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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20日从广东海上
丝绸之路博物馆了解到，“南海 I号”船
货清理进入尾声，清理的船载文物已达
14万余件，预计文物总量将超过 16万
件，比最初预计的多出一倍。

据介绍，此前“南海 I号”的发掘工
作以提取船内文物为主，目前船货清理
进入尾声。“截至2018年，我们发掘的文
物数量是 143000多件。从目前看，剩下
的预估还有一两万件，集中在后部几个
船舱，总数可能会超过16万件。”

考古人员介绍，由于目前大部分发
掘已经到船底，船体下部保存较好，立

体上确认了船体的整体打捞成功。船货
清理出的船载文物，包括大量的瓷器、
铁器、钱币，还有部分金银铜锡、竹木漆
器以及动植物遗存等。接下来“南海 I
号”将进入船体发掘和保护的阶段，船
体未来有望整体展示。

2007年12月，南宋古沉船“南海I号”
经整体打捞出水，之后移驻位于广东阳江
海陵岛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展开
水下文物“原址保护”。“南海 I号”木船体
残长约22.1米，船体保存最大船宽约9.35
米，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年代较早、船体较
大、保存较完整的宋代远洋贸易商船。

南宋古沉船“南海I号”清理基本完成

文物或超16万件 比预计多出一倍据新华社电 夜幕下，灯光照着皮
影，二胡配着锣鼓，一幕白布隐约遮
挡。皮影艺人张国斌高亢粗犷的歌声
从幕后响起。在他的“指挥”下，各色皮
影人物在光影与伴奏中翩翩起舞。在
他的身后,大徒弟潘明生拉着三弦，眼
睛紧紧盯着皮影的一起一落。这是甘
肃省定西市渭源县路园镇峪岭村上演
的一幕。

皮影戏是一种以兽皮或纸板做成
人物剪影来表演故事的民间戏剧，是
一门静动相得、形神兼备的艺术，在甘
肃农村颇受欢迎。张国斌介绍，一个皮
影人至少要被三根操纵杆操纵，而一
个艺人要控制三四个皮影的动作，还
要配合音乐，兼顾唱念。

张国斌从15岁就开始跟随父亲学
习，至今已与皮影戏“结缘”39年。“我从

小就喜欢看皮影戏，它就是我们小时候
的动画片、电视机。”回忆起往事，张国
斌笑着说，“记得我跟爸爸学的第一部
戏是《武当山还愿》。每次爸爸上台表
演，我就在旁边看，把他唱的曲目都记
下来，模仿口型，就这样学了十几年。”

从父亲的小徒弟到别人的师父，
如今张国斌也开始将手中的皮影艺术

“火炬”传给别人。徒弟潘明生也是年
少时就开始接触皮影戏，他师从多人，
取百家之长，“我是到处学戏，现在皮
影戏表演中的吹拉弹唱我都会。”潘明
生说。

潘明生并不满足于表演，他还对
制作皮影有浓厚的兴趣。即便是一幅
常见的20厘米大小的皮影，通常也需3
到4天才能完成。

而潘明生也像他的师父们一样，

承担起了传承皮影艺术的重任，他的
徒弟们也和他一样，成了“多面手”，既
会表演皮影戏，也会制作皮影人物。

为了传承皮影艺术，张国斌、潘明
生这样的皮影艺人这些年可没少跑。

他们不仅在定西市的学校和文化馆中
展演皮影制作过程，还走进社区、机关
和部队展示这项古老艺术。

今年，他们还打算将更多现代卡
通元素引入皮影中，推出新作品。

让古老“光影”艺术薪火相传
皮影戏在甘肃农村颇受欢迎

据新华社电 记者日前从印度中国
电影协会获悉，印度经典电影《大篷车》
将在 2019 年中国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2019美丽亚洲之印度”春季影展上展
映，这部中国观众熟悉的印度影片在时
隔多年后将重返中国银幕。

据了解，“2019美丽亚洲之印度”春
季影展将于 3月 23日至 4月 6日在海南
举行，届时在三亚、博鳌、海口等地将放
映多部印度佳片。《大篷车》将作为此次
影展活动的开幕影片进行展映。

《大篷车》拍摄于1971年，由印度宝
莱坞传奇影星吉滕德拉和阿莎·帕里克

主演，讲述富家女在经历其父被陷害和
丈夫的背叛后，假扮乡下姑娘，藏身于
流浪吉卜赛大篷车中伺机复仇的故事。
该片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上映后风
靡一时。

