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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新华社台北电(记者章利新、
刘斐、林凯)在台湾，很多人已习
惯逛书店买简体书，熬夜追大陆
热门电视剧，分享抖音短视
频……近年来，越来越多大陆文
化产品成为台湾民众日常生活的
一部分，这样的文化体验加深了
两岸同胞的相互理解，增进了彼
此认同和心灵契合。

简体书打开大世界

在台北，谈到书店，很多人会
提到“重南书街”。由于互联网冲
击、店面租金上涨、连锁店竞争等
因素，位于重庆南路的百年书街
近年来慢慢走向衰落，而大陆出
版的简体书在这里却“买气常
旺”。

在天龙书局，记者偶遇老顾
客陈昭安，在互联网时代他依然
保持每周逛一两次书店、每天读
书的习惯，把书店视为自己的“精
神家园”。

“我是一个简体书爱好者。”陈昭安说，因研究生读的
是哲学，所以买的简体书主要是文史哲，大陆出版的这类
书籍数量多且品质高，比如古书校注方面就做得很好，有
很多题材是台湾出版社不会触及的。

“在文史哲方面，大陆出版的典籍对我有蛮大帮助。
我的藏书中有约四分之一是大陆简体书。”陈昭安说。

如今，在“重南书街”，传统书店只能转型，才能保住老
书街的书香。自 2008 年开始，天龙书局以销售大陆简体字
书籍为主，打造特色书店，在不景气的环境中实现了逆势
增长，店面不断扩张。

十年来，天龙书局进口了 600 多万本大陆图书，在店
里消费累计逾百万新台币的特殊会员就有好几十位，他
们大多是像陈昭安这样的中华传统文化爱好者。

“两岸文化同根同源，随着文化交流加深，近年来台湾
读者对简体书的需求不断增长。大陆图书选题广、内容新、
性价比高，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天龙书局老板沈荣裕说。

陈昭安说，爱书人的天性永远不会改变，期盼在互联
网时代“留住书香”，感谢简体书为我们打开更广阔的世
界。

大陆剧引领观剧潮流

除了简体书，大陆电视剧也为台湾民众打开精彩的
古典世界。

近年来，《琅琊榜》《步步惊心》《延禧攻略》等一批大
陆影视作品受到台湾民众热捧。其中蕴含的文化历史风
景，也成为两岸沟通的一扇窗口。

在台湾地区 2018 年“热搜排行榜”的“快速蹿升的电
视剧”榜单中，大陆电视剧独占鳌头，在前五名中占了四
席。其中，《延禧攻略》和《如懿传》分别荣登第一和第二
位。

从台北到高雄，记者常常遇到大陆电视剧的台湾粉
丝，其中既有出租车司机，也有公司白领。今年 65 岁的林
必勉是一位资深大陆剧迷。1991 年播放的电视连续剧

《编辑部的故事》是她追的第一部大陆剧。
林必勉说，近年来最喜欢的还是大陆古装电视剧。精

良的服装和布景、精彩的剧情和演员精湛的演技，以及对
历史文化的考证和借鉴，让人一看就放不下。

爱奇艺台湾站用户事业部经理张婷贻告诉记者，
2018 年全站总流量达 15 亿，创开站 3 年最高。其中，爱
奇艺自制宫廷剧《延禧攻略》在短短 5 个月就达到 1 . 5 亿
流量，成为台湾站首部点击量破亿作品。

“有趣的是，《延禧攻略》大结局当天，网站流量是平
日流量的 4 倍。”她说。

“我们办公室同事几乎都在看《延禧攻略》，我已经
看第二遍了。”在林必勉看来，古装剧在一定程度上有助
于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
而时装剧则是他们了解大陆现实发展的窗口。“我们可
以从电视剧里面感知一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她说。

抖音吸引年轻族群

在网络世界，微信、淘宝等应用和网站早已融入台湾
民众生活，最近大陆短视频 APP 抖音更是以席卷之势
“延烧”全台。

抖音主要瞄准年轻世代，短短 15 秒的视频可让用
户玩特效、对嘴型、搭配属于自己的曲风，和朋友分享。
2017 年抖音推出境外版 TikTok，短短一年多时间便
快速流行。

在 TikTok 上，还在读初一的台湾男孩“小孩”(昵称)
有逾 8000 名粉丝，所发的 71 个视频共收获了 22 . 23 万
点赞，其中大多是游戏录拍、语录展示，或是翻拍，就是把
别人的声音或题材拿来拍自己的视频。

