馆
发展的意见》，提出要依法加强非
国有博物馆内部管理，健全其退出
机制，探索建立信息公开和信用档
案制度。

非国有博物馆是我国博物馆
体 系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意 见 指
出，非国有博物馆设立应以永久
性为目标，如因特殊原因确需终
止的，不得向举办者、出资者或理
事等分配剩余财产。剩余财产应
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本馆章
程的有关规定用于公益目的。非
国有博物馆终止后的藏品应优先
转让给宗旨相同或者相近的博物
馆；没有宗旨相同或者相近博物
馆接收的，应由省级文物主管部
门主持转让给其他博物馆并向社
会公告。

同时，各级文物主管部门、博
物馆行业组织要将建立信息公开
制度作为博物馆等级评定、运行
评估、绩效考评、资金安排等的重
要评价指标。非国有博物馆应按
年度公布其年度报告，报告内容
包括藏品情况、展览活动情况、资
产管理使用情况和接受、使用捐
赠、资助的有关情况等，主动接受
社会监督。

意见特别强调，要探索由博物
馆行业组织主导建立非国有博物
馆信用档案制度，采集、记录非国
有博物馆在藏品征集、陈列展览、
观众接待、安全防范、商业经营活
动等方面的信用情况，特别是要
加强对失信行为和接受行政处罚
信息的记录。信用记录与有关部
门共享，定期向社会公开，并配套
建立有关奖惩机制。 ■施雨岑

《悟空传》引发新“西游热”：

“中国故事”如何讲好？

国产动画“大耳朵图图”登上大银幕

反思当代家庭教育误区

安徽“共享书店”：

打造共享阅读生态圈

国家文物局：

健全非国有博物馆退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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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毛信慧 朱良城 张蓓

从7月17日到19日，22名北京大学学生走进
杨浦。从充满创新活力的创智天地、湾谷科技园、
长阳创谷，到宜居宜业的生活社区新江湾城，到有
着百年工业史的杨浦滨江、杨树浦水厂、上海国际
时尚中心，三天时间，学生们沿着杨浦的创新转型
之路，全方位地感受这片创新创业热土的激情与
厚重。

作为全国首批双创示范基地的杨浦，为进一步
吸引全国各地及海外创新创业人才来杨浦发展，邀
请北大学子来杨浦参加为期三天的参观活动。此
次活动由北大党委副书记叶静漪带队。杨浦区不
仅安排了相关工作人员为北大师生讲解杨浦的发
展规划，还安排了内容丰富的实地考察。

徐致远是北大工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曾听朋友聊起过杨浦。在他的印象中，杨浦就
是“大学旁边立着一座座工厂”的地方。真正
来到杨浦之后，他才发现这是一个处处充满创
新活力和热情的地方。徐致远对未来到杨浦工
作充满了憧憬，“有机会，希望成为下一批杨浦
储备人才。”

今年3月，杨浦区将专场招聘会开到了清华、
北大、人大等10所高校，推出30个青年储备人才岗
位、30个教师岗位、300个企业岗位、3000个大学生
实习岗位。

北大社会学系专业的应届毕业生章世园，今年
经过层层筛选后加入到杨浦青年储备人才队伍。
因为杨浦浓厚的创新氛围和宜居的人文环境，她在
毕业后选择来到杨浦工作。在与学弟学妹们的交
流中，她告诉大家，杨浦是一个适合工作生活的地
方，“漫步杨浦，宁静舒适，离校园还是那么近，心里
很踏实。”

除了招纳青年储备人才，杨浦今年还推出
3000个大学生实习岗位。北大信息科学与技术学
院大二学生刘帅通过此次招聘来到了杨浦。

刘帅告诉记者，自己一直对城市交通、规划等
方面比较感兴趣，也很想利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
识，让城市的道路更通畅，让城市的运行更高效、更
智能。今年暑假，他来到杨浦区规土局实习。“一周
的实习过程中，我接触到了先进的GIS信息地图，
看到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于区域规划的增益作用，
了解到了政府机关高效的办事方式，提升了自己的
技能，收获了很多。”

“包容”、“有活力”，是刘帅对杨浦的初印象。
“杨浦欢迎有想法、勇于创新的年轻人来这里闯
荡、创业、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变化正在悄无声
息地发生，这里的一切都变得越来越便捷，越来越
现代化。”

北大学子近距离接触创新热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