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大空翼、若林源三、日向小次郎……这些
出自世界著名动漫大师高桥阳一先生的巅峰
巨作《足球小将》（见图）中的人物名字耳熟能
详，他们生动的形象让人难以忘怀，深深地影
响和激励了几代人。如今，第一部以中国青少
年足球运动为主题的 !"动画电影———《足球
队长》正在积极筹备中，该动画电影的原作正
是出自高桥阳一先生之手，这部中国版的《足
球小将》电影预计在 #$%&年世界杯时推出。

《足球小将》不仅伴随着众多日本本土球
星的成长，也在世界范围内打下了自己的烙
印，足坛巨星梅西、阿奎罗、托雷斯等从小都是
《足球小将》的忠实读者。这一次，高桥阳一为
中国创造了《足球队长》，为此他还专门到中国
乡村取材。《足球队长》的主人公是个自小就
有足球天分的少年，他常常把对手的绝技融为
己用。在他的带领下，小伙伴们经过千辛万苦，
终于将普通的山村学校足球队推向了全国学
生联赛的冠军奖台。

《足球队长》的主题蕴含着梦想的力量，
高桥阳一说：“我笔下的足球队长一直在成长，
我希望用他的成长经历去反映时代和社会的
进步，真正将他鲜活的个性融入其中。”影片
推广方、体奥动力总经理赵军则表示：“坚持不
懈、永不放弃，是高桥阳一先生的作品中始终
融筑的核心价值，而这恰恰是体育精神与足球

精神中最为闪耀的一环。我们的足球需要更多
的坚持，更多的新生力量。我坚信《足球队长》
能唤起更多孩子对足球的纯真热爱。”

当年，《足球小将》的推出，影响了千千万
万的日本孩子投身足球运动，中国版《足球队
长》的问世，会不会带动中国的足球事业？要知
道，高桥阳一的作品深深地影响着世界足球运
动的发展，《足球队长》的诞生应该也能够在中
国青少年中引发共鸣，它影响的不仅是一代
人，而是一个时代。来自中国的足球队长，一定
也有如《足球小将》中“日向小次郎”那样互相
激励终生的对手，也一定会有像“岬太郎”那样
珠联璧合的黄金搭档，像“石崎”一般将防守视
作生命的坚强后盾……中国足球的发展，同样
需要足球文化的普及，这无疑让人《足球队长》
多了一份期待。 本报记者 关尹

! ! !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经过十年酝酿，
上海中国书法院日前正式成立并落户闵行。
首任院长周志高在仪式上表示，上海中

国书法院将更加关注书法本体，尊重书法家
成熟期晚的艺术规律，帮助老书家们努力去
攀登艺术高峰。

上海中国书法院是由上海市书协和上
海市文化艺术品鉴促进会共同发起的民非
单位，旨在研究、传承、交流、发展，弘扬中国
书法艺术。未来，上海中国书法院将举办创

作展览或学术活动，支持和促进老书法家将
一生的创作或研究成果充分显示出来，并帮
助老书法家“传、帮、带”，让书法艺术后继有
人。今年下半年，还将举办“纪念孙中山先生
诞辰 %'$周年国际书法名家作品邀请展”、
上海著名书法家胡问遂诞辰 %$$周年纪念
展与学术活动。此外还将准备启动《中国当
代书法史》编篡工作等。中国书法家协会主
席苏士澍、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周慧
珺受聘担任上海中国书法院名誉院长。

! ! !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日前，上海 ()

艺术中心在浦东滨江正式开馆，首展“大匠
之风———当代名家作品邀请展”展出了当
代画家黄永玉、刘大为、施大畏、詹建俊等
名家作品，已故画家陈逸飞的 #件作品也
有亮相。

展方表示，“大匠之风———当代名家作
品邀请展”参展的诸家既有新中国油画体系
的奠基者、开拓者，也有中国画现代性的探
索者、建构者。他们的作品，不仅仅标志着中
国当代美术发展的路径与方位，也不仅仅清
晰地刻画出中国当代美术的审美高度，也蛰

伏着每位艺术家的心路历程及个人故事。而
正是如此，参展的每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构建
起了一个壮观的历史图景。其余参展的是在
各自创作领域有影响力的新一代青年画家。
他们在继承本土传统文化的同时亦对西方
艺术有着深刻的研究。

学术主持张晓凌认为：“首展的诸位大
家皆为当代文化英雄，因而最有资格为中国
当代美术代言，在他们身上和作品中，寄托
着时代的理想，寄托着中华民族文艺复兴的
希望。”
本次展出持续至 *月 +日。

上海中国书法院揭牌

!"艺术中心开馆首展!大匠之风"

《足球队长》动画电影开拍
中国足球需要多元文化

! ! ! !红砖瓦墙、落地窗户、绿化环绕，方糖小
镇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复古和现代的结合。推
开大门，俨然是错落有致的一个个办公区域。
在这里，你还能看到按摩椅、电视游戏机，各
种细节非常符合青年创业者的口味。作为上
海的重要的文化创意产业据点，方糖小镇吸引
了一大批文创初创企业，这只是上海的文创产
业蓬勃发展势头中的一个小小缩影。

事实上，上海的文创产业已经进入发展
的“快车道”。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报名参赛
各国影视作品再创新高；东方梦工厂制作《功
夫熊猫 !》在中外市场都大受欢迎；一批国内
外文化企业竞相落户上海自贸区，上海迪士
尼项目也已成功开业。

近日，本报记者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了解到，“十二五”期间，上海市文创产业持续