其中，他用过去与现在的地球、北极对比图，呼吁人们
关注全球变暖，这则视频收获了 4200 个点赞和数百评论
和转发。这条视频配的是在大陆同样为抖音热曲的《一百
万个可能》。

这位“小孩”从不在视频中露脸。他说，只是把抖音
“当作娱乐而已，但有点赞还是会有成就感，有时间就尽
量拍一些”。他是在同学推荐后才开始玩抖音的。他还表
示，身边有很多玩抖音的同学、朋友。

TikTok 台湾区营运负责人林宜静近日对媒体表
示，台湾营运团队进驻才一年，目前在台湾月活跃用户已
达 300 万，已培养逾 200 位知名创作者。数据显示，台湾
用户日平均使用时长达 38 分钟，一段视频平均互动的转
发率为 45%。

林宜静表示，展望今年 TikTok 在台湾发展，主要目
标是要培养高人气网红，持续深耕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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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兰州 1
月 7 日电(记者张
玉洁)6 日，“改革
先锋”樊锦诗走进
西北师范大学，向
青年学子讲述敦煌
故事，激励他们逐
梦坚守。

樊锦诗是敦煌
研究院名誉院长。
1963年，她从北京
大学毕业后，开始
了与莫高窟长达半
个多世纪的相守。
在她和同事的努力
下，莫高窟在 1987
年成为中国首批进
入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的遗产地，并逐
步成为世界文化遗
产保护和利用的全
球典范。

樊锦诗说，她
初到敦煌时，条件
非常艰苦，喝咸
水、睡土炕，风沙
弥漫，但她没有离
开，“国家的需要，
就是我的志愿。敦
煌需要我，我就到
敦煌工作。这是莫
高窟的独特魅力使
然，也是我作为一
名文物工作者的历
史使命和职业操
守。”

樊锦诗说，改
革开放 40 年来，
莫高窟的保护、研
究和管理事业，以
及文化艺术的弘扬
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如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
保护规划建设、在全国文博系统率先广泛开
展国际交流合作、文物本体及其赋存环境进
入科学保护时期等。

进入 21世纪，莫高窟旅游开放和保护
管理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不让游客看不
行，看坏文物也不行。”樊锦诗说，她持续
思考、辩证分析。在科学监测分析的基础
上，敦煌研究院创新设计出“数字电影+实
体洞窟”的预约制，实现了保护和利用的
双赢。

“转眼半个多世纪了，莫高窟已成为我
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白天想的是敦
煌，晚上梦到的还是敦煌。我 80 岁了，能
为敦煌做事，无怨无悔！”樊锦诗说。

樊锦诗建议，大学生在选择职业时，不
要被“蝇头小利”吸引频繁跳槽，而应充分
考虑专业特点和个人兴趣，实现自我价值。

两个多小时的宣讲，让 600 多名与会
师生深受感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生尹
璐瑶说：“樊老师 20 多岁来到敦煌时风沙满
面，但她不惧艰苦，坚守至今。现在我们
生活在阳光下，环境很好，更应该好好努
力，踏踏实实做学问，尽最大努力保护敦
煌。”

▲ 1 月 6 日，观众在观展。香港“油街实现”艺术空间近期举行“城市行者日记”展览，以
激发观众对城市的好奇。

新华社记者吴晓初摄
“城市行者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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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电(记者张宇琪、宋瑞、李亭、褚
萌萌)74 岁的天津河西人孙振洪一手拉洋片，
一手牵动洋片箱上固定着的乐器，亮开嗓门唱
起自编自创的《群仙游天津》。

自 2012 年起，孙振洪就致力于复原“拉洋
片”这一传统民间艺术。在以他为代表的民间艺
人的努力下，天津拉洋片制作与表演技艺于
2018 年 5 月被列为天津市河西区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

拉洋片又叫“西洋镜”“八大片”。在一只木
制箱中，装有八张以历史和民间故事为题材的
图画。表演者一边演唱、讲述故事，一边拉动绳
索上下替换画面，观看者则通过下层的四个或
八个嵌镜圆孔观看。这项技艺于清末在京津两
地流传开来，近几十年来随着电影等新兴视听
艺术的发展而渐趋没落。

“拉洋片是民俗艺术，我小时候对它记忆

深刻。”一段唱罢，满头银发的孙振洪双手摩
挲着洋片箱，将自己与拉洋片的情缘娓娓道
来。

孙振洪毕业于天津农业机械制造学校，退
休前是天津机电工艺学院的机械和电工课教
师。退休后，他一直想念着儿时的“拉洋片”，却
又遍寻不得，遗憾之余便想着自己复原这项技
艺。5 年来，凭借在机械领域的知识技能，孙振
洪在没有实物参考的情况下，复原出了五个大
小不同的洋片箱。

