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岛人的
文化标准像

□米荆玉

“双十一”临近，读书人的节
日到了。今年各大出版社早早相
继开通了直播卖书频道，有的出
版社比较冷清，卖书小编辑对着
镜头边吃晚饭边推介特价书，留
言区的话题非常多样化，甚至在
打听“是不是在吃播”“哪儿点的
外卖”；有的出版社则比较热闹，
两个女编辑在讨论今年诺贝尔文
学奖，大热的维勒贝克最后输给
了不太知名的安妮·埃尔诺，评论
区书迷为心爱的作者鸣不平——
如今的网络购书已经脱离了那股
浮躁之气，以往是恳求读者买书，
现在轮到书挑选读者了。在“多
抓鱼”平台买书，往往是太多内行
读者争购稀缺好书，要想拿到优
先购买权，买书人需要卖掉足够
多的书；而想要买到稀缺书，最好
卖掉手里的稀缺书，这条玄妙的
规定透着一股幽默感，像是针对
读书人贪多嚼不烂的惩戒。

不只是买书，文化消费的多
个领域都在悄然发生变化：一方
面文化消费市场在细分，形成新
的审美区隔；另一方面主客易势，
艺术家已然形成圈层的、垂直的
营销方式——圈层之外并非粉
丝，也就不是我的消费者了。以
流行音乐为例，没有唱片公司的
遴选，歌手们可以自由发布自己
的作品，歌迷之间的代际区隔非
常鲜明。很多中年歌迷在周杰伦
后不听歌了，一俟演出市场复苏，
会有大批中年人面对“茄子蛋”

“告五人”等热门乐团目瞪口呆：
这都是哪里冒出来的？同时，平
台也在深刻改变流行音乐的模
式，以往一首歌大概4分钟左右，
然而随着抖音神曲的爆红，歌迷
习惯第一时间听到抓耳的旋律，
歌曲的前奏几乎消失了，第一个
音符就直接进入最朗朗上口的旋
律，现在一首歌已经缩减到 2 分
钟左右，而老歌《加州旅馆》仅前
奏就长达两分零八秒。歌迷不需
要背诵全篇歌词，直接跟着高潮
段落大合唱即可，这让热衷于引
用《青花瓷》《千里之外》歌词的老
歌迷颇为怅然。

全球电影即将迎来《阿凡达
2：水之道》的冲击。作为“电影之
都”的影迷，《阿凡达 2》不只要看
剧情，更要看虚拟拍摄、动作捕
捉、水下拍摄革命性的创新。从
通俗的角度来说，为了让演员水
下动作不产生气泡，让深水拍摄
仍然能呈现恒定的光源散射（水
下镜头每下沉两米需要调高一档
光），《阿凡达 2》耗资 2.5 亿美元
打造了影视拍摄的专利科技，呈
现一片绝美的外太空湛蓝水世
界。东方影都拥有国内顶级的
水下棚、动捕棚，在虚拟拍摄领
域也是影视基地先行者。13 年
前《阿凡达》上映时，青岛还没有
一块 IMAX 银幕，而 13年后影迷
应该在晒票根之余多问一句“特
效怎么拍的”，哪怕为了目测一
下我们距离顶尖特效工业水平
还有多远。

一个青岛市民的“文化标准
像”应该包含哪些方面？在阅读
方面，青岛有全国领先的市民阅
读指数，2021 年青岛成年居民人
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 4.93 本。
在音乐方面，青岛音乐人层出不
穷，音乐节几经改期仍然痴心不
改，“青岛最动听”今年吸引了多
支全国知名乐团参赛。在影视
方面，近 4 年来 10 亿元以上票房
影 片 的 70%在 青 岛 拍 摄 完 成 。
10 月 30 日，青岛交响乐团重量
级委约作品《千里江山》在青岛
大剧院上演，乐团仅提前两天发
布演出通知，乐迷上座率将近八
成，体现了岛城城市文化消费的
韧性和辨识度。

在这条充满思考之美的路径
上，一个青岛市民的文化属性理
应有相应的知识积淀和审美建
构，毕竟“魟鱼要走的路只有魟鱼
知道，鳐鱼要走的路只有鳐鱼知
道。（《兹山鱼谱》）”