健康快速发展，为“十三五”良好开局奠定坚
实基础。据统计，“十二五”期间，上海市文创
产业总产出和增加值从“十一五”末的 ',--

亿元和 %+*!亿元，快速增长至 #$%,年末的
-$',亿元和 #&!!亿元。#$%'年，上海文创产
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实现增加值 !$#$ 亿
元，占全市 ."/比重达 %#0%"，年平均增长率
接近 %,"。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推进领导小
组办公室日前发布《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1#$%& 年）》，提出“聚

焦文创产业创新发展、融合发展、开放发展，
打造重点项目，提升供给质量”。#$%+年是“十
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这份行动计划提出，
#$%+年至 #$%&年，上海文创产业增加值的年
均增速力争高于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速
#2!个百分点，支柱产业地位将更加稳固。落
实到具体做法，拟塑造张江、世博、迪士尼、临
港、虹桥等区域性的品牌，继承发扬海派文化
内涵，打造一批形象优质的文化创意企业和
产品品牌，促进上海“品牌之都”建设。

到 #$%&年，上海还将进一步完善横贯城
市的“东西轴线”文化设施、创意产业园区布
局，打造产业集群；在沿黄浦江和沿苏州河文
化创意集聚带基础上，拓展时尚休闲、文化展
示、创意设计、娱乐观光等功能；结合城市商
业副中心和特色小镇、文化旅游区域建设，形
成文化创意产业“多圈”集聚。有业内人士分
析，倚重已进入“快车道”的文创产业，上海将
发展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创新、创意、创业
中心。 本报记者 吴南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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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观众 营造氛围 惠及市民

上海公共文化发展还需补齐短板

上海文创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
打造创新创意创业中心

! ! ! !公共文化的短板，就是老百姓关心的民
生；补齐短板就是想方设法满足老百姓最大
的心愿。昨天，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广局
局长胡劲军走进电台直播室，做客《#$%+民生
访谈》节目，畅谈上海公共文化大发展还需要
补齐哪些短板。

从电影节出票看公共文
化服务理念如何提升

胡劲军透露，今年上海电影节有 +$$部
电影展映，但这 +$$部电影“冷热不均”，有
%$$部左右的电影几乎抢不到，但也有 %$$多
部电影几乎没人抢。其实，这 +$$部电影都是
从 #,$$多部电影中精选出来的。“冷热不均”，
是因为缺少足够全面的推荐，使得部分电影不
被了解，还应加强专业影评的事先引导。

与此同时，上海还有电影博物馆、上海艺
术电影联盟。这两个机构在国际电影节举行
的 -天之外，完全可以经常组织放映观众喜
爱的电影。最近，他们举行了地区展、国别展、
大师展等，都很受欢迎。应该把大家对电影节
的热情延续到节后，延续到平时，让上海老百
姓每天都感觉像是在过电影节。

从高票价争议看公共文
化如何送到家门口

票价问题要分两路讲。一路是商业演出

例如演唱会，票价高还能被秒杀。这也是政府
当下的一个新课题。另一路，就是传统文化、
经典文化、古典文化等演出节目的票价，这在
上海还是得到控制的。市场出现了价格问题，
政府应该干预，这本账要算清楚，到底票价高
在哪个环节。其次，政府补贴公益场、公益票
等，要贴得明白，要知道贴在哪里效果最好。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做法值得鼓励。从去
年开始，艺术节把所有进剧场的演出全都送
到户外、送到区县。以往，公益活动关注的是
多少场演出上演、多少万观众观看，从去年开
始则更关心好节目会到多少个社区演出。

公益票，其实也是一个过渡产品。最后，
让经典传统的好演出价格回归到可以接受的

程度，赢得百姓的心才是最终目的。再者，这
里还有一个艺术素养普及的问题。上海正在
推进全面提升上海市民文化素养的规划。公
共文化要支撑，需要更多合格的社会主体进
入文化市场，要产生有效供给，这其实是与百
姓逐步形成文化消费的习惯同步的。就像不
少人已经接受了出外吃饭、出门旅游等消费
习惯一样，文化消费也会有这么一个过程。这
个过程不是涨价的过程，而是提高性价比的
过程，也是供应侧改革、消费体验同步提升的
过程。

好节目能培养好观众，带来好氛围，养育
好市民。到 #$#$年之前，上海作为国际文化
大都市是有一个基本建成目标的，其中包括

重大国际文化、节庆、赛事体系。今年 &月还
要新启动几个重大文化活动，例如首届艾萨
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以及恢复举办上
海国际芭蕾舞比赛等等。

从老建筑保护看公共文
化如何体现城市精神

从上一轮国家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的结果
来看，上海是当之无愧的全国文物大市。这个
概念颠覆了以往的观念。历史建筑是城市的
重要支撑，必须得到成片的保护、最为严格的
保护，不拆的原则要落实好，并且与规土、住
建、文物局等形成合力，也欢迎市民做历史建
筑保护的啄木鸟，有异动就向政府部门举报。

而承载城市精神的还包括母语，在上海，
就是沪语。最近两年连续举办了上海沪剧节，
今年第二届将于后天开幕，几十个沪剧团体
会登场。保护、推广沪语，并不是仅仅学说上
海话，而是要把语言背后的历史文化、人文情
怀给显示出来。电台举办老外学说沪语比赛，
并不是为了让大家听听南腔北调笑一笑，而
是要以上海话来讲上海故事，学习上海思考
问题的思维和方法，这才是方言作为文化不
可替代的作用。

最终，文化真正的精彩、城市真正的精
彩，就体现在老百姓的风采上。

首席记者 朱光

! 交响乐进社区是公共文化送到家门口的成功范例 记者 郭新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