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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简而言之就是图画书，美好的
画面滋润着小孩子对阅读的渴求。近年
来，绘本成为亲子阅读的一种风尚，这一
舶来概念已经深入不少中国家长和孩子
们的内心。绘本馆在一线、二线城市中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书香氤氲又充满童趣的绘本馆无疑
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优质的精神空间，
赢得了一片掌声。然而，看似春天般繁
荣的背后，却是绘本馆举步维艰的寒冷
现状，偌大的市场，“赚钱的却没有几
家”。这个矛盾究竟是因何产生？又如
何破解？春节前，记者走访了北京几家
绘本馆，一探究竟。

叫好不叫座的现状

沿着彩虹色地毯蜿蜒而上，精美的
图画和玩偶陈列两旁，进入二楼，一个童
话般的绘本天地即展现在眼前。国内外
最为经典的绘本随手可取，即便是学龄
前的“小不点”也可以轻松选书。柔软的
七彩地毯不仅是装饰，更为大小朋友们
打造了新奇落座空间，小朋友们甚至可
以爬到洞洞里自在翻书。

这便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蒲蒲兰
绘本馆。1 月 24 日，寒风呼啸之中，记者
来到这里。也许是天冷的缘故，1 个小时
之内，记者只见到了一对母女在这里看
书。据营业员介绍，这里出售的绘本都
是原价，没有折扣，平时有大量的活动，
有免费的也有收费的。

在电商普及的当下，恐怕很少人会
专门跑到这里来购买原价绘本，更多的
家长是冲着这里的好环境和丰富活动而
来，是否买书就不一定了。在这里体验
足 够 之 后 ， 再 到 网 上 去 购 买 的 大 有
人在。

为孩子打造阅读的天堂，是很多人
开办绘本馆的初衷，但清晰有效的盈利
模式却仍待发掘。记者了解到，目前北
京至少有 200 家绘本馆，全国超过 2000
家，但同时，每年关闭的也有数百家，还
有更多的处于“失联”状态。

美好时光亲子书馆负责人手机为空
号、凯安图书馆太阳园分馆已停业⋯⋯
打开由童立方绘制的全国儿童阅读空间

“死亡地图”，让人惊讶，截至 2015 年 7
月，448 家绘本馆已停业，509 家失联。
一个绘本馆经营者告诉记者，他曾接到
过不少同行不堪经营压力的哭诉电话。

叫好不叫座，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运营模式单一、营销能力有限、市场尚需
培育等诸多问题，导致了当前绘本馆尴
尬的经营现状。

借阅绘本、讲故事、免费讲座等简单
的绘本活动是目前大多数绘本馆的主要
业务，然而利润微薄。有一些绘本馆开
发出相关课程来维护运营，但不够成熟，
成效并不明显。运营模式的单一，反映
出经营者有限的营销能力。事实上，大
部分绘本馆的经营者都是凭着爱书的热
情，甚至是一颗公益的心来经营绘本馆，
严重忽略了推广和营销，使得美好的愿
望无法长期持续。

发展模式多元探索

在北京市方庄社区某早教机构二
楼，悠贝亲子图书馆占据一个角落，成了
一个开放式的小小绘本馆。一张圆形的
大地毯一铺，几个靠墙的书架一摆，再添
置两三个小玩具，绘本馆就此开张迎客。

“开办一个多月以来，已经吸纳了
40 多名会员。”该绘本馆负责人介绍，他
们的会员年卡收费为 980 元，这里提供
1000 多册绘本。此外，该早教机构的会
员均可免费在这里阅读绘本。

高昂的房租往往是“压垮”绘本馆的
一座大山。为凸显品质，不少绘本馆都开
在高档社区或繁华路段，并拥有精美的装
修、巧妙的布局。上述悠贝绘本馆则省去
了高昂的房租，并可分享早教机构现成的
目标人群。尝试这种嵌入式发展模式不失
为一种选择，只要选择了合适的合作机构，
一个人就可以开办起一个绘本馆。

单纯的借阅业务显然无法支持绘本
馆的生存，目前比较成功的绘本馆都有

着其他业务的支撑。大名鼎鼎的蒲蒲
兰，不仅在多个城市开办了绘本馆，同时
也是成功的绘本出版商。它既为中国读
者引进了大量国外的经典绘本，也致力
于与本土作家一道开发新的绘本作品，
可以说，绘本馆成为其出版业务的体验
实体。

而悠贝等绘本馆走的则是连锁发展
之路，据统计，悠贝 300 多家分支机构分
布于全国 100 多个城市，每月仅故事会
就开展万余场。在雄厚实力与丰富经验
的支撑下，这类绘本馆可以聘请专业的
团队来打造成熟的绘本衍生服务，这是
普通绘本小馆很难做到的。