2022 春节档评分最高电影《狙击手》，出品公
司里出现了注册地为莱西的“青岛云蒸影业”；今年
暑期开拍的电影《满江红》，出品公司中也有莱西注
册企业艺榭（青岛）影业。《狙击手》《满江红》都是张
艺谋导演作品，而这两家公司也是张艺谋旗下的影
视公司，体现了莱西对影视企业、顶级制作团队的
吸引力。不只是影视企业，莱西青山湖影视基地近
年来持续吸引了多部网剧、网络大电影落地拍摄，
从都市爱情片《我在等，风也在等》到奇幻视效大片

《巨蟒袭城》，风格多样的拍摄项目也让影视配套服
务、影视教育得到了较快发展。一方面持续推出影
视大制作，一方面稳步发展影视拍摄基地，莱西在
影视领域的可见度显著提升，也展示出良好的影视
业态发展环境，让“影视佳作，青岛出品”的品牌更
加坚实。

年代感成为独特优势

电影《你好，李焕英》票房大卖，也让片中具有
年代感的老工业区成为影视取景的热点。位于莱
西南墅镇的石墨矿区小城保留了完整的上世纪80
年代风貌，大量老建筑、老厂房让国内影视剧组慕
名而来。经过前期改造，围绕老厂区建设的“青山
湖影视基地”已经初具规模，莱西文旅部门的数据
显示，影视基地总用地面积4035亩，建筑面积38万
平方米，核心区占地约 800 亩，主要从事影视实景
和外景拍摄。目前，文旅部门与青岛聚莱人才集团
有限公司已达成全面合作意向，计划将青岛青山湖

影视基地项目分三期建设，总投资32亿元，主要建
设外景街区、摄影棚、中等职业院校、旅游休闲区
等，配套置景车间、星级酒店及基础设施工程，满足
年代电影、电视剧拍摄需求。

毗邻青山湖的老厂区拍摄基地，在影视剧组看
来颇具吸引力。青山湖影视服务公司董事长张新
锋表示，“这个老厂区在省内很难找到类似场景，即
便是在周边省市，包含了厂区、医院、家属楼、学校
等场景的拍摄基地也是很少的，尤其保留了改革开
放初期的珍贵风貌，十分难得，稍加修复，就可以拍
摄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年代戏。”

依托专业化影视服务公司、独特的年代感拍摄
基地以及优质的服务、全面的配套设施，通过积极
对接各类影视公司和剧组，2021年以来，青山湖影
视基地已引进《十三路末班车》《无形猎手之危险游
戏》《我在等，风也在等》《巨蟒袭城》等 20 多个剧
组、约 5000 人取景拍摄。其中，《无形猎手之危险
游戏》将在央视电影频道上映；《特殊替身》邀请了
著名影视演员杜玉明做动作指导；《十三路末班车》
已经在快手、抖音等平台上映；《我在等，风也在等》
剧组全部在莱西取景，包括月湖公园、洙河城市会
客厅、九顶庄园、宏远桃源东方等莱西标志性景点，
在讲好电影故事的同时，为莱西市尤其是南墅镇的
城市宣传和影视文化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以影视带动文旅

从战争大片《狙击手》到历史大片《满江红》，大

制作的相继推出也让莱西为“青岛出品”贡献了影
视力量。如何吸引业内有影响力的影视企业落
地？莱西文旅部门一方面打造高标准的影视基
地，同时向上级行业主管部门申请影视产业奖补
政策，影视企业在本土发展，符合相应政策条件的
可以申请高额奖励补贴。通过持续引进影视企
业，不断引入剧组，形成良好的业态发展环境，培
育影视文化产业发展的优质土壤。本土影视企业
也纷纷在莱西落地，青岛青山湖影视服务有限公
司、青岛青山湖影业、青岛鸾凤齐鸣影视服务有限
公司的落地，为影视基地招引剧组、提供群演资源
作出了贡献。

作为最早一批入驻“青山湖”的影视人，张新
锋希望通过影视项目带动影视教育、影视旅游等
多个领域发展。青山湖影视服务有限公司计划
与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合作，在新戏的拍摄与
影视教育方面相结合，“我有一部新戏即将开拍，
学生们可以边拍摄边实习，从台前表演到幕后制
作，让表演、摄影等专业的学生都获得宝贵的实
践经验。”作为从沂蒙老区走出来的影视人，张新
锋还计划把红色博物馆搬到“青山湖”，“我有很
多红色革命主题收藏品，可以建立一个公益博物
馆。同时我也希望在青山湖做影视旅游产业，搭
建越野营地，吸引热爱冒险、喜爱特技车辆的旅
游者。”

