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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视角打捞起的传统经典正成为国漫新名片

上海出品动画片《新愚公移山》定档，《中华创世诸神纪之女娲补天》

在路上，“创世神话宇宙”开席———

动画片 《新愚公移山》 日前定档 9

月 10 日。 这部由国人耳熟能详的寓言

小品改编而来的动画作品， 采用了更能

彰显国画美学特色的 2D 手绘， 在故事

上则补充了 “换个视角看问题， 移除内

心成见这座大山” 等基于当代价值观的

创新解读。

更值得一提的是，《新愚公移山》并

非“孤品”，该片出品方 SMG 炫动传播有

限公司另一部动画作品 《中华创世诸神

纪之女娲补天》正在创作中———以《新愚

公移山》开篇的“创世神话系列” 将成为

又一大国产动画 IP。 更多文化遗产被

纳入文创资源库， 在有效的 “使用” 中

传承民族基因。

“创世神话大多文字简约， 却极具

解读空间。 挖掘经典故事中能与当代人

产生情感共鸣的精神内核， 有利于优秀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与此同时， 这些具有时代穿透力的文化

基因， 也是中国动画屹立于世界美学之

林的生动名片。” SMG 炫动传播有限公

司 （哈哈炫动卫视） 总经理郭炜华说。

故事破题：代际沟通、

换位思考， 给予传统寓言
更多当代思考

仅 300 多字的 《愚公移山》 被 “嵌

入” 一部 83 分钟的动画电影， 如何进

行有效的故事改编， 是市场呼声， 更是

叙事刚需。 在立项之初， 主创团队便发

现了几大 “转码” 难题： 原作静态的故

事缺乏实在的紧迫危机推动； 最后的神

仙助力 “金手指” 大开的解决方式， 削

弱了当代故事表达空间 ； “挖走大

山” 这一行为本身又与敬畏自然的社

会认同产生偏差。

“他者” 的视角被纳入破题思路

之中。 《新愚公移山》 专门请来了迪

士尼中国公司原创意总监 、 编剧马

克·汉德勒一同参与创作。 只是， 外

籍主创也有自己的 “认同障碍”： 为何

人不能选择迁徙， 而要去做更艰难的移

山？ 为了解答种种困惑， 主创团队辗转

陕西、 山西、 河南多地采风， 红旗渠博

物馆中一张老农将自己悬挂在山腰凿洞

引渠的照片， 让编剧茅塞顿开： 对自然

的改造中暗藏着中国人基于农耕文明的

安土重迁思想。 于是， 故事被设定为从

游牧文明到农耕文明的转化阶段， 生存

状态的改变迫使人们转变与自然的相处

方式———合理的危机出现了。

为 “移山” 破题的， 则是人与自然

彼此尊重、 相依共生的美好理念。 动画

片中的愚公最终听从了儿子清风的建

议， 不再坚持 “挖山” 与山神、 精灵对

抗， 而是与自然达成和解， 彼此各退一

步， 开始 “移山” 这一更为温和的解决

方案 。 “这里的山不止是物理上的大

山， 更是心灵的成见这座隐形的大山。”