孙振洪复原的第一个洋片箱，现摆放在天
津市河西区文化中心的展厅中。这个一人多高
的洋片箱古色古香，上层是一个小型的舞台，上
挂绛紫幕布，前有一排朱红立杆、漆绿扶手的栏
杆。下层有三个带镜圆孔，在尝试了各种镜片
后，孙振洪选择了效果最清晰的老花镜。箱柜右
上角固定有鼓、锣、铙钹三种打击乐器，用一根

绳子连在一起；绳子一拉，三种乐器齐响，气
氛热闹。

为了弄清楚洋片箱的“机械奥秘”，孙振
洪苦心琢磨。有时，半夜灵感来了，他从床上
爬起来就骑车奔去工作室。一些零件尺寸特
殊，市面上买不到，他就自己动手做。

近些年，孙振洪每年都会带着自己的洋
片箱去天津的“娃娃庙会”上表演。在一次表
演中，与孙振洪同台的相声演员陈浩被这一
手拉洋片绝活吸引。孙振洪遇到喜欢这项艺
术的人也十分激动，热情地讲解。“老爷子将
洋片箱的图纸设计、选材、制作、画片内容、镜
子选取等知识一一传授于我。”26 岁的陈浩
说。

2013 年，孙振洪与陈浩等人组成了“三
五剧社”，现有剧社成员七八人。孙振洪负责
制作洋片箱，其他年轻的成员则带着箱子在

津门多个公共场所演出，向更多人展现这门
民俗艺术的趣味。

三五剧社编写了多套独具天津特色的剧
目，融合了中国传统神话的人物形象和内容，
有些增添了天津快板的元素，有些还是特别
为儿童编写的。

每次孙振洪在庙会上摆弄洋片箱，都会
引得来往路人围观。大家探着脖子想要一睹
洋片箱内的风采。

河西区文化馆非遗部副主任崔亚倩说，
拉洋片是老一辈天津人儿时的回忆，是需要
保护的文化遗产。

未来，孙振洪想把拉洋片原汁原味地保
留下来，还想用创新的方式发扬这项传统文
化。“我们希望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融入
声、电、光等高科技元素，将传统拉洋片做出
3D 效果。”孙振洪畅想着。

寻找“拉洋片”的天津记忆

新华社兰州 1 月 6 日电(记者屠国玺、成
欣、侯韶婧)刚一开年，在甘肃省庆阳市肖金镇
肖金村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
范基地里，妇女们将花布、内衬和画纸平铺好，
开始赶制“驴敢当”。现在，这款以小毛驴为原型
的香包已经远销国内外，供不应求。

“‘驴敢当’可受欢迎了，在全国多地旅游商
品大赛中获过奖。生产阿胶的企业和毛驴养殖
基地纷纷联系我们，要把它作为吉祥物。”庆阳
香包绣制“非遗”传承人刘兰芳说。

庆阳是中国传统香包刺绣发源地之一，这
里曾出土过距今 800 多年的香包，被称为“中国
香包刺绣之乡”。庆阳香包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庆阳农村，妇女们祖祖辈辈都有绣制香
包的手艺。今年 53 岁的刘兰芳仍清晰记得，她

8 岁时坐在外婆怀里，看外婆做老虎香包：用线
把剪下的树叶图案包在碎布上，再用黑线绣出
眼睛。

“小小布渣竟然摇身变成了生龙活虎的香
包！”就这样，刘兰芳耳濡目染地学习了绣技。从
鞋垫，再到绣花鞋、五毒肚兜、枕头，她的针线功
夫渐长。

这些年，刘兰芳始终坚持香包的纯手工缝
制，每年都有十几款创新的香包作品。49 岁那
年，她被评为“非遗”传承人。

在传承过程中，刘兰芳发现古老的香包遇
到了发展瓶颈。当地人都是把香包当作小礼物
来送，但她发现年轻人喜欢的不多。

“原始的小毛驴香包，连我的外孙都不喜
欢。”刘兰芳意识到，“可能是因为造型呆板，不
够活泼。”

2013 年，刘兰芳的团队对小毛驴香包进
行二次设计，先后改版五六次，并为新款“小
毛驴”香包取名“驴敢当”。和传统香包不同，
“驴敢当”造型夸张，灵动可爱，更像是动画片
里的卡通形象。

