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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的前世今生”
主题讲座在海大举行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记者邓钰 通讯员钟惠
乔焕江）11月4日晚，以“网络文学的前世今生”为
主题的首期网络文学研究工作坊专题讲座在海南
大学海甸校区举行，讲座特邀多位资深网络文学编
辑、作家与海南大学人文学院相关学者，共同探讨
了网络文学的生成形式、网络文学迭代发展历程、
网络文学影视化等多个热点话题。

本次专题讲座中，特邀起点中文网原资深编
辑和本省网络文学作家，结合自身从业和创作经
历，研讨网络文学的发展生态和趋势。海南大学
从事网络文学研究的教授和师生们则围绕其中
触及的网络文学的起源、网络文学的高质量发展
以及如何面对短剧等新媒体形式与人工智能的
冲击等问题，与编辑、作家们展开深度交流和热
烈探讨。

此次活动由海南省网络文学研究院与海南大
学人文学院联合主办。

第九届巴黎中国戏曲节揭幕

京剧《赵氏孤儿》上演
由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和中国戏曲学院主办的

第九届巴黎中国戏曲节6日晚在法国吉美博物馆
拉开帷幕，作为开幕戏上演的京剧《赵氏孤儿》博得
满堂彩。

当晚，来自中国戏曲学院的演员为法国观众演
绎了京剧经典剧目《赵氏孤儿》。本次演出持续两
个多小时，现场座无虚席，观众在每一场戏结束后
报以热烈掌声。

本届戏曲节预计持续至11月10日，其间来自
中国4个艺术院校和剧院的艺术家将带来瓯剧《张
协状元》、闽剧《红裙记》等经典剧目，并配以相应的
戏曲艺术讲座及中法艺术家研讨沙龙等。今年的
戏曲节还首次采取戏曲电影展映模式，播放粤剧电
影《白蛇传·情》，京剧电影《锁麟囊》《大闹天宫》《杨
门女将》。

巴黎中国戏曲节创办于2003年。迄今为止，
京剧、评剧、昆曲、扬剧、婺剧、汉剧、黄梅戏以及罕
见的莆仙戏、闽剧等30余种中国传统戏曲表演形
式已登上巴黎舞台。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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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太可爱
了，感觉‘穿越’到
了小时候。”近日，
海口网友“李七月”
终于等到了久违的
晴天，她精心梳妆
打扮后，驱车来到
海口市金宇街道坡
博路，完成一次期
盼已久的“奔现”。

“很有视觉冲
击力，拍照也很出
片，没想到海口还
有这么棒的墙体彩
绘。”没错，让“李七
月”大呼满意的“奔
现”对象，正是如今
在抖音、小红书等
短视频、社交平台
风靡的巨型墙体彩
绘——知名游戏IP
“超级马里奥”。

当游客来到坡
博路坡博家园2区
附近，一抬头，就能
看到一个近 30 米
高的“马里奥”正俏
皮地“趴”在居民楼
一侧向窗内张望，
神采奕奕，惟妙惟
肖。而被“马里奥”
打量的这栋居民
楼，整个东侧外立
面也被绘制上了
“俄罗斯方块”的图
案。仔细观察不难
发现，形态各异的
方块组合与居民楼
窗户的布局完美融
合，就这样，“超级
马里奥”和“俄罗斯
方块”，成了居民们
的“新邻居”。

陶寺遗址博物馆
将于11月12日开馆

记者从11月6日国家文物局在京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的陶寺遗
址博物馆将于2024年11月12日正式开放，面向公
众集中呈现陶寺遗址考古研究成果。

据介绍，博物馆是依托陶寺文化建设的一座专
题性遗址博物馆。展厅面积约5000平方米，将展
出陶寺出土的陶器、玉器等文物230件（套），全面
展示距今4300年至3900年陶寺文化的考古发掘
与研究成果。

开馆后，博物馆实行预约购票参观，提供个人
预约和团体预约两种方式，均采用实名制。随着博
物馆建成开放，当地将进一步推进陶寺历史文化保
护传承利用示范区、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陶寺
文化艺术创意园等规划建设。

（新华社发）

文化速递

无独有偶，最近和坡博路“马
里奥”一起出圈儿的，还有分散在
海口多地各式主题的墙绘：在万华
路，一面带有鲜明海南logo字样的
背景墙，成为外地游客的争相打卡
地；在东湖一家斋菜馆，巨幅壁画
生动地讲述着海南斋菜煲文化背
后的故事；在白驹大道，艺术家把
山水画与路边电箱相结合，让一面
面“美丽墙绘”成为一处处代表文
明新形象的宣传阵地。

