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海滨城市辽宁大连的旅游胜
地星海广场上，前来游玩的人们总会
将目光锁定广场西南角的一座贝壳
形建筑，其巨大又极具特色的外观，
引得游客争相与之合影。这个标志
建筑就是被大连人亲切称为“贝博”
的大连贝壳博物馆。如同其外观，博
物馆内部成千上万的贝类展品，让这
里成为名副其实的贝壳世界。

在大贝壳里看小贝壳，是件十分
有趣的事儿。

走进这座贝壳形的建筑，立刻让
你置身贝类生物的世界。这个按照
海螺内部结构设计的螺旋式建筑内，
有 5 万多枚现代贝类（软体动物）标
本、3000 多种古生菊石动物化石（古
软体动物头足类），还有大量大型软
体动物头足类塑化标本的代表性展
品，绝对让你目不暇接。

一枚白色、又大又厚、略呈三角
形的实物贝壳吸引了游客的目光。
这 贝 壳 叫 砗 磲 ，最 大 的 能 长 到 1.8
米。一位游客惊奇地说，“这么大的
贝壳，简直能给小宝宝当浴盆”，他的
话引来阵阵笑声。看到游客对之感
兴趣，当班讲解员介绍说，“砗磲最重
可达 250 公斤，大约可活 60 年，栖息
于热带海洋中，生长在阳光充足处，
因此可以从共生的单细胞虫黄藻上
得到营养。虫黄藻生存在砗磲外套
膜表面的 Z 形管中，利用光合作用产
生砗磲需要的碳水化合物和其他营
养物质，而砗磲的代谢物又成了虫黄
藻的食物，从而形成非常密切的共生
关系”。看着实物，听着讲解，游客的
脸上都露出满意的表情。

本世纪初最初建成时，大连贝壳
博物馆展厅面积不到 2000 平方米，
展品数量仅有 3000 多种。随着后来
收藏的展品数量越来越多，大部分藏
品因展厅面积的限制而不能向观众
展示。在大连市的支持下，这个新贝
壳博物馆迁址星海广场，并顺利建
成。如今呈现在参观者面前的，是集
贝类研究、收藏、展览、科普教育和文
化旅游为一体，拥有世界各地数千种
海洋珍奇贝壳的世界一流贝壳博物
馆，并且是世界上展品数量最多的贝
壳博物馆。

说起这座博物馆，必须提及出生
在大连的张毅先生，这间极具特色的
博物馆的大部分展品来自于这位著
名的贝壳收藏家之手。收藏了 30 多
年各类珍稀贝壳的张毅，还编辑、整
理出《世界贝壳原色图鉴》，为填补我
国贝类研究方面的空白、传播相关文
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何将展品与人们的生活结合
起来，以更便于观者接受的方式展
览，贝壳博物馆在这方面显然下了不
少功夫。

“ 大 家 知 道 海 底 的 牛 奶 是 什 么
吗？”“海底的牛奶？”游客带着一脸疑
惑看着讲解员。“就是我们常吃的牡
蛎、生蚝”，讲解员一语解开游客的疑
问。经介绍，游客知道肉肥味美的

“海底牛奶”——牡蛎中钙含量接近
牛奶的 1 倍，铁含量为牛奶的 21 倍，
是 健 肤 美 容 和 防 治 疾 病 的 珍 贵 食
物。“光觉得海蛎子好吃，没想到营养
含量这么丰富，以后俺可要多吃”，一
位前来参观的大连本地游客说。

2004 年，大连贝壳博物馆专门
创建由数名国际贝类专家组成的贝
类研究所，对贝类进行系统研究，并
开 展 一 系 列 国 际 贝 类 研 究 成 果 交
流。博物馆积极开发利用贝类资源，
引进贝类养殖新品种、新技术，让贝
类的收藏更科学、更全面、更具特色
的同时，努力为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
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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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 只 在 一 切 归 零 之 后 的 回 响
□ 张 忱

2013 年威尼斯电影节上，传出日本
著名动画大师宫崎骏隐退的消息，9 月份
上映的新作 《起风了》 很可能成为他的最
后一部作品。

国内的媒体和网络也在为宫崎骏的隐
退叹息，人们翻出他以前的作品，重新回
味那些经典的画面和动人的情节、对白，
讨论接班人的可能人选⋯⋯。尽管宫崎骏
的作品从没被正式引入中国院线，一般观
众没有机会在大银幕上观看他的电影，但
这并不影响关于他的一切为中国动画迷们
熟知，因为以他为翘楚的日本动漫——动
画和漫画，已经通过网络成为对当下中国
青少年影响至深的文化产品。