她们还尝试绣制出用碎花布制成的“驴
敢当”，小的可以作为手机挂件，大的则可作
为车内装饰，一推出就在市场上热销，现在已
经远销到国外。

在传承基地里，大家还尝试将香包古艺
和时尚新需求进行对接。传统香包以红、黄、
绿为主色调，现在人们更加偏爱清新淡雅的
颜色。

刘兰芳指着一个以黑白为主色调的青蛙
香包说，和传统颜色鲜艳的香包不同，新设计
的青蛙香包色彩淡雅，还加上了莲花元素。价

格高出传统香包三四倍，但在南方很受欢迎。
创新的内容还有香包布料。基地目前使用

棉麻作为基础材料，并尝试用薰衣草替代传统
香草，得到了很好的市场反响。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基地目前挖掘、保
护、复制了 500多种庆阳香包，辐射带动周边村
落 4000多名妇女，年销售量 30万余个，并常年
销往美国、德国、意大利、白俄罗斯等国家。

目前，和刘兰芳一样，有超过 5 万名庆阳
妇女从事这种手工艺制作，许多贫困妇女从
中受益。她们正用自己的心灵手巧创造着经
济效益。

“古老手艺要传承，不能只吃老本。”刘兰
芳说，在互联网时代，传统香包要想在市场上
“吃得开”，必须要创新求变，才能避免人走技
失，让古艺新传。

了不起的“驴敢当”：古艺新传“吃得开”

9000 枚印章让成语“活”起来
走近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一座临街建

筑，一对红灯笼顶着白雪悬在门檐之下，青
砖瓦当打造的房舍颇具古意。推开门，只见
屋中绝大部分空间被展柜占据——— 这里是中
国成语印博物馆，收藏着总重约 6 吨、数量
达 9000 枚的石刻成语印章。

今年 60 岁的杨桂臣是这家博物馆的创
建者， 9000 枚成语印章全部出自他手。据
杨桂臣介绍，他从事成语印章篆刻已有 40
多年时间，期间用掉了六七吨成品石料，用
坏了数百把大小刻刀。

成语是中国汉字语言词汇中定型的词，
多为四字，也有三字、五字甚至六字以上
的，言简意赅地记录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
寓言故事、谚语俗语、史实逸闻、诗文语句
等。印章是一种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物
品，制作材质有金属、木头、石头、玉石
等。

“成语和印章的结合，就是中国母语文
化与中国传统技能的结合。”杨桂臣说，他
希望通过一方印，使以文字形式呈现的成语
更具表现力。

杨桂臣自幼爱好篆刻，“小时候，为了
帮我学好文化课，母亲给我买了一本成语
故事书，让我每天背一条成语。为了加深
记忆，我把成语篆刻成印章——— 文具盒里
的橡皮、放学路上捡回的砖头，甚至家里
的 大 勺 把 儿 都 被 我 截 下 来 一 段 当 原 材
料。”

杨桂臣对成语篆刻的痴迷，并没有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淡化。 1978 年，杨桂臣参加
工作。“那段时间是我最有斗志、目标和创
作激情的日子，工资发下来我就去买石头，
有一点空闲我就刻成语印。”这一坚持，就
是 40 多年。

为了给每一枚成语印注入更多文化内
涵，杨桂臣颇费心思。“互联网不发达的
年代，我经常为了一条成语，骑着自行车
跑几次图书馆，翻阅古籍、寻找出处，再
根据含义设计字体、版面——— 可以说，每
枚成语印都有它独特的‘性格’。”

2011 年，杨桂臣凭借 6 0 0 0 枚成语
印 章 成为“世界上篆刻成语印章数量最
多” 的人 ，获得由世界纪录协会颁发的

“世界纪录证书”。同年，他创建了中国成语
印博物馆。

酒香也怕巷子深，为了传播成语文化，
除了创建博物馆，杨桂臣还用几年时间编写
了《中国成语印谱》。印谱共收录了 6000 条
成语，除了对意义及出处进行解释，每条成
语都配有一方成语印章图片。“我希望通过这
样的方式，赋予成语更多的生命力。”杨桂臣
说。

荣誉和成就没让杨桂臣停下创作的脚
步，从 6000 枚到 9000 枚，杨桂臣用时间和
坚持诠释着他对中国成语文化和手工篆刻技
艺的尊重。

成语印篆刻，篆的是字，刻的是心。为
了让更多人感受中国成语的魅力，杨桂臣坚
持自费办博物馆。“两三年前，有人要付巨资
买这 9000 方成语印。”杨桂臣笑着说，来者颇
有诚心，但他当场拒绝了，“这些印是我一辈
子的心血，我想让更多人来这间博物馆里参
观 ，了解成语文化 ，而不是被小部分人欣
赏”。

(高爽)新华社沈阳 1 月 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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