“我热爱画画，就突发奇想地
在海口一些比较破旧的墙面，用我
的画笔给城市增添一些色彩，给大
家制造一些小惊喜。”海口壁画师
王平指着画好的“兔八哥”墙面，告
诉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画笔有
一种无声的力量，能够把感动带进
细碎庸常的生活中。”在海口小街
小巷墙上画画的日子里，一种职业
满足感从王平的内心油然而生。

而在三亚市吉阳区学院路的
一面墙上，海浪、椰树、热带花卉等
元素五彩斑斓，彰显着三亚热带滨
海城市的风情；“崖州古城”“鹿回
头”等特色地标图案，反映着三亚
历史传说和民俗文化。

“以前大多挂着传统的标语横
幅，现在我们把一些文明内容绘制
在墙面上，融入百姓生活中，大家
更容易接受。”三亚天涯区群众街
社区党总支书记方晓龙表示，墙绘
让社区面貌焕然一新的同时，也在
潜移默化中塑造居民的道德素养，
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居民倍感有“面儿”

“自从这个墙绘画出来，来这
边拍照的人很多，我生意都热闹
了。”附近便利店老板洪先生介绍
道，无论是白天还是傍晚，慕名而
来的游客络绎不绝，“你继续往前
走，还有惊喜。”

顺着洪先生指引的方向，海南
日报全媒体记者漫步在坡博路上，
映入眼帘的是绵延160多米长的动
漫、游戏主题墙体艺术彩绘，不仅
有“蜡笔小新”“蜘蛛侠”“绿巨人”
等国外经久不衰的动漫IP，还有今
年火爆的国产3A游戏大作“黑神
话·悟空”的形象，甚至连“绞面”

“卖槟榔”等本地文化特色也活灵
活现地出现在街边的墙上。

“本来几步路就到了，现在每
天非得带他来绕一圈才行。”坡博
家园住户李女士送孩子去幼儿园，
有墙体彩绘的坡博路成了必走路
线，但是这段路她走得很开心，自
己居住的小区附近成为了热门打
卡点，是件很有“面儿”的事。

坡博路的“面子”来源于近年
来海口加快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让老城焕新颜的“里子”。2015
年 12月 30日，海口宣布启动“三
年棚改计划”，计划在 2016 年到
2018 年间陆续启动 54个棚户区
（城中村）改造项目，涉及改造土
地面积2.7万亩。而坡博、坡巷棚
改片区，就被列入了这次“三年棚
改计划”。

今年10月8日，随着坡博、坡
巷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最后一宗
房屋被拆除，一个涉及9306户、3.1
万人、涵盖城市旅游、文化、商住、
科技、教育、高端住宅为一体的高
附加值新型功能片区已基本成型，
但要想让该项目成为海口棚改的
精品工程，只搭“框架”远远不够，
把控好每一处细节，才能把事儿办
进老百姓的“心坎儿”里。

“墙体彩绘只是我们口袋公园
建设当中很小的一部分，最根本是
希望通过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来提
升大家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
龙华区金宇街道工委书记贾鳌介
绍，原先的坡博路、坡博二路所围
区域道路狭窄、垃圾乱堆，居民还
自行接线搭建电动车充电桩，存在
很大的安全隐患，“针对这一系列
问题，我们街道经过反复调查研究
和论证，计划通过打造口袋公园来
彻底改变这一现状。”

“绿色城市”动中取静

翻阅最初的设计方案，记者了
解到待改造区域总规划面积约
15000平方米，而且大多是原先小
区改造后遗留的闲置地块，建设价
值几乎为零，所以只能从变废为

“绿”上做文章。
“我们在南北两侧设计了‘绿

客厅’和‘清凉园’，通过利用闲置
地块进行平面与立体绿化，并且根
据城市气候模型，计算合理的连廊
与植被覆盖区域满足社区群众出
行、休憩和社交功能需求。”口袋公
园设计师陈源昊认为，社区微更新
着眼要小，格局要大，立意要实，效
果要真，兼具美观和实用性才能把
民生工程变成“民心工程”。