□ 市场不是惟一

距离宫崎骏第一次提出隐退已经过去
了 10 多年，曾经在电视上看着日本动画
片、课下捧着日本漫画书长大的孩子们如
今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孩子。通过更便捷的
网络渠道，他们的孩子被更多的日本动漫
产品包围着。今年的 《看电影》 杂志为

“六一”儿童节特别制作了一份海报，上
面密密麻麻有近百个观众眼熟的经典动漫
角色，无一不是出自日本。

这些年中，动画片在中国人眼中不再
仅仅是给孩子们看的幼稚、边缘的文化产
品了。以北京为例，2007 年北京市政府
将文化创意产业列为支柱产业，在北京建
立了大大小小数个动漫产业园。类似的产
业园在上海、无锡、广州等城市同样在积
极推进，高校也纷纷开始设立动画专业。
目前来看，市场前景乐观。

政策推动下，近年国内市场出现了一
些颇具影响力的动画产品，例如 《宝莲
灯》、《喜羊羊与灰太郎》 等，但总体来
看，大部分的创作还是以模仿国外、尤其
是日本动画为主，在造型的个性化和故事
的深度方面与国外差距较大。

文化产品的创作不能仅仅有产业角度
的考量。日本动漫在全世界都有影响力，
但有意思的是，其灵魂人物宫崎骏却很排
斥动画的产业化生产。他虽然一直自称做
的是通俗产品，但秉持的却是创作艺术品
的态度。新作 《起风了》 中关于关东地震
的一个 4 秒钟的场面，居然花费了创作人
员一年多的时间才最后完成。认真的创作
态度下，宫崎骏的影片一直叫好又叫座，

《千与千寻》 同时获得柏林金熊和奥斯卡
最佳外语片奖，《幽灵公主》 在日本本土
打败横扫全球的 《泰坦尼克号》 成为日本

史上票房最高的影片。

□ 传统焕发活力

上世纪 90 年代长大的孩子看的多是
日本的动漫产品，但“70后”一代还更多
保留着国产动画的记忆。一位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出生的观众回忆说，在电影院观
看 《九色鹿》 是他童年最美好的回忆之
一，片中飘逸的画风、鲜明的颜色搭配让
他印象深刻。这部动画片是从古人绘本改
编的，它的故事和主要画面，都源自敦煌
壁画中 《鹿王本生》 的佛教故事。从丰富
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创作灵感，是中国早期
动画创作者们一直在追寻的。

中国动画早期是和世界同步的，万氏
兄弟在上世纪 30 年代就开始制作动画，
1941 年出品的 《铁扇公主》，片中流畅的
动作、古典而特色鲜明的造型，一直为观
众津津乐道。事实上，这部作品在海外也
影响深远，日本著名漫画大师手冢治虫称
自己就是受迪斯尼和 《铁扇公主》 的影响
而创作 《铁臂阿童木》 的。剪纸、水墨
画、皮影、木偶等传统中国艺术手法，都

曾被尝试加入动画创作中，也树立了中国
动画鲜明的个性风格。

也有人质疑，这些传统的手法并不
适合数字时代的动画制作，也难以吸引
现代年轻的观众。如何让这些传统元素
以新颖的形式出现在当下的作品中，焕
发 活 力 ， 是 动 画 创 作 者 们 面 临 的 新 挑
战。在一次采访中，宫崎骏称他也相信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对于不同文化的
文化创作者来说，脱离了自身文化传统
创作的艺术和故事，是无本之木，如何
在未来成长为繁茂的大树？

□ 离庸俗再远些

国产动画在创作中不仅面临如何汲取
传统文化滋养的难题，还面临着如何制作
具备现代意识的作品的问题，两者从来不
是悖论。坚持首先为本土民众创作的宫崎
骏，其作品能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认可，技
术之外，与他作品中透露出的环保意识、
女性意识、对战争的疏离等复杂而深刻的
现代主题有关，而这些在国内的动画作品
中较少见到。有这样一个事例，一位中国
母亲为了让自己在美国出生的女儿能够接
受中国文化的熏陶，精心挑选了自己童年
时观看过的一些国产经典动画，其中包括
神勇干探 《黑猫警长》 的故事。但在播放
过程中，她的美国丈夫立刻表示这部影片
并不适合年幼的孩子观看。上世纪 80 年
代制作的 《黑猫警长》 承载了很多人童年
的回忆，不可否认它是当时很出色的动画
作品，但现在看来，里面黑猫警长在执法
过程中随意开枪、挥舞着警棍追捕疑犯的
镜头确实会有让人不适的感觉，片子里正
义与邪恶二元呈现也相对简单。

