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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春节期间，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
化活动在美国、俄罗斯、立陶宛、葡萄
牙和新加坡等国举行，受到当地民众
欢迎。

美国亚洲协会得州分会9日在
休斯敦举办庆春节活动，来自中国杭
州的手工艺人现场展示了多项手工
技艺，包括杭州刺绣、宣纸制作、纸伞
制作和木雕等。当地民众大多首次
见到这些新颖别致的艺术品，小朋友
们争先恐后参与其中，有的亲手装饰
团扇，有的尝试宣纸制作，场面十分
热闹。

“我希望能更多了解中国春节和
中国传统文化，学习不同的文化能让
我们彼此加深了解。”参加活动的当
地艺术教师比尔德说，美国学生对中
国的了解有限，通过文化来认识中国
是非常好的途径。

中国春节民族音乐会9日晚在
莫斯科举行，来自苏州民族管弦乐团
的艺术家们为俄罗斯观众献上了一
场极具中国特色的新春音乐盛宴。

音乐会在喜气洋洋、充满中国年
味的《春节序曲》中拉开序幕。随后，
《我的祖国》《茉莉花》《抒情变奏曲》
《二泉映月》《庄周梦》《澳门随想曲》
等经典作品登场，中国民族乐器独有
的魅力让俄罗斯观众如痴如醉。

担任本次音乐会首席指挥的彭
家鹏说，俄罗斯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
音乐家和音乐作品，中国民族音乐有
着独特的魅力，相信音乐可以作为纽
带，让两国人民加深了解。

9日，“印象中国”摄影展在立陶
宛温泉小镇德鲁斯基宁凯拉开帷幕，
成为小镇“约会中国年”活动的重头
戏。摄影展共展出立陶宛摄影师维
陶塔斯·达拉什克维丘斯的24幅摄
影作品，集中展现了中国民俗风情、
自然景观及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达拉什克维丘斯对记者说：“中
国人是如此勤劳、真诚和友好，他们
的生活以及中国的发展是我的镜头
最愿意捕捉和体现的东西。”

当天活动中，维尔纽斯大学孔子
学院带来的中国农历新年年俗介绍、

古筝表演、茶艺和武术气功表演等为
小镇带来浓浓的年味。

由中国驻葡萄牙大使馆和里斯
本市政府联合主办的“欢乐春节”庆
祝活动9日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阿
拉梅达广场举行。广场四周挂满了
大红灯笼，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
氛。

当天上午，由葡萄牙中华妇女联
合总会腰鼓队、里斯本中文学校、葡
萄牙中华文化之友协会等组成的19
个方队在广场旁的街道举行行进表
演。表演者身着各式民族服装，有的
敲锣打鼓，有的舞龙舞狮，有的跳起
民族舞蹈，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观
看。下午开始的文艺演出中，中国武
术和京剧表演等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中国驻葡萄牙大使蔡润在文艺
演出开始前致辞说，“欢乐春节”活动
为中葡两国艺术家提供了同台献艺、
相互切磋的舞台，为两国民众提供了
了解对方文化艺术和民俗风情的机
会，为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
谊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广西歌舞剧院9日在新加
坡滨海艺术中心上演原创民族舞剧
《花界人间》。该剧内容源于壮族的
花神信仰，重点刻画了收谷、舂米、献
药等场景，充满浓郁的民族风情。观
众对演员精彩的表演报以热烈掌声。

观众贺玉荣说，《花界人间》浪漫
唯美，又饱含浓浓的壮族民族风情，
非常好看。演员们伴着欢快的民族
乐曲载歌载舞，乐趣盎然。

柔美的长绸舞、娇艳的牡丹仙子
……河南歌舞演艺集团木偶剧团8
日为美国休斯敦民众献上一场别具
一格的木偶表演，引来满堂喝彩。

此次是该团首次赴美演出，不仅
带来了《梁祝》《芝麻官断案》等传统
节目，还将《白雪公主》等西方故事囊
括其中。

在演员们的娴熟操控下，小小木
偶或辗转腾挪或翩翩起舞，身形灵
动、栩栩如生。对于演员们的精湛技
艺，观众纷纷报以热烈掌声。

据新华社电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2017年在杭州滨江白
马湖诞生了中国的第一个网络作家
村。有大批网络作家汇集于此，开设
了自己的工作室。这个网络作家村
成立刚刚过去一年，现在网络作家们
纷纷交出“作业”。网络作家的“集聚
效应”正在彰显。

作家非聚不能写？
这个中国网络作家村的村民阵

容十分强大。唐家三少、月关、管平
潮、蝴蝶蓝、猫腻、忘语、玄色、沧月、
匪我思存、少封等网络大神都在此开
设了工作室。在中国作协全委会委
员中，网络作家有9名，其中6名都是
中国网络作家村的“村民”。

对于从家里走出来，入驻作家
村，成立工作室这件事，一些网络作
家，尤其是一些大牌作家认为极有必
要。一些写手对记者表示，过去是作
家一个人和网站打交道，写完了作品
就传到网上去，然后从网站拿稿费。
但是自从有了IP这个概念后，事情就
变得丰富复杂起来。相对于一整套
网络文学销售体系来说，大多数作者
都处于被动地位。这时网络作家就
需要相关团队以及产业的支持——
面对可能来临的法律问题就需要法
律支持、面对读者日益提升的阅读需
求就需要相关的数据支持，面对日益
壮大的粉丝就需要相关的管理支持，
面对作品的纵深发展也需要相关的
团队进行谈判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网络作
家村就满足了著名网络作家建立自
己工作团队的需要。据了解，中国网
络作家村不仅可以提供优厚的房租
条件，还能让作家们享受各种政策的
优惠。这一年，中国网络作家村先后
收到了172名网络作家的入驻申请，
已有107名作家签约入驻、注册了工
作室。仅仅一年时间，这种作家的