印度中国电影协会主席基肖尔·贾
瓦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2018 年
底，印中举行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首次
会议，双方有关部门在会上就文化、媒
体、影视等领域的交流达成广泛共识。
此次在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上进行印度
电影专题展映，正是双方加强电影交流
的最新举措。

“美丽亚洲之印度”春季影展将在海南举行

经典片《大篷车》将重返中国银幕

波黑首都萨拉热窝的雅戈泰漫画
书店毗邻当地的地标景点巴什察尔希
亚广场，在这样的黄金地段，店家的主
打图书竟是漫画版《瓦尔特保卫萨拉热
窝》。

书店老板、也是漫画版《瓦尔特保
卫萨拉热窝》的出版商阿尔米尔·谢哈
里克告诉记者，2016年4月推出的漫画
版《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精装本目前
已快售完，正准备再次印刷。

谢哈里克说，瓦尔特是一个传奇，
尽管南斯拉夫已成往事，但瓦尔特仍然

活在人们心中。
据谢哈里克介绍，1971年到 1981

年，当时总人口约2000万的南斯拉夫共
销售了 7.1亿册各类漫画书，加上人们
互相传看，漫画书的阅读量相当可观。

今年 43岁的谢哈里克小时候是个
漫画迷。7年前，曾经是飞行员的谢哈里
克决定开一家漫画书店和出版社，于是
有了雅戈泰书店——波黑目前唯一一
家漫画书店和漫画出版机构。因为是唯
一，让谢哈里克感到对经典漫画版《瓦
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有一份责任。

漫画版《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问
世于 1981年，出自当时南斯拉夫著名
漫画家艾哈迈德·穆米诺维奇之手。南
斯拉夫解体后，漫画版《瓦尔特保卫萨
拉热窝》一度受到冷落。

直到 2015年底的某一天，“保卫瓦
尔特”的念头闪现于谢哈里克的脑海
中。5个月后，漫画版《瓦尔特保卫萨拉
热窝》以24开、硬壳精装的崭新面孔重
新面世。时光未能湮灭反法西斯英雄瓦
尔特的魅力。漫画版《瓦尔特保卫萨拉
热窝》不但在波黑受到读者欢迎，版权
还被输出到德国、奥地利和瑞典。

谢哈里克说，有不少中国游客到店
里来买漫画版《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尽管是波斯尼亚语，但并没阻挡他们购
买的热情。这让他产生了出版英文版甚
至中文版的想法。

新华社

“保卫”瓦尔特
——记萨拉热窝雅戈泰漫画书店

据新华社电 作为国家电影局重点
推介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影片，《我
和我的祖国》宣布定档国庆节。影片由陈
凯歌担任总导演，讲述新中国成立70年
间普通百姓与共和国息息相关的故事。

总制片人黄建新20日在京介绍，电
影《我和我的祖国》聚焦于新中国成立
70年重大历史节点中的普通百姓，通过

大家共同的视角，回望新中国成立70年
历程，由陈凯歌、张一白、管虎、薛晓璐、
徐峥、宁浩、文牧野七位导演共同执导。

“这部电影是中国电影人给新中国
的一次集体献礼。”陈凯歌说，“影片不
仅是在记录新中国在大国之路上的一
步步脚印，更是在唤醒全球华人深埋心
中的共同记忆。”

《我和我的祖国》定档国庆节
讲述新中国成立70年间普通百姓与共和国息息相关的故事

据新华社电 第43届香港国际电影
节18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开幕典礼。
一连 15天的电影节共选映来自 63个国
家和地区的 232部电影，其中 64部为全
球或亚洲首映。

犯罪动作电影《沉默的证人》是本
届电影节的开幕电影，也是这部片子的
全球首映。该片由好莱坞动作导演雷尼
哈林执导，张家辉、任贤齐、杨紫主演，
讲述了法医陈家豪与实习生法医乔琳
无意间与悍匪展开一连串生死博弈的
故事。

香港国际电影节协会主席王英伟
在开幕典礼上表示，除了有香港电影人

洪金宝作为焦点影人外，还有三位导演
参与大师班，包括两夺奥斯卡最佳外语
片的伊朗导演阿斯加·法哈迪、韩国导
演李沧东及中国内地导演姜文。

电影节选映的华语影片由去年的
40部增加至 60部，其中一半为港产片。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
长陈百里表示，这既反映了华语片在全
球电影业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也证明港
产片在华语市场仍占有重要地位。

