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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许
旸 ）从最新? 《辞海 》使

用的辞海宋、辞海黑、辞

海中黑， 到人们习以为

常的宋体 、黑体 、仿宋 、

楷体， 这些字体皆由上

海匠人一撇一捺精心设

计打磨而出。今天，在上

海印刷技术研究所 （简

称 “印研所”），“现代汉

字印刷字体发源地 ”和

“上海印刷字体展示馆”

将揭牌并面向公众开

放， 解密现代汉字印刷

字体的起源发展、 设计

规范和创写工艺。

“1961年上海印刷

技术研究所成立字体研

究室，上海书、画、印、装

的顶尖人才汇聚于此 。

为了精益求精， 字体设

计师们平均每天打磨四

个字，历经五道工序；每

个字都经过打铅笔稿 、

划横竖墨线、 勾撇捺墨

线、填墨、整理描白再手

工设计出来， 交由字模

厂工人去雕刻铜模铸成

铅字。 ”《汉字印刷字体

书写技艺》 第二代传承

人陈其瑞告诉记者 ，自

己18岁时刚进字体室 ，

就参与了《辞海》的修订

出?， 见证了宋体和黑

体的诞生。此后，由印研

所原创的宋 、黑 、楷 、仿

四种新字体， 分别用于

印刷新?横排本 《毛泽

东选集》《辞海》《汉语大

字典》以及万千种图书、

期刊、课本。经历近半个

世纪的市场考验和实践

证明， 这几种字体被业

界视为字体中的经典。

据第三代传承人原

伟民透露， 辞海宋是在

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

1965年经过42次试写 、

修改后定型宋体二号字稿的基础上， 根据电脑激光照排的要

求和《辞海》的阅读特点重新设计。“新设计的辞海宋保留了原

字体字形挺拔秀逸，具有木刻?刀刻风味的特点，调整了横竖

粗细比例，重新设计了部分笔画笔形，使新辞海宋达到粗细适

中、大小一致、重心一致、匀称协调，整副字统一性更好，能使

《辞海》的读者眼睛更舒服，阅读时间更长，视觉效果更好。 ”

辞海黑字体则是在原1962年完成的黑体一号字稿的基础

上，根据电脑激光照排的要求和《辞海》书眉标题设计的要求

重新设计。 其特点是笔形纤细，有别于一般黑体的粗肥过黑，

字形方中带长，笔形渗入了我国汉字传统书写味，黑白匀称、

行款整齐， 为了弥补因笔划纤细带来的黑体字不够端庄；在

横、 直笔划等的起笔和收笔部分略为加重， 形似喇叭口的装

饰，借以增加端庄、稳定感。“辞海中黑字体则是为2019数字?

《辞海》全新设计，适合数字媒体屏幕显示使用。 ”原伟民说。

2009年，“汉字印刷字体书写技艺” 项目被列为上海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活字” 成为上海乃至中国的一张文

化名片。当下如何更好地传承汉字文化、字体文化、非遗文化？

记者昨天探访新改建后的印研工坊， 园区里处处可见字体印

刷文化元素，主楼的一至二楼，专门辟出近百平方米的“上海

印刷字体展示馆”，沿着螺旋式楼梯拾阶而上，一圈“非遗传人

墙”展示介绍了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一代、二代、三代23位非

遗传承人及他们的主要贡献。

“上海印刷字体展示馆”包括“字体馆”与“非遗馆”。 前者

分“源远流长、繁花硕果、继往开来、经典传承、创新发展”五部

分，陈列了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今年新创的新行楷、徽逸体、

逸文体等字体样张，让人一睹汉字之美。二楼“非遗馆”则全面

介绍“宋、黑、仿、楷”四大印刷字体的创写背景与发展轨迹，以

及1961年制定的《汉字印刷字体设计规范》等珍贵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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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经济与流量型经济模式，