“集聚效应”已经产生丰硕成果。有
15位作家发布了自己的新作。蒋胜
男带来了四部电视剧《紫宸》《紫星传
奇》《太太时代》《燕云台》。唐家三少
则带来了《斗罗大陆Ⅳ终极斗罗》《守
护时光守护你》《隔河千里，秦川知
夏》三部新作。很多作家都在此深耕

自己的IP资源，一些小说改编成电视
剧和网游的谈判也都在此完成。

“集聚效应”推动文学产业发展
已经有人指出，像作家村这样的方

式，可能会成为未来文学产业发展的一
个重要模式。应该说，作家村不仅是
一个地方，更是一个平台。在作家村
里，作家们不仅可以享受房租补贴和
奖励扶持，相关政府部门还设立了支
持网络文学产业发展的创投基金，政
府引导基金积极参与，并开展版权保
护、作家联谊活动，提供生活保障等。

那么作家的“集聚效应”究竟是
如何产生的呢？因为作家村里的作
家都很有名，于是在作家村周边就形
成了一条数字产业链，目前已有8家
动漫影视游戏企业在作家村“神仙
居”周边自发式集聚。谢谢动漫影视
游戏公司专做作家村里的作家们的
生意。联动形成高新区内文学创作、
游戏动漫上下游优质企业，形成了作
家村特有的数娱产业矩阵。

管平潮就是通过中国网络作家
村的沙龙活动认识了杭州玄机科技，
这家动画公司的代表作是“国漫之光”
《秦时明月》系列。2017年，玄机科技
和唐家三少合作，推出了经典IP《斗罗
大陆》的动画版，去年作家村落成之
后，两方的合作愈发密切。也因为有
这样的物理空间上的亲近感，各种文
学产业上的合作也就变得紧密起来，
IP最终也就在当地扎根。据称每天还
有不少出版社的人等在作家村门口，
希望结识一些网络大神，能够洽谈作
品出版事宜。如果没有作家村这个平
台，网络作家们都宅在家里，使用笔名
写作，出版社要找到他们绝非易事，而
现在，作家村等于是将名家“一网打
尽”，出版社只要守株待兔即可。

据青年报记者了解，除了中国网
络作家村，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类似于
作家村这样的空间，这有点像画家
村。通过各种优惠的条件，吸引作家
前来创作。作家的相互交流，会让他
们迸发出火花，激发创作灵感。而作
家的“集聚效应”又深刻地改变了当地
的产业风貌，很多与文学有关的产业
纷纷建立。过去都说作家写作是一项
孤独的事业，现在来看，“非聚不能写”
可能也是文学产业发展的一条路径。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第四季《中国诗词大会》
日前回归荧屏，主持人董卿用王安石
的《元日》引出了《中国诗词大会》第
四季。

节目播出后，在春节假期再掀
“诗词热”，节目中嘉宾的妙语连珠、
赛制的改动升级和“擂主”的归属等，
都让诗词爱好者们感受很深，“诗词
就是生活，嘉宾们对诗意的解读让我
获益匪浅。”

《中国诗词大会》第四季题库首
次尝试按主题分类，共分为节令类、
咏物类（花草鸟兽类）、乡情类、亲情
类、爱情类、友情类、英雄类等十多个
主题，分类标准大致也是按照古诗词
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频率高低以及
与主题的吻合度。

同时，强调诗词的“日常生活
化”。将经典诗词与当代生活接轨，
以诗词之美为底色，以生活之美为归
宿。比如，为突出古典诗词与当下生
活的关联性，节目首次增加传统诗词

在现实生活场景中的应用题，生动展
现经典诗词活在当下的魅力。

在此前的《中国诗词大会》节目
里，“飞花令”一向是观众参与感很强
的内容。本季节目中依然有“飞花令”
的内容，第一期节目里曾经出现的

“君”字主题，就让观众们纷纷思考记
忆中含有“君”字的诗词。而题目中创
新增设的“双字超级飞花令”，更是让
观众大喊“难度大”，“选手们泰然自若
胸有成竹，而我怎么一句都想不出来
呢”“昨晚看的节目里超级飞花令要包
含‘春’‘风’，我和家人搜肠刮肚也没
想出几句……看来还是要多读书”。

此外，节目创新增设“绝地反击”
的自救环节，给首次答错题的选手以
挑战复活的返场机会。这一环节在

“横扫千军”“出口成诗”等传统玩法
的基础上，新增“你说我猜”互动答
题：由嘉宾描述，让选手猜出诗句或
词牌名，极大提升赛事悬念。需要帮
助选手“你说我猜”时，蒙曼老师也十
分紧张，一度说到了谜面，让现场观
众忍俊不禁。

“集聚”有奇效 网络作家不再孤独

海外中国春节文化活动异彩纷呈

《中国诗词大会》回归荧屏

诗词美为底色 生活美为归宿

2月10日，在美国芝加哥，中国国家京剧院的演员表演京剧《闹天宫》片段。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