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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著名漫画家蔡志忠的新
书《蔡志忠一日一禅 2019 年日历》
《人生总要妙妙妙》，日前由现代出版
社推出。蔡志忠介绍，此次推出的
《蔡志忠一日一禅2019年日历》，采
用了他于2018年3月最新创作的禅
意画作，更附上730句“每日箴言”，
这些箴言都摘自蔡志忠以往的图书
作品。这书并不只是一种日历，它是
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此外，蔡志忠还推出了另一本新

作《人生总要妙妙妙》。这是一本治
愈力满满的漫画随笔。书中蔡志忠
用猫咪的姿态阐述了“傲娇”的生活
态度和不认输的拼劲儿，鼓励年轻读
者面对生活要怀抱希望，面对理想要
点滴积累，面对嘲笑要勇敢淡定。通
过这本书，蔡志忠想告诉读者，无论
生活多么艰难，我们都要向猫学习，
说一声“妙妙妙”，去跨越苦难，战胜
所有的负能量。

蔡志忠15岁开始连环漫画创作，
拍摄的动画电影《老夫子》荣获1981
年第18届金马奖最佳卡通片奖。

在“让博物馆活起来”的方针指
引之下，近年博物馆文化创意产业做
得如火如荼。很多博物馆中的文物
都被开发成了文创产品，几乎什么领
域都有文创的声音。今年最火的则
是“文创月饼”。

故宫博物院这次推出了“文创
月饼”有一个霸气的名字“故宫食
品·朕的心意”。月饼的包装也颇
为霸气，装月饼的是一个做工精美
的锦盒，锦盒画面取自故宫的藏
品，透着皇家之气。当然，因为这
样一点附加值，这盒月饼也堪称天
价，6 只月饼卖 328 元，平均每只月
饼 54 元。此外故宫还推出一款名
为“桂彩中秋特地圆”的 2018 中秋
限量月饼。主题出自宋徽宗赵佶瘦
金书法《闰中秋月》诗帖。既然也

是皇帝沾上了边，又是限量版的，
价格自然也不菲。8只小月饼叫价
218元。

广西博物馆这次推出的“文创月
饼”名为“骆越风韵·文创手礼”。价
格最高的一款“鼓声朗月”，礼盒做成
了广西著名的铜鼓造型，8只月饼开
价 598 元。“文创月饼”还不是最贵
的，广西博物馆推出的另一款“文创
莲花茶”，叫价达到上千元。

“文创月饼”一经问世，就引起了
广泛关注。有的市民认为月饼本是
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现在又加上
了博物馆的文化创意，可谓相得益
彰。但是更多的市民则认为，“文创
月饼”虽好，无奈价格太高，文创元素
在给月饼增色的同时，也成了市民吃
月饼的阻碍。

各大博物馆今年纷纷推出“文创月饼”

以文创之名行奢靡之风需警惕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新华传媒的“上海·故事
读书会”昨天在上海书城福州路店迎
来了第五期。读书会由由陈云纪念
馆陈列编研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刘
启芳主讲“陈云精神风范解读”。在
一个小时的讲座中，刘启芳结合《上
海陈云研究》一书，重点介绍了陈云
同志坚守信仰的精神，坚持实事求是
地精神和一心为民的精神。

刘启芳告诉青年报记者，陈云同
志虽然只有高小学历，但是他依然能
够成为革命家和新中国财经“掌门

人”，这与上海这片土地对他的培养
息息相关。刘启芳说，陈云在上海度
过了青少年时代，这片土地上无论是
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都
对陈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得他能
够从一个普通的公民一步步扎扎实
实成为一位伟人。陈云的故事对于
当代青年人来说也是十分励志的。

此次讲座是“上海·故事读书会”
今年的第二个主题“品位·人物”，这个
系列的前一期讲的是“鲁迅在上海的
日子”。今年读书会分为三大主题，第
一个主题是“寻觅·上海”、而11月
份，将进入到第三主题“共享·上海”。

3日上午，大型戏曲文化类栏目
《戏码头》在湖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
正式启动录制。这档云集了国内37
位梅花奖获得者的节目，将于10月7
日开始播出，为观众带来一场场引人
入胜的戏曲文化知识“公开课”。

记者从《戏码头》栏目开机新闻
发布会获悉，这档节目内容采用“演
播厅竞演＋真人秀”的表现形式，对
每位戏曲艺术家全程跟拍，记录台前
幕后的表现实况。同时，节目立足于
各大戏曲剧种的经典唱段，通过复合
式环节设置、多层故事设置，展现戏

曲背后的深层魅力，力争实现戏曲欣
赏零门槛。

湖北广播电视台台长郭忠介绍，
第一次参与录制的37位戏曲表演艺
术家均为梅花奖获得者，包括于魁
智、李胜素、孟广禄、朱世慧等国内戏
曲界领军人物，还有谭正岩、杨少彭、
张军等戏曲名家。同时，栏目还邀请
文艺评论家仲呈祥、著名昆剧表演艺
术家张洵澎、评书表演艺术家何祚
欢、国家话剧院副院长査明哲、黄梅
戏表演艺术家杨俊等担任评委。

据新华社电

蔡志忠新作阐述积极生活态度

“上海·故事读书会”
解读陈云精神风范

37位梅花奖得主
将参与录制大型戏曲类栏目

这几年博物馆火爆的“文创生意”终于挺进了月饼界。尽管离
中秋节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各大博物馆推出的“文创月饼”已经铺天
盖地。但是也有读者反映，这些“文创月饼”因为“文创”二字而近乎
天价，存在过度包装之嫌。不要把一度很有成效的博物馆文化创意
给玩坏了。 青年报记者 郦亮

从文创开发的角度来看，应该为
“文创月饼”的出现而叫好。“文创月
饼”充分地展现了博物馆藏品的文化
内涵，同时也不断挖掘文化品牌的经
济价值，以反哺文化保护与后续打
造。这应该说是博物馆文化保护和
发展的一条良性之路。当然这也是

“让博物馆活起来”的一种创新形式。
但是如果“文创月饼”卖出了天

价，这就有点不正常了。虽然说，博
物馆文创也是智慧的结晶，抬高一点
售价本也无可厚非，但因此而卖出天
价就说不过去了。已经有业内人士
一针见血地指出，博物馆在“开发文
创”的正当性的理由掩盖下，却有“奢
侈化”的倾向，与“反豪华化”的倡导
格格不入，应该说，文创月饼开的不
是一个好头。

几年前，出版界曾经发起过反

对过度包装的风潮。当时二三十元
的书，如果是配上礼盒，内在装一些
文具，就能卖出几百元。现在文博
界在开发文创的时候，恐怕也要警
惕这种奢靡之风的蔓延。青年报记
者注意到，在天价“文创月饼”之外，
其实很多博物馆的文创产品价格都
偏高。一条丝巾成本大概也就几十
元，但如果印上了一些名家书法（这
些作品都是博物馆所有，无需授权
费），就可以卖带几百元。难怪有观
众抱怨，文创虽好，但不亲民。

国家强调“让博物馆活起来”，这
里面有两层意思，其一是进行博物馆
文创开发，让观众“把文物带回家”。
其二是这些文创产品必须是亲民的，
要生活化，同时价格不能太高。从这
个角度来说，“文创月饼”是应该降降
价了。

文创虽好，但也要亲民

“文创月饼”卖出高价

月饼还是简单点比较好。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