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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赋能新业态
“国际郑”文创新意浓
郑州展馆位于深圳会展中心2号厅，以

“文化+创意”为主题，处处彰显着“文化+”
赋能新业态的特色和亮点，全面生动展示
了新时代郑州文化产业发展的综合成果。

展馆突出“天地之中、国际商都”的设
计理念，整体框架以嵩山为背景，并以动
漫的形式展现了“一山、一河、一祖、一寺、
一城”的郑州文化名片。展馆内部，诠释

“文化＋科技”元素的咿啦看书APP、动画
图书馆，彰显“文化＋创意”成果的嘻多
猴、嵩阳文化文博创意产品、百家姓衍生
品和约克动漫罗力视频遥控车、罗力公
仔、小樱桃集团《星球大战》漫画刊物及电
影周边产品等，以展品、图文、视频、多媒
体演示等多种形式彰显了中原历史文化
与科技融合的时尚新元素，展示了近年来
郑州文化产业发展和文艺精品创作取得
的累累硕果。

在2号厅，一个宽6米、高4.5米的巨大
的“文化魔方体”十分醒目，外立面由一幅
幅原创的经典设计图案构成，内部借助一
组组方形的“魔盒”进行产品展示。这是郑
州本土企业“豫游纪”精心打造的独立场
馆，独特的造型设计吸引了众多观众。

“我们想用文化魔方的概念，来启发、
探讨关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考，诸如
传统如何现代化？文化如何赋能？产业未
来何处去……”“豫游纪”创始人高公璞介
绍说，朱仙镇木版年画、青铜吉祥纹饰、生
肖文化等，都是“豫游纪”为中原文化寻求

世界表达的元素和出口，“我们从中挖掘创
意元素，从民俗文化、非遗文化中寻找灵
感，努力搭建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交融的
桥梁，让大众在生活中重温传统文化的美
好，重拾传统生活美学，为世界上的多元文
化注入新的活力，展现新的魅力。”

在文化传承与发展方面，拥有3000多
年历史的中原豫锦再次添彩深圳文博会。

“这次参加深圳文博会我们带来了禅宗少
林音乐大典、中原福塔、百骏图等十几件中
原豫锦的精品之作，它们惟妙惟肖、古色生
香。”负责人张涛告诉记者，中原豫锦深挖
河南文化底蕴，依托自主开发的像景技术，
把不同颜色的丝线逐行编织成布艺字画，
将古人 3000多年前的文化结晶以贴近当
下生活艺术的特质呈现在世人眼前，致力
于打造更加美丽的锦绣中原。

集聚本土文化力量
诠释郑州文创新气象

本届深圳文博会共设 9个展馆 67家
分会场，总展位面积 10.5万平方米，全国
31 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的 2308 个
参展单位参展，同时吸引了来自 42个国
家和地区的 130家海外机构参展，并邀请
了来自美国、英国、法国等 101 个国家和
地区约 2.1 万名海外展商前来参会、参展
和采购，500多项配套活动也将在展会期
间精彩上演。富含郑州文化元素的文创
产品让与会人员在郑州馆体验、品尝了一
道文化大餐。

“功夫宝宝的形象非常可爱，很容易

就让人联想到郑州的少林功夫。”展馆内，
一位女士拉着同伴与功夫宝宝人偶合影，
这个取自“天地之中、功夫郑州”的本土原
创 IP形象，脸上腮红分别取自少林寺的山
门红和二七塔的精神红，绿色的腰带则寓
意情系绿城，一身小和尚装扮惹人喜爱。

“此次文博会我们主要带来了两大板
块内容产品，一是以原创 IP嘻多猴、功夫
宝宝和摇钱兔的衍生产品为主的城市新
名片系列，另一块是与本土汴绣合作推出
的刺绣文创品和以郑州地域文化元素为
素材创意开发的商城记忆城市新礼物系
列。”嘻多猴创始人“猴爸”梁兴告诉记者，
嘻多猴和功夫宝宝是郑州本土的原创 IP，
为更好地代言郑州，还将陆续推出表情
包、漫画、手机主题、动画片等系列内容。

“希望通过此次文博会，能与更多的各行
资源互动，整合更多的跨界合作资源；同
时，通过原创本土 IP嘻多猴、功夫宝宝的
亮相，让更多人了解并喜欢郑州的文化！”

郑州元素备受关注
《龙族的后裔》精彩亮相

本届文博会上，郑州报业集团打造的
中华百家姓电视剧《龙族的后裔》精彩亮
相郑州馆，震人心魄的片花，耳目一新的
宣传片，丰富多样的“星跑团”活动回顾，
让姓氏文化以一种新颖的方式走进大众，
衍生品姓氏抱枕、姓氏方巾让姓氏文化从
细微处融入现代人的生活，通过二维码扫
描，还可得到姓氏源起、姓氏图腾、姓氏演
变等相关内容。据《龙族的后裔》总导演