作为世界电影之都的主打内容，青岛东方影
都构建了中国电影工业化制作平台，而多个有特
色的影视基地为影视拍摄提供了不同类型的配

套资源。比如胶州电影公园打造了一条“老北京
胡同”，胡同中预设了多个专业取景角度，成为多
部影视剧、广告大片的取景地；青山湖影视基地
的老工业区外景吸引了《巨蟒袭城》剧组在这里
拍摄灾难题材影片，利用老厂房、老建筑构建灾
难过后断壁残垣、满目疮痍的景象。业内人士表
示，青岛丰富的影视基地布局，充分了解行业的
痛点和需求，利于真正把剧组和项目吸引到青
岛，构建理想的创作环境。尤其在国内影视基地
同质化的当下，青岛影视基地的多层次、多向度
发展，将从源头留住好项目、好团队，扎实影视产
业进一步发展的根基。

年代感+新类型，莱西影视提升“可见度”
影视企业、影视项目纷至沓来 “青山湖”聚集影视新势力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

“打造‘中国水彩之都’，是落实市第十三次党
代会提出的‘建设艺术城市，让人文青岛享誉世界’
目标要求的具体措施。”在日前举行的“水彩让城市
更精彩”——首届中国当代水彩画邀请展暨水彩画
学术论坛新闻发布会上，市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
魏胜吉掷地有声地阐述了青岛要打造中国首个

“水彩之都”的文化愿景。艺术界人士普遍认为，
这个鲜活的城市文化品牌，无疑将为品牌之都青
岛描摹更为绮丽浪漫的底色，给“艺术青岛”增添
熠熠生辉的活力和生命力。水彩，会让青岛更出
彩更精彩；青岛水彩，是青岛走向世界享誉世界的
一张文化名片。

实际上，“水彩之都”这个概念一年前即蓄势待
发。去年9月，青岛水彩画作品首次大规模登上中
国美术馆，不仅对提升青岛水彩的艺术水准和学术
高度具有推动作用，也是一次城市形象和城市文化
的展示，更是青岛倾力打造“水彩之都”，让青岛水
彩走向世界的庄严宣誓。彼时，青岛水彩首度以城
市文化品牌，作为学术与艺术皆鲜明的“样本”，闪
亮了中国最高美术殿堂中国美术馆，成为研究中国
水彩本土化发展的典型案例和青岛百年美术发展
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

“邀请一座城市的地域特色画种到中国美术馆
举办展览，这是第一次。”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
示，青岛水彩这座“高山”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
中，在西学东进的文化浪潮中形成的，同时它也是
时代的造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青岛水彩”既有历
史，又有现实，有现代，更有未来。

青岛籍水彩大家陈坚，有着分量颇重的多重身
份——中国美协水彩画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美术
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硕士博士生导
师、中国美术馆展览评审委员会委员等。于很多
业内人士看来，从某种程度考量，由一位青岛籍画
家担任中国美协水彩画艺术委员会主任，陈坚和
他身后的诸多艺术力量，本身就是一张沉甸甸的
名片。陈坚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述，大海是他另
一个灵魂的故乡，对它深深的眷恋。用语言难以
表述，于是就化为一幅幅水彩画。在陈坚看来，谈
起中国百年水彩画的历史，有一座城市无论如何

都绕不过，那就是青岛。这座城市之所以与水彩
结缘，吸引众多水彩名家驻留，与它所展露的气质
密不可分。青岛把水彩画等外来文化经过蒸馏、
包容变成“洋气”的青岛本土文化，这本身就具有
独树一帜的国际性、时尚性，这无疑会令青岛的软
文化实力走得更远。

纵观青岛“水彩画简史”行走中的履迹与烙
印，在时代渐次推进中，恰恰重叠了水彩画在中国
的发展史。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水彩画就已
经在青岛风靡起来，当时最有名的绘画组织便是
以此画种为主的“琴岛画会”。上世纪 20年代，青
岛的中学美术课便有了水彩画的相关课程，只是
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没有“闲情逸
致”更没有“闲钱”去请专门的老师学习水彩画，
早期的绘画者不仅对绘画有深沉的爱好，而且有
大把闲适的时间，有不必为衣食发愁的风雅。比
如吕品，这位被后人称作“山东水彩奠基人”的富
家子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曾坐在私家小汽车
里，在烟雨蒙蒙的青岛街头写生，留下一幅幅经典
的水彩画作。