推动产业跳跃式发展

拳头产品《艾米咕噜》问鼎戛纳电视节，《超迷你战士》撬动43?次点击量，

这家坐落于上海松江的动漫企业不简单

国产动画产业还有待成熟， 但近年一

批坚守创作匠心、 拥有国际视野的本土动

漫企业，正借势互联网，以典型的创新型经

济与流量型经济模式， 推动并佐证产业的

跳跃式发展。

坐落于上海松江的左袋创意便是其中

典型。其拳头产品《艾米咕噜》与《超迷你战

士》都获得过戛纳电视节奖项认证，前者甚

至在全球32个国家的130多部一流作品中

脱颖而出 ， 荣获法国戛纳电视节MIP

JUNIOR全球选拔冠军，这是首部获此殊荣

的中国动画片。

两部作品的市场表现也可圈可点。 行

至第三季的《超迷你战士》目前网络累计点

击量已突破43?次， 凭借品质与创新的网

络互动体验成为国产儿童动漫领域一匹流

量黑马；疫情期间上线的《艾米咕噜》衍生

动画系列《艾米咕噜大自然小课堂》则精准

定位儿童科普与短视频新风口， 化危机为

契机，成为文化创意商业转化的成功案例。

拿下国际一流奖项， 撬动现象级点击

量的是一支小而精的队伍： 成立于2012年

的左袋创意，专注原创内容开发创作，目前

上海总部员工仅100人左右， 却将创意研

发、故事创作、制片管理、美术设计、中期制

作、 后期制作、 商务管理等产业链各环节

“一网打尽”。在主营业务上，除了系列动画

短片外，更是涉足动画电影、艺术短片、绘

本、漫画、衍生品开发等多个领域。

左袋创意CEO于新说， 乘上互联网经

济号列车，借力上海文创产业发展优势，公

司希望打造的是具有国际传播影响力的原

创中国品牌。

该慢的时候慢下来，该
快的时候才能快起来

六年前，《艾米咕噜》 在戛纳电视节儿

童动画领域130多部作品中脱颖而出。这部

讲述了5岁人类小女孩艾米和她的大熊朋

友咕噜，在魔法森林里挥洒想象、破解难题

的动画片， 凭借温馨的情节与绘本感十足

的清新画风征服了评委，并获得了“艾米咕

噜的快乐和勇气放在任何文化背景下都有

意义”的高评价。 不过，最令主创团队骄傲

的，并非奖项本身，而是国际动画人对中国

动画的改观。“阅片无数的国际评委们最初

并不相信这是一部中国原创动画， 因为在

他们的认知中， 中国动画片要么文化门槛

极高，要么流于粗制滥造，这部作品无疑打

破了那一阶段中国动画单一、 粗陋的国际

形象。 ”于新说。

这份打动国际的质感，来源于匠心的坚

守。为了创作出既符合中国观众审美又具有

高级感的形象，主创团队对人物的风格、纹饰、

乃至画面的饱和度都进行了不懈打磨。 秉持

“自我挑剔、自我施压”的创作态度，光是人物

形象一改就是几十?。 就这样，《艾米咕噜》的

孵化制作期长达五年，这在当年“低质高产”的

中国动画片市场显得十分“另类”。

该慢的时候慢下来了， 该快的时候才能

快起来。 互联网经济的“快”，是把握机遇，更

是厚积薄发。深耕八年的《艾米咕噜》，完成了

受众口碑与熟练生产流程的有效积累， 在今

年初借力互联网迎来又一波发展。 受疫情影

响，儿童在线科普教育需求猛增，再加上短视

频形式的风靡， 创作团队瞄准目标， 顺势而

动，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便策划、制作了40

集《艾米咕噜大自然小课堂》系列短视频。 短

视频每集3分钟的体量，以3D动画、实物拍摄

与科普讲解相结合的方式，向“宅家”的小伙

伴讲述大自然的奥秘。 系列短片在视频网站

独播后，更是采取了“儿童教育包”的分销方

式，拓展文创作品的商品化可能。

左袋创意旗下的另一原创大IP 《超迷你

战士》，则通过与观众强互动营造的成长伴随

感，展现出互联网对国漫产业的有效赋能。这

部讲述超迷你战士打败烦恼星人的动画片，

不但通过弹幕与评论获取观众意见， 更不断

通过网络向观众征集对人物情节的看法，将

一些集思广益的金点子、 好创意融入最新剧

情中。在诸多观众反馈中，一位年轻妈妈的故

事分享令于新印象深刻：有一次夫妻俩吵架，

正巧被孩子撞见， 他们立马向 “超迷你战士

迷”的儿子解释，对不起，爸爸妈妈是被烦恼

星人入侵了。 “对生活场景的高融入，证明了

动画片对孩童成长的影响力”， 在于新看来，

边做边播，即时反馈等互联网创作优势，能让

作品与日常生活贴得更近。

“双语逻辑”创作，国际化
思维撬动广泛传播

“走出去”是左袋创意的关键词，其原创

的动画作品不少已走出国门。 就拿 《艾米咕

噜》为例，这部作品除了在国内各大网络、电

视平台播出外， 更是被英国知名发行商一眼

相中，成功覆盖到了海外43个国家。 这种“定

位国内、放眼全球”的操作理念，与团队国际

化的基因有关———公司的创始人团队几乎都

有多年的海外学习、工作经历，核心导演团队

更是云集了大量创作过成功国际动漫作品的

顶尖人才。

为国际认可度添砖加瓦的，是“跑”在国

际前沿的创作理念。 左袋创意的每一部作品