张清透露，姓氏方巾将出现在 10月举办
的郑州国际马拉松大赛上，成为“姓氏跑
团”成员的独特标志之一 。

“我们计划在沿线用姓氏文化加油
站、姓氏文化墙、家风家训展示等内容，来
让整个赛道充满姓氏文化元素，我们还将
在全国范围内邀请姓氏代表组建姓氏方
阵和姓氏跑团，让大家关注、了解、认知，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也是《龙族的后
裔》这部剧所要表达的核心。”张清表示，
希望借助马拉松这项国际性运动，更好地
传承和弘扬姓氏文化及传统文化，同时更
好地彰显郑州的“国际范”。

值得一提的是，由郑州智澜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制作的 17米长、两米宽的动态
清明上河图展示区和中华源光影秀展示
区，实现古老的华夏文明与现代高科技技
术（全息幻影、大型弧幕技术、VR/AR虚
拟增强现实等）完美结合，体现了河南文
化科技融合的新高度。

关于光影技术与姓氏文化的整合呈
现，负责人石增华介绍说，设计以河南百
家姓为主体，围绕实体墙体造型字，通过
全息成像技术、数字技术和 3D显示成像
技术呈现，让每个人走到“中华之源 老家
河南”都会停留几分钟，查看自己姓氏来
源，生发问祖寻根之情。

本届深圳文博会上，郑州文创企业特
点明显，传统文化正与现代消费激情碰
撞，将一段段尘封的郑州好故事与满足当
代人审美情趣和美好生活追求的文创产
品融合共生，郑州文化产业的明天定将在
更广泛的领域熠熠闪光。

第十四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昨日开幕

郑州展馆融通古今智慧
彰显商都文创力量

本报深圳专电 郑报融媒记者 杨丽萍 文 宋晔 图

五月鹏城，群英荟萃。昨日上午，汇集
全球文化资源的第十四届中国（深圳）文博
会开幕，各地文创成果争奇斗艳，各领风
骚。在为期5天的展会中，郑州文化产业将
在以“文化+创意”为主题的2号厅，彰显“文
化+”赋能新业态的郑州文创力量，全面生动
展示新时代郑州文化产业发展的综合成果，
并将以全新的视角和表现形态将郑州的古
今智慧与文化表达呈现在世人面前。

近日，作家迟子建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了最新小说
《候鸟的勇敢》，这
部近九万字的小
说是迟子建中篇
小说里篇幅最长
的一部。这部小
说讲述了什么样
的故事？有哪些
创作感触与读者分
享？昨日，记者通过出版
社采访了迟子建。

再现东北的落寞与生机
《候鸟的勇敢》以候鸟迁徙

为背景，讲述了东北一座小城里
的浮尘烟云。与许多作家只关
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同，迟子
建的新作更多关注到自然界与
人的关系，它从自然界出发，用
候鸟的生命形态对小说的主要
人物形成一种灵魂上的启示和
救赎，努力呈现了社会的进步及
随之而来的种种问题。

“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无论文
本内外，都是波澜重重。《候鸟的
勇敢》中，无论善良的还是作恶
的，无论贫穷的还是富有的，无论
衙门里还是庙宇中人，多处于精
神迷途之中。”迟子建说，在书中，
她直面现实世界的罅隙、日常的
波澜，写那些精神迷途之人的爱
与悲痛，写他们的欲望与沉溺。

作为一名东北作家，迟子建
始终钟情于自己生活的黑土地，
《候鸟的勇敢》中，迟子建触及东
北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比如人
情社会与体制迷思，又将“有情”
藏匿在东北严峻的社会现实背
后，“我在这部小说里探讨了我
们面临的自然生态的潜在威胁、
人际关系的复杂、贫与富差距造
成的心理错位等各种问题，希望
能写出东北的落寞和生机。”

写作过程放松而畅快
迟子建与记者分享了新作

的创作过程：“去年夏秋之际，我
在哈尔滨新居住了四个月，其中
大半精力，都投入到了《候鸟的勇
敢》的写作上。”迟子建说，她白天
写作，在作品中和候鸟打交道，黄
昏散步的时候，也能看到各种鸟，

“创作与生活有一种微妙的契合，
我觉得我整个的生活都是在小说
的情境当中，所以写作时也极其

放松畅快。”
从 1986 年 在

《人民文学》发表
首 部 中 篇 ，30 多
年来，迟子建一共
发表了 50多部中
篇，它们的体量多
是 三 五 万 字 ，但
《候鸟的勇敢》有
八九万字，成为她

中篇里篇幅最长的一
部小说。

“其实我在写这部小说之初
并没有考虑到篇幅，后来在修改
的时候，才突然发现篇幅有些
长，我想是不是写得太放纵了，
于是我改了两稿，试图给它压缩
得更精炼一点，但最终没有成
功。”在迟子建看来，书中的故事
和气韵，值得用较长的篇幅去展
现，“我不知道《候鸟的勇敢》这
条山间河流，自然冲积出的八九
万字的小小滩地，其景其情能否
吸引人，愿它接受读者的检验。”

开启下一部作品的序幕
作为出身东北，并且长期致

力于躬耕书写东北的作家，迟子
建对这片土地爱的热烈与深沉，
她以一支莽莽之笔写就对东北的
眷眷之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习
焉不察、充满体温的文学东北。

