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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哪里人你是哪里人 你爱读哪些书你爱读哪些书
李 丹

本版编辑 佘 颖

手机电影《外公的秘

密》由日本著名导演岩井

俊二监制。整部片子虽

用四川方言表现，没有知

名演员参演，也没有刻意

煽情，却把真情蕴含在朴

实的表达中，因此受到海

内外观众的喜爱。图为

电影海报。

（资料图片）

电影渐入小屏幕时代电影渐入小屏幕时代
本报记者 李治国

“ 喔 哇 哇 哇 ⋯⋯ 早 晨 来 ，早 晨 戴 个 帽 檐 来
⋯⋯！”6 月 5 日，在湖南省辰溪县罗子山瑶族乡举
办的第二届茶山号子赛歌会上，40 位民间艺人高
亢、激扬的号子声在崇山峻岭间回荡，让来自瑶乡
村寨的群众饱尝了一顿原生态的声乐大餐。

2008 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茶山
号子流传于辰溪县黄溪口片区的瑶乡，那里生活
着七姓瑶民。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
造了独特而丰富的七姓瑶文化，其中茶山号子最
负盛名、最为独特。这是一种古时瑶民冬季翻挖
茶山时唱的劳动号子。劳动时，鼓手在前方不远
处敲鼓，挖山的人们在山脚下一字排开，伴随鼓
声、号子声的节奏扬锄落地。茶山号子发声方法
独特，音乐旋律与众不同，高音区翻高八度，特别
高尖，堪称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奇葩。

一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辰溪县还处处唱响茶
山号子。“那时罗子山和苏木溪每个村都有 20 多
个会唱号子的人。”茶山号子省级传承人米庆松介
绍说。

然而，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青壮年劳
动力大量外出，唱号子挖茶山的习俗逐渐淡出生
活。近些年，只在为了保护传承拍摄资料时才偶
尔组织一次。人员老化、年轻人不肯学，茶山号子
和我国许许多多的地方文艺形式一样，面临传承
困难。2010 年时，全县会唱茶山号子的不到 50
人，其中最大的 80 岁，最小的 41 岁，且年龄小于
60岁的只有 3人。

茶山号子快要失传了！“再难也要将老祖宗留
下的东西传承下去！”辰溪县委、县政府很有信
心。但这项工作遇到了一个坎——茶山号子不是
想唱就能唱的。小孩过了 10 岁就可以开始学，但
男孩子到十五六岁开始变声，大约 80%的人无论
怎么练习，高音也上不去，只能放弃。成年人虽可
以学，但声音的“过关率”不到 10%。

为了传承发展茶山号子，辰溪县专门成立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为每位茶山号子民间
艺人建立个人档案；建立了一对一的传承机制，即
民间艺人每年带一名徒弟，视其徒弟的歌唱技艺，
县政府和文化部门每年给予 2000 至 5000 元的补
贴；在罗子山瑶族乡学校开办了培训班，招收了
30名学生，每周三下午由米庆松集中授课。

同时，辰溪县还举办赛歌会，采取以赛代训的
方式，为茶山号子艺人提供展示和交流平台，不仅
获奖选手能获奖励，取得前 3 名的新人，其师傅也
能获重奖。赛歌会得到了老艺人鼎力支持。唱了
60 多年号子的 84 岁老人米贤其，早晨 6 点就起
床，走了 20 多里山路前来参赛；苏木溪瑶族乡的
向仪其和儿子向行刚都是茶山号子传人，为了能
准时参赛，前一天就赶来了⋯⋯

“举办茶山号子赛歌会，旨在为民间艺人提供
展示平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参与演唱茶山号子，
发现、锻炼、培养人才，提高茶山号子演唱水平，使
茶山号子得到广泛传唱，进一步得到保护传承。”
辰溪县文广新局局长周丹说，“今后辰溪将继续加
大对茶山号子的扶持，让茶山号子唱遍瑶乡。”

茶山号子唱遍瑶乡

本报记者 刘 麟 通讯员 米承实

6 月 16 日，工作人员展示产于 1597 年的绘有

罗马帝国皇帝的酒杯。当日，湖南省博物馆、捷克

共和国布拉格国家工艺美术博物馆联合举办的

“晶火传奇——欧洲玻璃艺术珍品展”开箱仪式在

长沙举行。 新华社记者 白禹摄

优酷土豆集团日前正式宣布将推出
包括中国首部互联网自制大剧《小时代》
在内的 17 部周播自制剧。与此同时，集
团旗下土豆网还单独推出自制剧“深夜
档”——《午夜计程车》。“深夜档”概念的
提出，在视频行业也属首次。

土豆总裁杨伟东介绍，基于对《深夜
食堂》原班团队以及土豆自制剧品质的看
好，旅游卫视在看过剧本后就买下卫视首
播权，开创了视频自制剧未播先售给上星

卫视的先例。7月 12 日起，旅游卫视将与
土豆同步播出该剧。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都市生活压力
与日俱增，午夜正在成为人们生活中重
要的休闲时间。此时段里，短小精悍、制
作精良、格调温暖的视频备受都市白领
的青睐。