郭炜华说 ， 片中拥有话语权的老一辈

对新一代意见的吸取接纳 ， 人类与山

中精灵跳出各自利益 ， 愿意站到彼此

的角度寻求共存方案 ， 这些新情节的

加入 ， 都在试图用当代视角拓展传统

经典的外延。

品牌打造： 宋代山水
画气韵助力美学升级，“创
世神话宇宙”破壳而出

去年一部 《哪吒之魔童降世》 撬动

巨大市场 ， 今年 《姜子牙 》 的趁热打

铁 ， 进一步证实了国漫打造 “封神宇

宙” 的雄心。 从 《西游记》 到 《封神演

义》， 传统文本已经成为国漫市场 IP 化

操作的重要题材库 。 令人欣喜的是 ，

《新愚公移山》 背后也有一个 “创世神

话宇宙”， 正在悄然孕育当中。

片方透露， 《新愚公移山》 是动画

“创世神话宇宙” 中的开篇实验性之作，

系列中另一部重头戏 《中华创世诸神纪

之女娲补天》 目前正在打造当中。 “创

世神话宇宙” 中的动画作品， 将在人物

上有所联动， 在精神气质上一脉相承。

与 《西游记》 《封神演义》 不同的是，

创世神话涉及的文本很多， 人物关系也

更为复杂。 这一创作难点折射出的文化

信息却很积极———作为流行文化的动画

作品， 如今也成为集纳、 梳理、 整合以

及继承传统文化的重要力量。

对古典文本的创新性继承之外 ，

《新愚公移山》 对传统文化之美的彰显，

也体现在其表现风格上。 动画电影采用

了更具 “作画感” 的 2D 手绘风， 并且

在配乐中大量使用了传统戏曲元素。 作

品导演借鉴了宋画集大成之作 《千里江

山图》 的风格与意境， 勾画精细、 人物

灵动、 色彩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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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 163 天的闭馆后， 世界四大博物馆

之一大英博物馆将于本?四重新开门迎客，

这也是场馆 261 年历史中， 在和平时期中关

闭时间最长的一次。 作为英国最后一批重启

的艺术场馆，博物馆依旧慎之又慎，将率先开

放底层展厅并逐步延长营业时间， 直至九月

中旬进一步开放上层展厅。

首批开放的展厅囊括了 9000 余件藏品，

其中包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如埃及罗塞塔

石碑、帕特农神庙石雕、阿兹特克双头蛇、摩

艾石像、亚述浮雕、贝宁铜像、阿坎鼓以及雕

像《掷铁饼者》等。 “游客是博物馆的生命源

泉，我们迫不及待地打开大门。 ”大英博物馆

馆长哈特维格·费舍尔说道。根据博物馆的要

求，所有访客须提前预订门票，并遵照博物馆

制定的单向线路进行参观， 每日总人数限制

在 2000 人以内。

重启庞大的博物馆需要大量前期准备，

在过去三?， 工作人员已经投入到文物的清

理工作中。 “虽然没有客流，但这也意味着灰

尘积落在平时注意不到的地方。”文物修复员

法比亚娜·波托尼表示。 此外，之前一系列延

期的春季特展如“坦陀罗：革命的启蒙”和“北

极展：文化与气候”也分别确定将于 9 月、10

月与公众见面， 为确保限流情况下更多观众

能够进行参观，展览都将延长展期。

就在大英博物馆开放两天后， 另一座世

界著名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也将重

开。 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日前宣布，纽约

市的博物馆与其他文化机构能够从本?恢复

开放。

今年适逢大都会建馆 150 ?年， 筹备已

久的大展“创造大都会:1870-2020”将在重开

后即刻与观众见面， 展览将从博物馆历史上

10 个重要转折点为线索，为游客呈现大都会的前世今生。 “如今展

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观察角度。 ”策展人安德莉亚·拜尔表

示，“博物馆经历了 10 个转折，正面临着第 11 个。 ”其实在闭馆期

间，大都会就在网站上以图片、视频、音频等多媒体材料为基础，公

布了大展的部分藏品，全景导览视频项目“大都会 360°”也颇受好

评。 开馆后，博物馆将继续在“云端”投放新内容，让无法亲临现场

的艺术爱好者一睹为快。

文化

■本报记者 汪荔诚

■本报记者 张祯希

■本报记者 王筱丽

细数上海高校?物馆里那些“镇馆之宝”
中国高校博物馆 ， 虽然发展时间不

长， 但是各有特色， 其中不少博物馆更
是卧虎藏龙。

上海高校博物馆中 ， 哪里可以了解
到最翔实的纺织技术发展历史 ？ 坐落于
上海东华大学延安路校区的上海纺织服
饰博物馆通过图片、 文字材料 、 丰富的
纺织实物和器具将中国的纺织技术发展
历程详细道来。 相比澳门路上的上海纺
织博物馆仅仅展示了上海地区纺织业发
展的历史文脉， 上海纺织服饰博物馆着