依靠会员制起步的童立方绘本馆也
在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模式，童书、教育产品
以及周边产品的开发已成为童立方目前的
重头业务。打开童立方微信公众号，“掌
柜”一栏分为4类：阅读妈妈&爸爸、绘本馆
&推广人、批发商&零售店、出版社&策划公
司，可见其涉猎业务之广泛。

此外，网络绘本馆成为一种新的尝
试。网络借阅可省去实体绘本馆房租、水
电、员工工资等成本，依托物流，还能辐射
到更多家庭的阅读需求。老约翰绘本馆是
网络绘本馆的先驱者，最早提供“网上租绘
本、免费送上门”服务，已成为融网上绘本
租赁、绘本售卖、绘本阅读交流为一体的综
合性绘本网络平台。

政府购买普惠儿童阅读

绘本虽是舶来品，绘本馆却是地地
道道的“中国特色”。“国外只有公共图书
馆，没有绘本馆，当今中国公共图书馆供
给严重不足，所以绘本馆才应运而生。”
国家图书馆少儿馆馆长王志庚在公开演
讲中曾这样说。

“在北美的小学图书馆里，绘本是主
要藏书之一。绘本也是国家公共图书馆
少儿部的重要部分，每个社区的图书馆
都有少儿部。因为西方对少儿阅读非常
重视，图书馆负责少儿部的管理人员、
工作人员、采购人员，都要具备童书专

家般的知识。这些人士有严格过滤儿
童读物和高质量服务儿童读者群的专
业实力。另外，图书馆还给读者提供‘图
书推荐’的机会，采纳读者建议，满足读
者需要。所以，西方没有开设绘本馆的
必要。”儿童文学作家王若文在她的博客
中如此介绍。

在国内公共图书馆的数量和服务能
力都较为有限的前提下，儿童阅读的需
求如何满足？显然，不能用荒芜一代孩
子的精神世界作为代价，来换取公共文
化服务质量提升所需的时间。在全民阅
读进一步制度化，甚至法定化发展的当
下，或许可以用“政府购买文化服务”的
方式来鼓励绘本馆的生存与发展。

第二书房，是北京市有名的一处儿
童阅读空间，尤其是金中都公园分址，
亭台水榭、飞檐古匾，给人别样的阅读
享受。“第二书房之所以能够成功运
行，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以金中都为
例，占地是免费的，文委会还提供了部
分经费支持，图书类别选取和运营是由
我和团队来负责。”创始人李岩告诉
记者。

虽然在业界闯出了名气，也得到了
政府的补贴，已经“非常幸运”的第二书
房依然离盈利尚远，个人积蓄的预支，还
不知何时才能得到回报。目前，李岩收
到的社区邀请和加盟电话数不胜数，然
而他却不敢轻易答应。

如何能让绘本馆运营者得以抛开经
济压力，专注于儿童阅读事业的发展？
政府或许需要加大公共文化服务的力
度，遴选优质绘本馆，提供场地、购买服
务，并做好考核机制，为懂书、爱书的专
业人士提供平台。

读绘本，也许学不到太多知识，掌握不
了什么特长，但它可以滋润孩子们幼小的
心灵，播种真善美的种子，在喜闻乐见中培
养孩子们爱读书的习惯。人人都期盼爱读
书的一代，认同心有书香的中华民族。

政府归位、业界探索、家庭参与，发
展儿童阅读事业，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一
个角色都不能少。

运营模式单一、营销能力有限、市场尚需培育等导致尴尬的经营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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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文化竞争力研究报告》表明：

城 市 文 化 家 底 厚
本报记者 金 晶

一座城市的文化，关系到它的历史传承和未来发
展，还彰显了它的时代气息，与城市居民当下的生活息
息相关。日前，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公布了

《中国城市文化竞争力研究报告 （2015）》，对人们关
心的城市文化“家底”情况给出了答案。

《报告》 共涉及了 36 个城市，主要是直辖市、省会
城市、副省级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它们在文化竞争力方
面差异显著。从综合排名上看，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天津、杭州、武汉、南京、成都、重庆等 10 个城
市的城市文化竞争力综合得分位于前列。其中，北京和
上海在经济实力上领先，其文化优势也明显居于前列，
远远高于紧随其后的深圳和广州。

北京、上海这两座城市在五大要素评估中均位列前
两名。重庆市在文化禀赋要素方面表现突出，位列第
三，优于自身在其他要素方面的表现。杭州市则在文化
禀赋、文化经济、文化管理、文化交流等四个方面表现
突出，处于全国前列水平，整体城市文化发展相对均衡
和全面。