优酷土豆集团首席内容官朱向阳表
示，推出“周播模式”是优酷土豆自制内容
在新型文化产业上的探索，也是打造多屏

文化娱乐生态系统的战略举措之一。
目前，优酷土豆的多屏文化娱乐平台

月均覆盖用户超过 5 亿，日均播放量超过
7 亿次，其中移动端日播放量超过 4 亿次；
同时，优酷 APP 在使用时长方面位居全
球第三，视频类第一。

业内专家认为，“大制作、大明星、大
导演”，电视水准的大型周播剧是未来网
络自制周播内容的方向之一；同时，周播
剧也需要《万万没想到》这种创意天马行

空、长度适中的“网络神剧”。总体来说，
涵盖题材广泛、内容多样化是自制周播剧
的特性。

此外，基于自制周播剧制、播、运营三
点一线的平台优势，拍摄前可以深入收集
和了解观众需求，开播前可以预热造势，
边拍边播可随时调整剧情，播出中还能够
将剧集的营销价值最大化，而这种灵活性
和操控性恰恰是传统电视台和电视剧很
难做到的。

休闲时，用手机看周播剧
本报记者 李治国

前两天，电商亚马逊根据今年上半年

的纸质书及电子书销售数据，首次发布中

国最爱阅读城市榜单，宁波、合肥、重庆、济

南、杭州、南京、苏州、青岛、长沙和郑州入

围 10大最爱阅读城市。

更有意思的是，榜单还分析了这 10 个

城市的畅销书排行榜，发现每个城市在喜

好的书籍种类上也有较大区别。

比如说，山城重庆的读书人最重视孩

子的教育。他们阅读的少儿书占比高达

38%，为 10 个城市之最。合肥读者则偏爱

历史与科幻类。在合肥读书人的榜单里，

位列第一的是《饥饿游戏三部曲》，这是一

本惊悚奇幻的畅销小说；位列第五位的《中

国人史纲：柏杨逝世三周年纪念版》，则是

柏杨从盘古开天写到八国联军侵华的一部

中国通史。这两本书是所有城市前 10 名

排行榜中，合肥所所独有的。

济南人更有政治头脑。《之江新语》是

济南人最喜爱的图书，该书辑录了习近平

总书记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期间，自

2003 年 2 月到 2007 年 3 月，在《浙江日报》

“之江新语”专栏发表的 232 篇短论。齐鲁

大地文化底蕴深厚，关心政治也关心社会

民生。从阅读口味来看，果然如此。

顶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盛名，浪

漫的杭州城也有着浪漫的排行榜。杭州图

书排名的前三名均是文学小说，除了最畅销

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及《百年孤独》，还有

如《不曾走过，怎会懂得》、《一个人的朝圣》

及《霍乱时期的爱情》等浪漫作品入围。

看看，由于历史和文化不同，造就了不

同地域文化的千差万别，即使是在人口频

繁流动的今天，不同城市的文化差异依然

不小，从阅读需求上就可见一斑。这些千

差万别的阅读喜好，看起来颇为有趣。

但看过笑过之后，也不由得感叹，科技

真的已深深烙在了文化的脊背上。在阅读

这件事上，以往关注的更多是不同学历、职

业群体之间的差别，很少会注意到地域之

间的差异。当然，传统的销售模式也很难

实现这样的统计。毕竟，谁也不可能在卖

书时问一句，“您是哪儿人啊”？

此次亚马逊借助“大数据”技术，在海

量的销售“云”里，找到了城市共性，很好地

揭示了不同城市的阅读性格，也为下一步

的精准营销打好基础。

事实上，“大数据”已让图书的精准营

销变为现实。电子商务的功能已不局限于

让顾客轻而易举地购买到商品，其后台所

蕴含的大数据功能，通过对数据的运算分

析，很容易地定位并预测需求者的购买意

愿，小到个人，大到城市，都能从统计数据

中获得启发。也许，下次图书销售员真的

可以说一声，“告诉我你是哪里人，我就知

道你爱看哪些书”。

6月 15日，第17届上海国际电影

节手机电影节组委会公布了两组数据，

颇耐人寻味：一是今年手机电影节征片

数量达1951部，二是与手机电影节相

辅相成的“手机院线”观众已超过8900

万人次，票房达2.6亿元，单片票房最高

已达502万元。

这两组数据是对今年 2月颁布的

《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

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最

好注脚。当融合成为文化产业的主旋

律，文化创意产业与移动互联网产业融

合的“智造力”进一步爆发，手机电影也

开启了电影小屏幕时代。

事实上，仅靠广告收益来维持和促进
微电影产业发展是不现实的，是快速崛起
的移动互联网将微电影带入了产业的“蓝
海”。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 3
大运营商都开辟了专门的无线视频业务
部门，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还组建了专门
的视频基地，集中力量发展手机电影市
场。手机电影节就是中国移动视频基地
与上海国际电影节联合打造的。

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主任傅文霞告
诉记者，手机电影节创办 4 年来，每年的
征片量在 2000部左右，发展势头良好。