都有严谨细致的年龄层划分， 比如 《艾米咕

噜》 针对的是三到六岁的学龄前儿童，《超迷

你战士》的受众群则被限定在六到九岁。这种

细致的年龄段划分， 在目前国内儿童动画市

场并不多见，却是国际动画领域的常规操作。

精准的年龄定位，指导了内容的专业化创作，

这种与国际标准高度接轨的意识， 也让作品

的海外之路走得更为顺畅。

有别于传统动画作品事后翻译的操作，

“双语逻辑”贯穿了《艾米咕噜》等国际化作品

的创作始终。为了找到本土特质与国际属性的

平衡点，在剧本的创作阶段，国际动画人与中

国动画人便以一比一配比， 共同推进双语剧

本，彼此优化情节内容，消弭文化隔阂。 比如，

以“废物利用”为主题的一集中，因为二手物品

的赠送流通在西方文化中很普遍，海外团队最

初给出的故事建议是艾米将自己不再使用的

闲置物品送给朋友们。但这并不符合中国社交

习惯，于是两方在谈论中，共同优化出了一个

解决方案：艾米与好朋友一起动手，把旧物改

装成了新玩具。于新将这种创意碰撞称为“故

事跳板”———因为多元创作心得的积极介入，

故事理念不断突破固有认知，快速起跳。

灵动可爱的动画作品是文化传播最有效

的载体之一，国际化思维撬动的广泛传播，也

提醒 “左袋创作” 承担起更大的文化传播责

任。在开发丰富的实体衍生品，持续大自然小

课堂创作之外，如今《艾米咕噜》又被赋予了

文化宣传大使的职责。于新介绍，团队正在着

力打造与松江文化特色结合的文创内容，让

当地历史建筑与传统味道， 随艾米与咕噜一

起，迈入国际儿童的心田，之后，这一文化实

践还将扩大到整个上海。

文化

“小而美”上海出品，为全国演出市场复苏赋能
金秋时节，沪上多部优质中小型音乐剧掀巡演热潮

《魔女宅急便》《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前

脚刚启动巡演，《面试》紧随其后将前往南京、

宁波演出……入秋以来， 沪上多部优质中小

型音乐剧掀巡演热潮， 为全国演出市场复苏

赋能。 业内人士指出，上座率调升至75%后，

优质中小型剧目在各地的品牌下沉和长线运

营， 既能拓展上海演艺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推进亚洲演艺之都的建设，也将丰富人们

的文艺生活。

加开演出站， 优质内容让各
地剧场邀约纷至沓来

“对我们来说，精心制作的剧目不仅要献

给上海观众， 让全国的观众看见也是我们职

责所在。 ”演艺大世界·上海音乐剧艺术中心

总经理戴筱莹如是说。 这是国内首家音乐剧

产业平台公司，其出品的《面试》去年年底在

上海首次亮相后连演了将近一个月。 疫情期

间巡演计划虽然一度暂停， 但观众和市场的

呼唤从未间断。今年三月，《面试》剧组的三位

演员进行了一场“云面试”的线上直播，直播

播放量突破161万，热度一度攀升至平台实时

热播榜单第二名。 这更坚定了制作方在场馆

开放后尽快推进巡演计划的信心。

“上座率调整至75%之后，各地巡演商反

馈说有了更多信心和期待。 ”戴筱莹透露，在

剧迷的呼声下，《面试》 最近又增开了11月深

圳站的演出，“希望一步一步把作品带到更多

城市”。

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出品的

《我的遗愿清单》 不仅今年开出十余站巡演，

多地剧场已经提前预约明年的巡演计划。 负

责人表示，演出商的选择基于剧目的魅力，也

与不断拓展的观众群体有关。 “2017年至今，

《我的遗愿清单》每年不断演出。 每位演员都

有不同的表现侧重点， 形成了独特的角色魅

力，促使老观众希望更深入地了解作品，也吸

引来很多新的观众。”她透露，今年《我的遗愿

清单》 上海演出收到了很多中学生观众的留

言，“观众群体不断年轻化， 我们也将调整步

伐，让作品更符合当下的审美需求。 ”

大制作商业回报难 ， “小而
美”受青睐

今年演出市场上座率受限的情况，让一些

大制作音乐剧面临商业回报困难推迟了演出。

各地剧场的态度也更为慎重严谨，无一不对剧

目精挑细选。上海出品的许多中小体量音乐剧

则以口碑赢得了市场的青睐，它们不以华丽的

舞美或歌舞大场面取胜， 而以全情投入的歌

唱、细腻丰满的人物层次“撑满”剧场。

“完全商业化运作的百老汇和西区已经

歇业， 但我们的演出场馆仍然有演出责任和

市场需求。 ”上汽·上海文化广场副总经理费

元洪表示，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未来音乐剧市

场将更强化“小而美”的运营模式，控制成本

和巡演风险的同时，着力培养专业人才，完善

制作机制。 “演艺市场的恢复确实需要时间，

关键还是把每一部戏的品质做好。 从小戏做

起、从内容做起、从人才和机制做起，让观众觉

得物有所值，才是这个行业的根本。 ”