据介绍，今年电影节还设有“韩国
电影一百年”专辑；推出“中国第五代导
演专辑”，将放映《一个和八个》《黄土
地》《红高粱》等代表作最新修复版。

香港国际电影节开幕

将展映逾200部电影

《新白娘子传奇》20日发布定档海
报，正式定档3月27日。

作为 1992版《新白娘子传奇》正版
授权的电视剧，新版《新白娘子传奇》不
仅邀请鞠婧祎献唱重新编曲的《千年等
一回》《渡情》《青城山下白素贞》等记忆
中经典的歌曲，还特别聚齐了92版许仙

和小青的扮演者叶童、陈美琪，两位分
别在新版中饰演许仙母亲以及小青母
亲，身份巧妙升级，期待带来惊喜回忆。
另外，谢君豪、吴大伟、王姬也倾情助
阵，纷纷预订童年回忆杀。熟悉的歌曲
熟悉的面孔，时隔多年，用情怀致敬经
典。 新华网

《新白娘子传奇》3月27日播出
熟悉的歌曲熟悉的面孔用情怀致敬经典

据新华社电 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
著名画家丁托列托诞辰500周年作品展
19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中心的美国
国家美术馆举办媒体预展，展览将于 3
月24日至7月7日面向公众开放。

据馆方和策展人介绍，这是北美地
区首次举办丁托列托作品全面回顾展。
主要展览题为：“丁托列托：文艺复兴时
期的威尼斯艺术家”，展出他创作的 46
幅油画和10幅素描，创作时间贯穿其整
个艺术生涯，内容从早期和晚年的自画
像、威尼斯贵族与王室成员肖像到各种
宗教和神话场景，不一而足。难得的是，
逾半数油画是长约 3米甚至接近 5米的
大幅油画，不少画作系首次离开意大利

展出。
馆方还在 3月 24日至 6月 9日举办

两个相关主题的侧展——“丁托列托时
代的威尼斯素描”和“丁托列托时代的
威尼斯版画”，分别展出丁托列托及与
他同时代威尼斯画家的近 80幅素描作
品和同时代艺术家创作的约30幅蚀刻、
雕版和木刻版画等。

丁托列托本名雅各布·罗布斯蒂，
父亲是染布匠。他主要靠自学成才，以
绰号“小染匠”（音译即丁托列托）流芳
后世，和提香、委罗内塞并称威尼斯画
派三杰。据策展人介绍，丁托列托是 16
世纪意大利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也是意
大利美术史上最高产的肖像画家之一。

丁托列托诞辰500周年作品展在美国举行

不少画作系首次离开意大利展出

95后作家与读者崛起

网络文学更热更多元

网络文学读者年轻化、作者年轻
化，对于网络文学意味着什么？北京
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邵燕君分析，种种
现象都说明网络文学在发生着泛二
次元转型。“网络文学发展至今已有
20年历史，第一代读者 70后、80后还
和60后价值观结构相似，他们都追求
宏大叙事。”但随着社会的发展，95后
这一代读者发生了重要精神转向和
价值观转向，追求的不再是苦大仇深
式的逆袭，而是小确幸、小确丧，他们
更喜欢吐槽、玩梗。

在邵燕君看来，网络文学历经多

年发展，二次元梗已形成了资料库，
而现在的年轻作家就是在想象力的
环境中，在各种梗里进行写作，“这也
应和了现在的读者，追求的不是过去
的升级、成功套路，而是日常向、欢脱
风，对于最后的成功反而并不看重。”

天下书盟小说网总编辑董江波认
为，年轻读者更喜欢打赏，更愿意支持
正版是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很多
大神、重点级别的网络作家的打赏月
收入已达上万元，这在几年前是不可
想象的。”吉祥夜说，不少读者为了助
她的作品冲榜，给一部作品花上千元

打赏并不少见，“后来我一再和他们
说，没有必要这样做，他们才罢手。”

董江波介绍，2015年以前还是25
岁至45岁的作者唱主角，而现在，18岁
至25岁的作者已占据半壁江山。不过，
他也注意到，月入税前1万元的5000名
至7000名顶级网络文学作家，仍然还
是25岁至45岁为主。他认为，“网络文
学作家真正的成名期并未缩短，每一位
的创作时间至少 7年以上，创作字数
1000万字。”只是自媒体和传媒的发达，
会让一些努力的年轻人受到比以往更
多的关注而已。 新华网

3 月 18 日，阅
文集团发布的2018年业

绩报告显示，2018年实现总营
收 50.38 亿元，同比上年增长
23%，全年经营利润达11.15亿元，
同比增长81.4%。一方面是高增长
的营收引发网络文学行业受到热
切关注，另一方面，年轻化趋势
不断驱动网络文学内容进