“在写完《群山之巅》之后，
我又回到了东北故土，我依然情
钟于这片土地，依然能在这片土
地里面发现当下生活我们所面
临的焦虑、矛盾、不公、欢笑、坚
忍、眼泪等，我们谁也逃避不了
这五味杂陈的生活和酸甜苦辣
的遭遇。我在《候鸟的勇敢》探
讨了很多问题，这本小说的创作
没有留下太大的遗憾，但必须要
强调一点，正如没有完美的人生
这样，我的写作也并不完美，哪
怕是那些得了奖的作品。”迟子
建真诚地说。

谈到下一步的写作计划，迟
子建说：“2004 年我用很快的时
间写了《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接
着几乎是没有休息就投入了《额
尔古纳河右岸》的写作，这种写
作状态我至今回忆起来也是迷
人的。而我在写作《候鸟的勇
敢》的时候是一种很自由、很过
瘾、很不忍从里面出来的状态，
我特别希望《候鸟的勇敢》是开
启下一部作品的一个序幕。”

本报讯（记者 秦华 刘伟平 通讯员
孙晶晶）作为樱桃美术馆的开馆首展，昨
日上午，“星象——80、90青年油画家邀
请展”拉开帷幕。展览将持续至 6 月 29
日，免费对公众开放。

本次展览由樱桃沟艺术园区、樱桃美
术馆共同主办，特邀著名艺术家、省美术馆
馆长化建国担任策展人，展览筹备过程中
得到了省美术家协会、省美术馆的指导，并
得到了市文联、市美术家协会的支持。

“本次展览展出了丁志伟、王一等 36
位青年画家最新创作的作品，参展画家都
是风华正茂的80后、90后，他们有的已崭
露头角，有的仍蓄势待发，前景未可限
量。”化建国介绍，“星象”作为对未来进行

感知的古老方式，寄寓着对未知事物的好
奇与期许，本次展览以“星象”为题，意在
通过对河南青年油画家创作状况进行的
微观扫描，对河南当代艺术走向蓬勃发展
的未来进行憧憬和展望。

化建国说，本次展览不采用宏大叙事
的艺术手法和呈现模式，而以艺术家的个
体生活经验和内心真实感受进行微观描
述，注重艺术观念的“当代性”和艺术语言

的“生动性”，重点阐述了艺术的“自我表
达”和“多样化”，让观者在“日常生活”的
艺术表达中感受到青年油画家的人文情
怀与文化诉求，以多元化的艺术作品和艺
术成果，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
食粮。

樱桃美术馆坐落于樱桃沟艺术园区
东南方向，总占地面积 700平方米，以策
划举办公益性艺术展览为主要运营模式，

肩负着与公立美术馆相同的社会职能。
作为有公益情怀和文化担当的民营艺术
机构，樱桃美术馆以高品质的艺术展览来
提升公众的审美水准，并以独特的文化品
格以及学术判断，展开对先进文化、新生
活方式的探索实践，向公众呈现融合艺术
体验、创意设计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新生
活美学空间，力求成为河南最具先锋活力
的民营艺术空间之一。

樱桃沟里飘墨香

“80、90青年油画家邀请展”开幕

我的写作并不完美
——访作家迟子建

本报记者 秦华 文/图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昨日，
由文牧野导演，宁浩监制，徐峥监
制并主演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公
布“绕佛入世”版海报，主演徐峥、
周一围、王传君、谭卓、章宇、杨新
鸣诙谐亮相壁画之上，环绕佛祖，
意趣横生。

从风格上看，此次的“绕佛入
世”版海报似乎是此前“佛手拈药”
概念海报风格的延续：画面中央是
一尊壁画上的印度佛像，五位主演
以坐姿环绕着这尊佛像。众主演
亦正亦邪的身份，以及其中千丝万
缕的联系，引发诸多猜测，导演文
牧野解读：“这是一个与‘成长’和

‘救赎’有关的故事。”
在此前的第十六届全国院线

国产影片推介会上，徐峥谈及即将
在7月 6日上映的电影《我不是药

神》时，自豪地表示：“《我不是药
神》是我演员生涯迄今为止最满意
的表演作品。”同时，作为电影的监
制和主演，他还感慨道,“这是作为
中国电影人，很自豪、应该做的电
影，也是观众需要的电影。”

据悉，《我不是药神》不仅将
黑色幽默元素与现实主义题材实
现了融合与升级；同时，导演和主
创们也始终秉承着“让电影回归
电影本身，有商业属性，也有社会
责任感”的宗旨，力求打造一部艺
术性和商业性并重的优质电影。
在谈及这一目标时，“第五度合
作”的宁浩与徐峥也表明了自己
对电影的期待，徐峥寄予厚望：

“我相信这部电影有成为一部爆
款的潜质。”宁浩也表示：“这是非
常让我们感到骄傲的一部电影。”

《我不是药神》曝“绕佛入世”海报

徐峥奉献“最满意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