故事和主题上的困扰，依然在当下生
产的动画片中出现。被称为中国第一部大
型武侠动画片的 《虹猫蓝兔七侠传》 曾经
在央视“银河剧场”播出，期间收视率首
次超过了进口动画片。但是不久之后，有
家长开始反对这部动画片的播出，认为它

“充满了暴力、情色、脏口、恐吓、威
胁，内容抄袭成人的武侠小说”，传递着
暴力加无知的价值取向。舆论的压力下，
央视紧急停播了这部作品。这一事件在当
时引发了很多争论和揣测，关于是否该给
孩子看这样的作品，是否该停止播出收视
率这么高的国产动画，都有不同的观点出
现。不过，有一点很多人的意见是近似
的，打开这部动画片，听着片头的音乐，
看着主要的情节画面，除了是由动画制
作，你分辨不出它和国内电视屏幕上常见
的武侠剧有多大区别。

关于动画片创作，宫崎骏有很多说
法，有一段流传很广，大致意思是，通
俗 作 品 情 节 单 薄 ， 只 要 充 满 真 情 就 够
了，入口很低，谁都可以进来，但是出
口必须是高尚而纯净的。他说他讨厌迪
斯尼的作品，因为它的入口和出口同样
都是低的，是在蔑视观众。我们的动画
片创作其实离迪斯尼还有很大的差距，
期待未来在国产动画中看到高尚和纯净
的作品，离庸俗远些，再远些。

国产动画片

期 待 高 尚 而 纯 净
□ 夏丽丽

疯癫与清醒，理性与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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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相同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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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总把破灭宽恕，破灭却从不把幻

想放过”。20 年前的 10 月 8 日，诗人顾城和

妻子谢烨的生命在同一天走到了尽头。

顾城身上，曾有着无数的光环，也有

着无数的谜团。他被视为天才，是当代文

学史无法忽略的朦胧诗诗人，“黑夜给了

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则被

无数人传诵；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

他是清醒冷静还是疯癫痴狂？是他负了

众人还是众人负了他？无论如何，一个

天才何以走到那步田地？对这些谜团，

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看法。德国学者顾

彬说，顾城“出门在外显得有节制，回

家却对妻子、孩子为所欲为。他的绝对意

志，他的无我状态，他作为‘幽灵’的存

在，整个这些，加上他的霸道，使他觉得

像神，执掌生杀大权”。而作家王安忆则

觉得，顾城“将实有完全投入虚无，信他

所要信的，做也做所信的，从这点说，对

顾城的责备又渐渐褪去，风轻云淡。他本

来就是自己”。也许他们说得都对，顾城

就是他自己，但他的“本真”与外界始终

格格不入，即使漂洋过海到了异乡，也只

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尾。

也有漂洋过海之后皆大欢喜的。如今

在北京大红大紫的大黄鸭就是典型。这只

以世界为澡盆的大玩具，已经登上过几个

大洲的“展台”，每到一地都大受追捧。

据说，大约 20 年前，有一艘驶向美国的货

船遇到风暴,船上装载的近 3 万只黄鸭浴盆

玩具落水,开始在大海上漂流。令人惊奇

的是，10 多年后,其中一些玩具漂洋过海

开始抵达美国、加拿大、冰岛等国家的海

岸,时间最久的漂流历经了 14 年。因此，

也有人认为大黄鸭能多年不改“初心”，

直至最后完成了自己的“旅程”，是坚持

不懈追求梦想的象征。

本周一，也就是“十一”长假的最后

一天，一台热门音乐节目走到了“最后一

站”。一位“音乐导师”在节目里说，早

下晚下，早晚都要下。听来似乎别有一番

滋味在心头。人世间熙来攘往，纷纷扰

扰，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弹指一挥间，总

有尘归尘、土归土的时刻。疯癫与清醒，

理性与浪漫，欢喜与悲哀，不管有多少纠

结，多少撕裂，这些生活与人性中的复杂

面相，总免不了大致相同的结尾。

所以，上不必沾沾自喜，下也无需楚

楚可怜。来者时也，去者顺也。安时而处

顺，哀乐不能入。惟一不同的，似乎只在

一切归零之后的回响：或是台上的一曲高

歌，或是大黄鸭和美快乐的笑容，或是那

一首带着童真的诗：树枝想去撕裂天空/

但却只戳了几个微小的窟窿/它透出了天

外的光亮/人们把它叫作月亮和星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