像吕品这样“有钱有闲”的画家毕竟只是凤毛
麟角，水彩画在青岛的普及离不开早期为青岛美术
启蒙作出贡献的老画家。他们常年默默耕耘在青
岛的美术教育一线，为青岛培养了大量的美术人
才，他们个人的艺术成就也更多表现在水彩画方
面。已故文史专家鲁海先生在他撰写的《青岛老
校》中提到了有着“中国水彩第一人”之称的徐咏青
先生，他晚年定居青岛，并开办绘画学校招收学生，
传播水彩画艺术。以徐咏青为代表的早期青岛水
彩画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以及欧陆风情的城市人
文景观为主，和水彩的原生态格调高度契合，蕴涵
着天然的“代入感”，形成了对青岛地域文化高度提
炼与浓缩的山海画风。

上世纪 50 年代，青岛成立有专门的水彩画研
究会，一批创作手法多样、创作理念超前的画家使
青岛水彩画创作一度呈现兴盛的景象。经年间，青
岛水彩画在全国美展、水彩画展上大放异彩。另
外，每年会有许多从青岛输送到全国各个美院的学
生，在异乡的天空留下青岛的色彩基因。青岛籍著

名画家杜大恺，在 1980 年手绘了《劳山道士》水彩
画绘本（出版物名字即为劳山，实为崂山）。这本由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不到 40 页的小画书，是国
内最早的彩色小人书之一，第一版印量即为 29 万
册。以当年的传播力来看，这种水彩画的艺术力量
可谓是重磅的青岛城市推介。

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一大批青岛水彩画家
立足青岛的城市文化语境，创作了大量具有鲜明
地域特征的作品。经过几代人的沐风栉雨，青岛
水彩在全国画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推动水彩艺
术的本土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从闻一多、徐咏
青、吕品，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晏文正、宋守宏、陶
天恩，再到改革开放之后的陈坚、王绍波等，皆为
不同时期的翘楚。经几代艺术家的努力，水彩画
在青岛的土地上落地生根，继而根繁叶茂，最终
形成了气质鲜明的“海蛎子”味儿的地域风格。

山东省美协副主席、青岛市文联主席、青岛大
学美术学院院长王绍波表示，青岛的水彩画专业程
度始终很高，几代本土画家逐渐将水彩画这种外来
语言内化，为原本很西洋化的东西，加入了新鲜的
本土元素绘画语言，形成了艺术青岛异彩纷呈的多
元气质。

王绍波说，青岛大学美术学院是国内最早设立
水彩画系的专业院校，经过多年的培养、沉淀和传
承，为青岛、山东乃至全国的水彩创作积蓄了充实
的后备力量。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画家传承有序
的努力和推动，青岛水彩画能达到如今的高度并不
意外，“水彩之都”这一品牌正是基于青岛水彩百年
历史发展到一定节点而产生的效应。

王绍波认为，青岛举办水彩活动、打造城市文
化品牌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现在正是将
当代青岛水彩画体系进行科学、系统、行之有效研
究的最佳时机。以可持续、良性、高水准发展思想
构架起正确的当代青岛水彩画高端理论体系，对于
打造中国“水彩之都”，对于将青岛水彩画推向更高
端、更先进的国际发展轨道，进而引领国际水彩画
发展的学术潮流将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坚
信，‘水彩之都’理念的贯穿实施必将赋予青岛艺术
以新的龙头担当。”王绍波说。

风吹过青岛的街道，与大海咸湿的氤氲互致问候。回声以
水彩画的姿态，过滤为一座城市的百年文艺风景。滨海的青岛
天生丽质，是世界上最适合用水彩画表现的城市之一。因了这
种美景与美术“美美与共”的双向奔赴，国内美术界素有“中国
水彩看山东，山东水彩看青岛”的说法。本月下旬，青岛将举办

“水彩让城市更精彩”——首届中国当代水彩画邀请展暨水彩
画学术论坛。活动分为首届中国当代水彩邀请展、青岛特别展
区水彩作品展、中国水彩学术论坛和名家邀请写生活动三个板
块，引入国内前沿的当代水彩画艺术新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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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彩画家们在八大关写生。 本稿摄影 王 雷

■大石村的农民们纷纷拿起画笔创作
水彩画。

■青山湖影视基地的老工业区风格
备受影视剧组青睐。

■2021年10月，“中国美术馆学术
邀请系列展——青岛水彩”汇报展在青岛
市美术馆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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