眼于整个纺织艺术发展史。

世界上最大的一张纸币在哪里收藏？

建于 1952 年的华东师范大学古钱币博物
馆收藏着一张比 A4 纸还大的纸币， 这张
纵 34.1 ?米、 横 22.2 ?米的大明通行宝
钞是该馆的 “镇馆之宝”， 这是明朝官方
发行的唯一纸币， 也是目前世界上面积
最大的纸币。 大明通行宝钞又称洪武宝
钞， 是明初流通货币， 桑穰纸印刷 ， 呈
浅青色 。 这枚钞票的边框为龙纹花栏 ，

横标 “大明通行宝钞 ”， 两端护以火焰

纹。 花栏内上框印面额 “壹贯” 二字， 中
下印有十串钱贯图案， 左右篆 “大明宝钞、

天下通行”八字； 龙纹花栏内下框印 “户部
奏准印造” 及 “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

伪造者斩， 告捕者赏银贰佰伍拾两， 仍给
犯人财产。 洪武 年 月 日”。

中国近代第一份物理学博士论文藏于
哪里？ 中国第一份物理学博士论文———李复
几 1907 年发表的博士论文原件于 2017 年
由其后人捐赠给了母校上海交通大学校史
博物馆。 李复几 1899 年入交大前身南洋公

学中院学习，1901 年 8 月与其他 3 人一起被
南洋公学选派留欧 。 李复几先留学英国 ，

1906 年入德国波恩大学 ，1907 年 1 月完成
博士论文 《关于勒纳德碱金属光谱理论的
分光镜实验研究》， 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

成为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博士。回国后，由于
当时国内缺乏开展科学研究的基本条件 ，