手机电影节是一个面向全球的短片
竞赛，因此每年都有大量的境外作品参
赛，占到了总征片量的 75%。今年，1951
部报名短片中，1451部为境外短片。

参赛的导演以 30 岁至 40 岁的青年
导演为主，大部分拥有成熟的电影制作经
验。傅文霞说，“手机电影节一直致力于
对新人的扶持和培养，并鼓励国内的短片
作者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据介绍，去
年参加手机电影节并入围展映单元的英
国短片《弗卡门的烦恼》，就在今年的奥斯
卡上入围“真人短片”的评奖。

除了创造“钱景”、开辟文化与科技融
合发展新模式外，手机电影节还在描绘一
幅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传播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凸显“中国智造”的蓝图。

手机电影《花儿去哪里了》拍摄记录
了山西一对父母收养畸形婴儿的故事，打
动了评委会主席、著名导演徐克，获得“最
佳纪录片奖”和“最佳影片奖”，成为手机
电影节支持民间公益影像事业的一个佐
证。手机电影《外公的秘密》以朴实的手
法讲述了一个温情故事，在短短 15 分钟
的影片中，镜头始终对准生活在成都的一
家 4 口。拍摄前，影片剧本就打动了日本
著名导演岩井俊二，是他帮助导演席然把
这个小故事拍成了手机电影。片子上映
后不仅在国内反响热烈，东京、釜山等国

际电影节也纷纷邀请这部蕴含中华孝道
文化的作品参展。

傅文霞表示，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交
流模式，优秀的境外短片忠实记录了不同
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历史，
是向中国观众介绍国外风土人情的窗口；
同时，手机电影节也将好的中国短片带
到国外去展映。目前，手机电影节组委会
正在积极推进与国外的交流项目，并与柏
林电影节、巴西圣保罗国际电影节等沟通
合作。

王斌表示，视频基地依托版权库，正
在开展内容输出的工作，准备向整个互联
网体系输出版权内容。这些版权内容中
拥有海外版权的作品，也将通过合作的海
外运营商输出到国外。

突围——
手机电影遨游国际“蓝海”

2010 年的柏林电影节上，韩国导演
朴赞郁的《波澜万丈》获得了最佳短片金
熊奖，这也是电影史上第一部完全使用
iPhone4 拍摄的手机电影。3D、IMAX，
当大电影越来越追求“大”的视觉奇观，
手机电影却用更低的姿态向观众靠近，
用更小的视角记录我们的时代，也为更
多青年打开了通往电影艺术的大门。

只需要一部手机，人人都可以当导
演、当演员、当摄影师。一时间，拍微电
影成为了一种时髦。超高点击率也很快
让商家发现了其中的商机，于是一批带

有广告植入色彩的微电影纷纷登场，通
过讲述一段故事巧妙地把广告诉求融入
其中，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然而，随着微电影的火热，一个困扰
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支持微电影形成
产业的模式是什么？“入不敷出”让很多
创作者要么失去坚持的兴趣，要么渐渐
沦为广告的附庸，有的甚至走上了粗制
滥造，不惜以色情、暴力、低俗内容博眼
球的道路。持续看不到“钱景”的焦虑，
以及有关部门加大监管力度的举措，让
微电影举步维艰。

“创办以来我们一直很低调，毕竟这
是一次全世界都没有做过的新探索。”承
办手机电影节的慈文传媒集团虽然在传
统影视、动漫行业里已是翘楚，但谈到手
机电影节时，公司董事长马中骏表示，移
动互联网技术的成熟和商用普及是支持
手机电影和手机院线发展的科技基础。
2013 年，我国手机视频用户规模达 2.57
亿，同比增长 86.2%，爆发之势明显。4G
时代，用户通过移动数据网络随时随地
观看视频成为可能。短视频相比大型剧
集更适合在碎片时间观看，在移动网络
下，用户观看单个短视频消耗的流量也
较小，符合用户的需求。

这一观点得到了中国移动视频基地
总经理王斌的认同。他说，中国移动希

望通过举办手机电影节，向传统影视行
业宣传手机发行渠道，让传统的影视制
作人认识、理解手机发行渠道，进而拍摄
更多的手机电影。

由于有分账等产业模式，手机电影
相比传统微电影来说，不仅让创作者拥
有更大的创意自主权，同时还有明确的
市场渠道获取收益。王斌乐观地表示，

“随着 4G 普及，手机院线将有广泛的市
场前景，预计未来手机院线年票房总额
将超过 100亿元。更重要的是，手机不仅
可以观看，还可以互动，可以通过手机视
频拍摄上传、分享给好友，还可以通过手
机快速剪片、美化，通过手机配音。将
来，每个人都是导演，每个人都有机会创
造属于自己的票房”。

成效——
手机院线带来无限“钱景”

成效——
手机院线带来无限“钱景”

缘起——
观众需求促进产业发展

缘起——
观众需求促进产业发展

晶火传奇

链 接

茶山号子赛歌会上，歌手们身着盛装，唱出高

亢的音符。 米承实摄

蓝图——
“中国智造”弘扬传统文化

上海国际电影节“手机院线”观众已超过 8900 万人次，票房达 2.6 亿

元。未来手机电影年票房有望超过 1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