为此， 上海主创团队和各地剧场在提升观

众的观剧体验方面，达成了更细心的配合。如沟

通细微到如何保证演员表演区域不因舞台尺寸

大小而改变， 甚至剧场在演出前如何在社交媒

体上进行预告，也要反复沟通。 比如，《面试》为

了在观剧全程给观众更好的沉浸感， 在巡演中

各地剧场都以“邀请观众旁观面试”的形式发布

微博，介绍推广完整的音乐剧理念，而不仅是营

销一场演出。

与不确定性共舞，但焕发着生机

“今年演出行业最大的不同，就是与不确定

性共舞的灵活度提高。 ” 聚橙音乐剧负责人表

示，剧场上座率今年面临的调整和波动，意味着

演出商各个运营端口必须精确对接———以更紧

凑的排期保证巡演站之间衔接紧密且路程可

控。巡演城市更多元了，比如，其出品的《魔女宅

急便》 全国巡演首站就选在了内蒙古兴安盟乌

兰牧骑宫，让更多观众在家门口就看到音乐剧。

此外，在减小巡演剧目体量的同时，制作方也在

寻找适应防疫新常态的生存之路： 开发角色数

量少的精品剧目驻演内容， 尝试城市属地化内

容的长线运营。

事实上，疫情虽带来挑战，但打响了知名度

和美誉度的中文音乐剧，焕发着生机。一个明显

的变化是， 在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音

乐剧系今年的招生中， 越来越多考生选择中文

音乐剧的曲目演唱。 “以前都是唱国外的剧，现

在国内剧目的比例开始提升了， 我想这和近年

中文?的制作和原创作品的增加有很大关系。”

费元洪向记者透露， 文化广场也将把更多精力

投入音乐剧制作， 未来将以每年二到三部作品

的节奏稳步推进， 为全国演出市场提供更多优

质内容。

《魔女宅急便》 剧照。 （主办方供图）

左袋创意动画片 《艾米咕噜》 海报。

■本报记者 张祯希

■本报记者 吴钰

左袋
创意

“一朵云”管用爱用受用，

折射上海社区治理数字化转型
（上接第一版） 不过， 系统开发者也在其间收到了排队等候

时间过长、 无法预估时间等吐槽。

对于该系统存在的问题， 一位居委会书记这样说： “就

好像排队抢号， 呼叫到你就是你了， 完全没有一点心理准

备。” 不久前， 2.0 ?系统正式上线， 同时嵌入 “预约排号系

统”。 如果居民发现等待时间过长， 也可选择直接将材料放

在居委会， 等办理好后再来取。 许多居民笑称： “买个菜的

时间就办好了。”

从“能办”到“好办”，服务进阶的背后，是“社区云”充分考

虑实际应用需求、以使用者感受为先，让各项服务更高效、更

便捷、更精准，最终让城市治理现代化迈上新台阶。

在“通”和“统”上下功夫，提升“统管”

便利度

“社区云” 在提高 “好办” 体验度的同时 ， 也在提升

“统管” 便利度上下功夫。 城市运行 “一网统管” 的基础是

“一网 ”。 只有各参与主体真正实现了数据汇集 、 系统集

成、 联勤联动、 共享开放， 才能相互依托、 相互支撑 、 相

互赋能。

在老龄化程度近 46.61%的普陀区甘泉路街道， 数据汇

集、 系统集成后， 各类数据标签正逐渐替代居委会干部们的

手账。 “街道—居委会—个体” 三级社区常住老年人口数据

库渐渐构建、 完善， 不仅让每一位老年人的 “个体画像” 更

清晰、 具象， 也让服务、 需求的适配更高效。

在联勤联动、 共享开放的同时， 不少基层街镇在试点时

始终将数据安全放在突出位置， 以可靠过硬的 “安全锁” 确

保城市运行安全有序。 记者在浦兴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中心

发现了一样新鲜物件———材料定制专柜。 这些专柜被放置在

一个服务专区， 居民区工作人员需要刷卡方能进门。 这是该

街道专门向第三方公司定制的专柜， 分别对应辖区内 40 个

居委会。 为确保系统数据安全， 每位取资料的工作人员都有

对应的密钥， 只能在权限范围内帮居民 “跑腿办事”。

“居民们办理事项的回执、 就医记录册等， 我们都会放

在柜子里， 居委会工作人员每一两天过来取一次。” 浦兴路

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王建胜告诉记者， 专

柜启用后， 所有流程信息全部上系统， 工作人员自此告别繁

杂的台账工作。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 这一创新做法能

有效防止人员聚集， 保障城市安全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