李复几转入工矿、交通等实业界工作，曾服
务于汉冶萍公司，成为卓有成就的工程技术
专家。

本报记者 汪荔诚

博物馆被人们称为 “第二课堂”， 共同的教育功能

和使命使然让博物馆和高校之间有着天然的缘分。

事实上， 在世界博物馆的发展历史上， 高校博物

馆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前， 世界上许多著名高

校将博物馆作为高校建设的重要部分。 高校博物馆不

仅承担学校的学术研究和教学任务， 也越来越多地参

与到广泛的公共社会服务中

相关链接

大英博物馆将于8?27日重新开门迎客。 （资料照片）

《新愚公移山》 采用了更具 “作画感” 的 2D ?绘风， 并且在配乐中大量使用了传统戏曲元素。 图为该片海报。

打开围墙的高校+?物馆，未来可期

中国目前至少有450所高校博物馆，其中上海交通大学将建设高校博物馆群落

高校+博物馆， 是学术机构， 是教育

空间， 也是文化载体， 它的发展 ， 从来

不是一道易解题。 日前， 上海交通大学

聘任上海博物馆原副馆长陈克伦研究员

为学校博物馆 （筹） 馆长 ， 同时该校宣

布将打造由上海交通大学博物馆 、 程及

美术馆、 董浩云航运博物馆 、 钱学森图

书馆、 李政道图书馆共同组成的博物馆

群落。

启动向国内外公开征集历史、 文化、

艺术与科技等方面的文物之外 ， 上海交

通大学博物馆还与上海博物馆 、 国家博

物馆、 故宫博物院、 陕西省博物馆等多

家博物馆签订了战略协议 ， 将引入各大

博物馆的展览。 对此， 上海交通大学档

案文博管理中心主任、 博物馆执行馆长

张凯说： “高校博物馆要进一步发挥学

科历史见证、 大学文化地标 、 藏品学术

研究机构等多方面的功能。” 未来， 越来

越多以文博育人为核心的高校博物馆将

打开围墙， 从侧重科学研究发展到服务

更广阔的社会公众文化。

高校是博物馆之母 ：

1683年，牛津大学诞生现代
意义上的第一所博物馆

追溯博物馆的发展史 ， 不难发现 ：

现代博物馆的起源就和大学有着深厚的

渊源 ， 甚至可以说 ， 高校是博物馆之

母。 1683 年， 英国阿什莫尔公爵将收藏

的动植物 、 矿物 、 宝石 、 武器 、 钱币 、

纪念章 、 服饰 、 生活用具 、 雕刻 、 绘

画 、 手工艺品等悉数捐赠给牛津大学 。

为此 ， 牛津大学专门建立了一座新博物

馆———阿什莫林艺术和考古博物馆用于

收藏， 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所博物馆就此

诞生。

无独有偶 ， 中国第一批博物馆———

同文馆博物馆、 南通博物苑 ， 也是高校

博物馆 。 博物馆被人们称为 “第二课

堂”， 共同的教育功能和使命使然让博物

馆和高校之间有着天然的缘分。

事实上 ， 在世界博物馆的发展历史

上 ， 高校博物馆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 当前， 世界上许多著名高校将博物

馆作为高校建设的重要部分 。 高校博物

馆不仅承担学校的学术研究和教学任

务， 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广泛的公共社

会服务中。 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考古学

与人类学博物馆， 柏林洪堡大学的自然

博物馆， 剑桥大学由考古和人类学博物

馆 、 帝国战争博物馆 、 古典考古博物

馆 、 民俗博物馆等组成的高校博物馆

群 ； 哈佛大学更有近 20 个博物馆组成

的博物馆群……

据保守统计 ， 中国目前至少有 450

所高校博物馆， 且各有专业性上的侧重。

比如， 1952 年， 著名人类学家林惠祥将搜

集的海内外文物全部捐献给厦门大学 ， 中

国高校第一座人类学博物馆———厦门大学

人类学博物馆就此建成 ， 不同朝代的文

物、 从猿人到现代人进化的系列模型和碑

廊等展品生动诠释人类的起源和发展 。

1993 年 ， 中国高校第一座考古专业博物

馆———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落成， 该博物馆依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专

业的优势 ， 将石器 、 铜器 、 甲骨 、 陶器 、

瓷器、 书画、 碑帖等数万余件藏品的故事

娓娓道来。

从筹备中的交大博物馆
看一所高校博物馆的定位和
情怀

从事文物学、 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系

统研究多年的陈克伦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

候表示， 博物馆的藏品征集， 首先要有明

确的目的性， 要从本馆的陈列、 研究的需

要出发。

比如， 一张卷面整洁、 解题一气呵成、

只因一道答题中 “Ns” 漏写了一个 “s” 而

获得了 96 分的试卷是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

的镇馆之宝之一， 也是上海交通大学博物

馆 （筹 ） 未来的馆藏之一 。 这是钱学森

1933 年参加水力学考试的试卷。 1929 年 7

月 ， 18 岁的钱学森考入上海交通大学 ，

1933 年他参加的水力学考试由金悫老师出

题并主持， 金悫在批阅考卷时发现钱学森

不但 6 道题都答对了， 且卷面整洁， 实属

不易 。 这张试卷有一两道题难度非常大 ，

当时很少有学生能全部答对。 金悫将这份

难得的考卷珍藏了四十多年， 1980 年钱学

森回母校看望老师时， 金悫才拿出考卷并

捐赠给学校档案馆。

记者获悉， 筹备中的上海交通大学博

物馆已拥有实物档案、 名人字画与手稿等

藏品 3300 多件 （套）， 它们中包括 ： 上海

交通大学创始人盛宣怀在晚清经营洋务运

动的时候使用过的印章、 近代出版家张元

济使用过的文房四宝、 唐文治校长使用过

的英文打字机、 1907 年在上海交通大学诞

生的中国第一份物理学博士论文……上海

交通大学博物馆建成后， 将用整整一层楼

展示这些人文内容， 还有一层楼将展现上

海交通大学的历史， 从盛宣怀建立南洋公

学， 到中国共产党于 1925 年在这里成立中

国高校中最早的支部， 再到西安交大的成

立， 将 120 多年的校史娓娓道来。

“博物馆藏品的收藏标准并不是恒定

不变的， 它应该随着博物馆的发展而发展

和变化， 收藏的内容和范围会因时代而有

所改变。” 陈克伦认为， 高校博物馆也不例

外， 如何让文物更好地焕发光彩， 充分发

挥展览的社会效益， 需要在教育和传播方

面下大功夫。 “承载着人类的想象力的博

物馆， 每个人都可以在博物馆中找到与文

物独特的连接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