当记者漫步在“绿客厅”，头顶
采用拼搭层次构建的连廊不仅能遮
阳挡雨，而且其中填充了滤光夹胶
玻璃或太阳能板，可以实现清洁发
电功能。在公园内一体式长椅旁
可以看到实时更新数据的电功率
表，清洁能源发电量一目了然，口
袋公园的照明能源，就来自于它。

“不仅能源实现了清洁、可再
生，而且我们还打造了生态花坛、
喷雾系统、示数气温计，并且造景
思路都是根据宫崎骏动漫——
《哈尔移动城堡》《龙猫》复刻的。”
陈源昊介绍起口袋公园的设计，如
数家珍，在他看来，“绿色城市”，动
中取静的设计主题，能够让社区居
民与公园访客身临其境地参与到
清洁能源的获取与使用，提升环
保意识。

墙绘如何上墙？

“马里奥”是怎么“爬上”30米
高的楼房墙体的？

“总共绘制15天，吊篮、吊机全
用上了。”负责施工的吕春兰回忆
起彩绘创作过程说，考虑到金宇区
域中低年龄段居民居多，所以主题
选择必须要受众广、接地气、接人
文，所以选择了大家喜闻乐见的

“马里奥”和“俄罗斯方块”主题。
“艺术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这两
个主题不光是很多80后、90后的
童年回忆，甚至他们的孩子也津津
乐道。”

经过30多次的修改，在知名文
化IP+群众熟悉感的理念引领下，

“马里奥”和“俄罗斯方块”通过点
位连线、分步上色的施工方式，与
大家亲切见面，而且绘制采用环保
丙烯颜料，具有很好的防火性和耐
久性。龙华区金宇街道城建办主
任曾柏超说：“这个彩绘一出来就
受到了当地居民和网友们的欢迎，
我们趁热打铁，报建相关部门后邀
请当地海口山屿海艺术培训学校
的师生们绘制了坡博路的围墙，把
原先的小广告全部清理粉刷，把洁
白墙面当成了孩子们挥洒艺术想
象力的‘画布’。”

“通过利用现有资源打造墙绘
艺术，不仅可以将年轻活力时尚化
元素注入社区，还能吸引更多年轻
人来打卡，有助于带动当地的商业
和经济发展。”海口山屿海艺术培
训学校校长于沫寒认为，根据一些
外省的成功经验，特色墙绘能增加
一个地方的曝光度，他们将配合社
区做好墙绘直播，持续性宣传好墙
绘艺术。

在滨海新村，味吾茶肆茶饮店
的主理人庄先生深有体会，他认
为，富有艺术氛围的墙绘展现当地
文化艺术特色，吸引一些人前来打
卡，为商家带来了流量，“建议海口
设置一定区域的涂鸦墙绘区，一方
面增添城市的艺术氛围，另一方面
也将带来人气，带动城市发展。”

“城市墙绘作为环境艺术的一
个重要方面，其装饰和美化功能使
其成为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的一条
路径。”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
学院教授谭晓东认为，海口城市墙
绘在美化环境、传达信息、增强社
区凝聚力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
城市文化建设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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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许多城市的老旧建筑正面
临如何在保护与更新中寻求完善与
发展的问题，城市墙绘便为这些建筑
提供了一种创新的改造方案。在保
留城市街巷风貌“老底子”的前提下，
通过色彩、线条、图案、光影等元素让
城市焕发新生机，并结合当地实际情
况进行艺术上的再创造。这种更新
方式既节省了一定的公共支出，又避

免了大拆大建式的改造所带来的各
种问题。在城市老旧街区的更新改
造中，墙绘这种形式灵活、成本相对
较低的方式，可以因势利导、顺势而
为，在最大限度保护历史风貌的同时
丰富街区的艺术氛围。

墙绘“美风景”背后还折射出
城市完善社会治理方式、提升文化
产品供给能力的新气象、新探索。

鼓励群众精心设计、绘制墙绘，不
仅可以使社区环境“靓”起来，还能
令社区居民心情更加舒畅。居民
在互动中增强了主人翁意识，也促
进了邻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营造
出和谐融洽的社区氛围，提升社区
居民、普通市民的认同感与归属
感，让邻里关系活起来、融起来。
（本文有删节，原载于《光明日报》）

墙绘艺术赋予城市崭新生命力
■ 刘洋

京剧经典剧目《赵氏孤儿》。新华社发

游客在巨幅墙绘前打卡。

动漫墙绘让老墙焕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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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图片除署名
外由海南日报全媒体
记者 李天平 摄

海口江东新区“898艺术村”的墙绘。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