化，也引发业界热议。

综合阅文业绩报告和网络文学报
告，截至2018年底，阅文内容平台上已
有 770万位作家和 1120万部作品，一
年新增作品数量达80万部，新增字数
为443亿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8
年新增作家群体中，90后作家占比超
七成，95后作家占比近五成。

“很多 90后、00后会在红袖网站
注册，而像红袖的白金作者寻金、大
神作者清酒木歌都是90后，而这种情
况在各个网站也很普遍。”泡泡特别
提及，以前一个网文作者或许写了
200本书，才能成为知名作者，而在移
动互联网时代，可能写一本书就能成
名。杨沾提供了一个数据，从 2018网
络文学作家影响力TOP100来看，不
少新的人气作家成名期不到半年。

泡泡发现，读者年轻了，也让古
代言情小说变得更加通俗，且更有生
活的味道。“宫斗小说里的主角大门
不出二门不迈，在早期受追捧，但现
在的读者并不欢迎。”她说，古代言情
小说《似锦》中的女主就爬狗洞跑出
了家门，要是在过去，这类情节一定
会引发争议。

年轻化的阅读趋势让写作者自
觉贴近年轻读者的口味。“难过的时
候，心里是酸。奶奶说，吃颗糖心里就
变甜了。”大神级网络作家吉祥夜已
写作十余年，她说，现在的小孩喜欢
这样的话，她就要选择用年轻的方式
来表达。吉祥夜目前正在连载作品
《粟先生的恋爱调查报告》，这部作品
原本叫《如果你也记得我》，“我们早

年写作的都有文艺情怀，我们喜欢这
类名字，可编辑说，《如果你也记得
我》这个名字没有特点，不符合现在
年轻人的口味。”最后想来想去，书名
改成了《粟先生的恋爱调查报告》，因
为男女主角都是记者，这个标题也能
体现他们的职业。

网络作家志鸟村的新作《大医凌
然》正在起点中文网连载，讲的是医
学院学生凌然如何实现成为世界上
最伟大医生的目标。为了满足年轻读
者的专业阅读需求，志鸟村在医院待
了几个月，观摩开颅手术，仔细捕捉
各种细节。起点中文网的编辑告诉记
者，《大医凌然》的读者中有不少年轻
医生，他们一边欢乐吐槽，一边讨论
各种专业问题。

■网络文学呈现泛二次元转型

■95后读者
喜欢个性化角色

这份业绩报告和阅文集团此前发布
的《2018网络文学发展报告》都表明，曾
被预测为全球最大消费群体的Z世代
（95后）用户，正在加速占领网络文学领
域。Z世代用户规模同比上年提升20%，
付费用户规模同比提升近 15%。而喜欢
娱乐明星、新生代偶像的Z世代用户，愈
发愿意成为网文作品和作家的“迷妹”。

据阅文集团原创内容部高级总监
杨沾观察，尽管网络文学从诞生之日起
就是以粉丝文化为基础，但如今 95后
对于精神、自我、个性诉求突出，也更舍
得花钱，由此导致了网文作品多元化。
杨沾发现，与老一代读者的阅读需求不
同，年轻读者渴望人物的成长，但一定
是有个性的成长。“这样的个性不仅体
现在主角身上，也同样体现在配角身
上，所以你会看到，高端网文的很多配
角都有大量粉丝，这和日本动漫相似。”
不仅如此，年轻读者对专业方向显露出
浓厚的爱好，于是医学、科研、工业、戏
曲、手工艺等行业网文纷纷现身，只是
表现方式更欢脱、更贴近生活。

2018 年出现的都市小说《大王饶
命》，是起点中文网近三年平均订阅量
第一名的作品，共收获 150万条读者评
论。粉丝们阅读网文，欢乐吐槽成为一
大景观。杨沾特别提及，2017年阅文尝
试在网文的每一章节后推出了“本章
说”，类似于吐槽功能，结果发现读者对
于作品的感触和追随感也越来越强。

“甚至有盗版用户转为正版用户，很大
原因也是因为看盗版，想吐槽没有伙
伴。”在杨沾看来，这表明现在的读者社
群心理诉求越来越强，有共同爱好，有
共同价值认可，有共同偶像，他们就要
一同守卫在作品、作者身旁。

红袖读书编辑泡泡也认为，阅读工
具日益年轻化，吸引了更多年轻读者，
而这个趋势的出现与移动互联网时代
的到来密不可分。她以 2018年出现的
红袖读书APP为例，粉红色界面、操作
轻盈，具有女性特色的换肤、小仙女头
像等，都更为吸引年轻女性。“工具很有
吸引力，也帮助网络文学年轻化了。”

■年轻新作家成名期不到半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