除总体排名外，《报告》 还从文化禀赋要素、文化
经济要素、文化管理要素、文化潜力要素和文化交流要
素等 5个方面对城市文化竞争力进行了评估，36座城市
在文化竞争力构成的不同指标中各有优势，也各有短
板。譬如，在一级指标下，北京在文化竞争力建设方面
虽没有明显的短板，但在二级指标下，北京市在文化消
费和城市综合这两项的得分相对较低，仍有较大提升
空间。

“人们总认为北京拥有最好的文化设施，所以文化
消费很强。然而，研究发现，北京与上海还存在较大差
距。同时，北京在文化人才的吸引与稳定方面也需继续
努力。”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说，发
布“中国城市文化竞争力指数”排名，就是希望通过在
整体上把脉全国城市文化竞争力的现状与问题，为我国
城市文化政策、文化发展规划的制订提出对策思考，探
寻城市文化竞争力提升的潜在空间和可行路径。

“更重要的，希望地方政府能真正重视统计数据，
统计工作不规范、不严谨，也会影响到城市文化建
设。”范周告诉记者，“因为数据的缺失，有好几个城市
虽然城市文化建设做得不错，但无法参与到本次排名
中，非常可惜”。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是齐

家文化诞生地。齐家文化是中国青铜文

化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源头，是中华文明多

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实施“一

带一路”战略、甘肃推进国家级华夏文明

传承创新区建设的大背景下，挖掘齐家文

化价值，打造齐家文化品牌，推动文化与

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具有重大的现实

意义。

临夏州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

渡带，自然风光优美，文化积淀深厚，素有

大禹治水的源头、中国彩陶之乡、中国花

儿之乡的美誉。1924 年，瑞典考古学家

安特生在临夏州广河县考察中发现齐家

坪遗址，命名为“齐家文化”。齐家坪遗址

发掘出土了中国迄今最早的一面铜镜，被

誉为“中华第一镜”，证明齐家文化是中国

最早的青铜文化。

齐家文化命名地——齐家坪遗址由

此成为与殷墟、半坡齐名的遗址。2006

年，齐家坪遗址所在地排子坪乡撤乡建

镇，更名为齐家镇。2008 年 7 月，齐家坪

遗址管理所成立。2008 年 10 月，《齐家坪

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编制完成。之后，《齐

家坪遗址保护规划》也通过省级评审并上

报国家文物局。

齐家文化也成为临夏州及广河县独

一无二的文化标识。齐家文化故里建成

全国唯一一座以齐家文化命名的陈列展

馆“齐家文化博物馆”，陈列展示齐家坪遗

址发掘发现的陶器、骨器、铜器、石器、玉

器等 7 类文物共 4000 多件，其中国家一级

文物 5 件，二级文物 41 件，三级文物 213

件，成功注册齐家文化商标，孵化旅游、小

商品、民族工艺品等 10 类共 100 多个品种

的文化产品。

齐家文化研究正走上世界文化研究

的舞台。甘肃省齐家文化研究会在广河

县成立后，填补了国内齐家文化学术研究

组织的空白。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

研究中心在广河县设立齐家文化研究基

地，为深化齐家文化研究提供了技术和学

术层面上的支撑。围绕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和甘肃丝绸之路黄金段建设以及华

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布局，临夏州坚

定不移地走传承保护与开发利用并重的

路子，让世界了解齐家文化，让齐家文化

走向世界。具体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将齐家文化作为丝绸之路经济

带甘肃黄金段和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

设中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战略工程，建立健

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组织实施、宣传部

门协调指导、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落实、有

关部门密切配合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统筹做好顶层设计，编制总体保护规划，

制订细化实施方案，形成衔接配套、科学

合理的规划体系，实现“在保护中开发，在

开发中保护”。

其次，将项目建设作为齐家文化大众

化、社会化、普及化、提升化的强大引擎，

高起点策划、高规格规划、高精细设计、高

质量实施齐家文化博物馆、齐家坪遗址公

园项目。齐家文化博物馆总投资约 5400

万元，总建筑面积约 9000 平方米，2015 年

4 月开工建设，今年建成布展，将展出齐

家文化精品文物 3000 多件。目前，编制

完成了预算为 4.37 亿元的《齐家坪遗址保

护规划》，已上报国家文物局审定。其中，

投资 2.9 亿元修建齐家坪遗址公园，建设

项目包括齐家文化和半山文化宣传推介、

研究展示、开发利用以及特色文化艺术品

研发、生产、销售等内容，是个融合文化创

意、文化旅游、现代娱乐和青少年体验式

教育于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区，力争在“十

三五”期间实现国家评审达标挂牌，使之

成为中国最具魅力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之一。

第三，将齐家文化研究转化为生产

力，依托专业研究和考古发掘，强化学术

性、专业性、方向性和前置性，支撑资源挖

掘、整理、保护和传承，提升文化软实力。

借助兰洽会、文博会等节会平台招商引

资，利用民间社会资本，多元化投资文化

产业开发，打造文化产业集群，增添文化

产业底蕴，提高地区知名度和品牌影响

力。临夏州将全力打造齐家文化与华夏

文明国际研讨会永久性会址，加快建设清

真产业基地、民族文化展示交流基地和商

贸旅游基地，促进文化与旅游、商贸等产

业的融合发展，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作者为中共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
州委书记）

①①绘本馆为亲子阅读提供了美好空间。

②②绘本馆提供的手工制作等衍生产品绘本馆提供的手工制作等衍生产品。。

③③装修精美的绘本馆一角。

本报记者 李 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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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虎藏龙：青冥宝剑》展现武侠精神：

像做数学题般拍电影
本报记者 李治国

由美国韦恩斯坦国际影业公司、奈飞公司、派格
传媒影业、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联合出品，香港导演袁
和平执导，甄子丹、杨紫琼等演员主演的武侠类电影

《卧虎藏龙：青冥宝剑》 近日公映。该电影改编自王
度庐的武侠小说 《铁骑银瓶》，承载了电影 《卧虎藏
龙》 的人物线索，是一次成功的中国传统文化向海外
输出的案例。

《卧虎藏龙：青冥宝剑》 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青
冥宝剑是一代大侠李慕白生前随身佩剑。二十年前李慕
白将其送与铁贝勒，多年来宝剑在铁贝勒保护下相安无
事。铁贝勒逝世，江湖群龙无首，宝剑也就成为心怀不
轨之人的窥探之物。邪派魔头戴阎王对于青冥宝剑觊觎
已久，为夺宝剑不惜在江湖中掀起血雨腥风。以俞秀莲
为代表的正义之师不得不为了保护这把宝剑重出江湖。

导演袁和平介绍说，当他看到该电影第一版剧本的
时候觉得非常糟糕。这种糟糕不是因为写得不好，而是
整个故事的内核都是西方化的。当制片人哈维·韦恩斯
坦给他播放了一部样片时，他才发现，原来美国人把

“西部牛仔片”和“中国武侠片”理解成一个概念。于
是他才恍然发现，《卧虎藏龙》 这个品牌其实是属于世
界的，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传统的东方武侠故事，因
此它的发展也需要更为深入地融合东、西方文化，即

“武侠牛仔化”或“牛仔武侠化”。
正缘于此，剧本筹备周期长达 1 年，每个阶段都会

在电影院做试映，以确保未来的修改方向更贴合观众的
观影需求。而最终的结果也让人觉得欣慰：在 2015 年
10 月的一次试映中，片方直接带着电影走进纽约的一
家影院，告诉观众“这场电影将会改为 《卧虎藏龙：青
冥宝剑》，大家可以自愿选择是否观看”，结果所有人都
留下来，并且其中有超过 90%的人说自己很喜欢这部
电影，也会将电影推荐给朋友。

据悉，电影 《卧虎藏龙：青冥宝剑》 在新西兰拍摄
了 13 周，在北京拍摄 4 周。电影的原始素材超过 1.2 万
分钟之多，其中一个关键场景的拍摄超过 70 次。为还
原真实场景，剧组用近百天的时间，调动 300多人在新
西兰的棚内打造出一个“恭王府”，其与实物的参照比
例为 1:1，景致的每一寸都是工作人员在北京恭王府考
察后的结果。除此之外，在新西兰拍摄中所用到的“中
国古董”都是在国内对照原物一比一仿造，再海运至新
西兰，总重量达到 3 吨。全片拍摄总共用到 3400 件道
具，1000 件衣服。结束新西兰的拍摄后，剧组用了长
达 1 年时间在北京进行资料搜集，以便在后续拍摄中能
够做到尽善尽美。总体来说，这部“中国武侠”电影采
用了最为“好莱坞”的工作模式：像做数学题一样拍电
影，每个简单的结果都意味着漫长的验算过程。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大 IP，也就是自己的民族文
化和国人的认同感。所谓“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
认知无疑对于中华文化的国际化输出起了如虎添翼的作
用。对于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来说，更应该重温中
国传统文化，并将其以全新的形式包装以便参与到世界
文化的博弈中。作为奥斯卡级团队打造的中国武侠类型
电影，《卧虎藏龙：青冥宝剑》 无疑做到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