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似简单的几下剪裁，就在剪纸上创造出漂亮的图案 ,老师真厉
害！”“雪花的细节好真，镂空的花纹真精致！”近日，东城区体育馆路街
道在文化中心小剧场举办“正月十五闹花灯，非遗传承迎冬奥”主题活
动。 活动邀请区非遗项目剪纸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钺传授剪纸及花灯
制作技艺。一幅幅动物生肖、冬奥元素等剪纸作品生动形象，让观众直
观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新华社电 25岁的铃木健吾2
月28日在最后一届琵琶湖马拉松
赛中， 以2小时4
分56秒的成绩夺
得冠军， 打破由
知名选手大迫杰保持
了不到一年的日本全国
纪录。

铃木健吾在36公里的地方甩
开其他选手取得领先， 最后以绝
对优势夺冠， 比大迫杰在去年东
京马拉松上创造的日本全国纪录
提高了33秒。 23岁的土方英和以
2小时6分26秒的成绩名列第二，
25岁的细谷恭平以2小时6分35秒
位居第三。 土方英和与细谷恭平
当日的成绩在日本历史最佳排行
榜上分别位居第五和第六。

铃木健吾的成绩比巴林选手
哈桑于2018年12月创造的2小时4
分43秒的亚洲纪录仅差13秒， 但
比起2小时8分16秒的中国男子马
拉松全国纪录， 领先了3分20秒，
而中国的全国纪录还是由任龙云
在2007年创造的。 中日选手在男
子马拉松项目上的差距， 需要引
起警醒。

琵琶湖马拉松赛创办于1946
年， 在东京马拉松赛创办之前，
它是日本最知名的马拉松赛事之
一。 由于琵琶湖马拉松赛每年的
举办时间与东京马拉松相近， 且

知名选手都选择参加东马， 组委
会决定从明年起不再单独举办该
项比赛。

铃木健吾去年在琵琶湖马拉
松赛中曾获第12名， 由于日本马
拉松高手众多， 他没有获得东京
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不过他表示
会继续努力， 争取获得巴黎奥运
会的参赛资格。

亚洲文化色彩浓厚的迪士尼
最新动画长片 《寻龙传说》 将于
3月5日在中美两国同步上映。 影
片将把观众带到奇幻大陆 “龙佑
之邦”， 与拉雅和她的小伙伴们
一同踏上征途， 去寻找传说中的
最后神龙。 充满奇思、 美丽的画
面也闪烁着多位在迪士尼成长起
来的中国籍动画设计师的智慧火
花。

《寻龙传说》 环境视觉总监
黄珉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时说， 作为 “龙的传人”， 来自
中国的动画设计师对亚洲文化更
深入的理解有助于该片更真实地
从视觉上打造以东南亚文化为灵
感的奇幻世界。

2012年加入迪士尼动画工作
室的黄珉来自中国江西， 天津工
大毕业后进入美国旧金山艺术学
院学习动画设计， 曾参与 《无敌
破坏王》 《海洋奇缘》 《冰雪奇
缘》 等一系列迪士尼动画片的制
作。

黄珉介绍说， 他所率团队的
职责是配合导演把前期2D的概
念设计通过电脑实现成电影场
景， 并配合灯光部门完成最终画
面。 在该片3年多的制作时间里，
他们全程与导演保持密切沟通，
不单是影片中的地貌形态、 建筑
物、 植物、 服装和食物等要尽量
原汁原味展示亚洲特色， 更要体
现其中所蕴含的亚洲文化， 比如

亚洲人的家庭观念、 父母与子女
的情感表达等， 这些都与西方世
界有一定差异。

据介绍 ， 由奥斯卡奖得主
唐·霍尔导演率领的 《寻龙传说》
制作团队中， 来自中国内地的电
影人有七八位。

《寻龙传说》 特效主管佟乐
告诉记者， 中国人从小就对各种
与龙有关的成语和故事耳熟能
详， 因此当她参与这部与龙有关
的电影制作时， 不但有亲切感，
也有助于激发创作灵感。 她负责
根据概念图创造画面效果并设置
水 、 火 、 爆破等一系列模拟效
果。

2014年加入迪士尼的佟乐来
自湖南， 先后毕业于沈阳航空航
天大学及美国德雷克塞尔大学，
参与了 《超能陆战队》 等多部影
片制作。

佟乐说： “《寻龙传说》 让
我和亚裔同事有机会把亚洲文化
更多介绍给美国同事以及全球观
众。”

她特别提及一个幕后花絮：
片中有一个喝粥的镜头， 美国同
事对于亚洲人所喝的粥没有直观
认识， 因此初期画面中的米粥看
上去仿佛美国的麦片， 她一眼就
看出其中的差异并提出改进意
见。

黄珉和佟乐都强调， 作为在
好莱坞工作的外国人， 必然面临

很多困难和挑战， 包括语言沟通
以及对不同社会文化的理解， 但
是他们相信随着交流沟通不断加
深， 以后会有更多华裔电影人在
好莱坞和世界电影舞台大放异
彩。

黄珉与佟乐 2019年凭借在
《无敌破坏王2： 大闹互联网》 中
的工作分别获得美国视觉效果协
会奖最佳环境设计奖和最佳角色
特效设计奖提名。

近年来， 迪士尼和中国有关
方面共同组织了一系列电影交
流， 包括连续多年邀请数十位中
国动画导演和制作人到加州迪士
尼总部参观和培训， 迪士尼高层
和动画专家参与交流并分享经
验。 黄珉和佟乐也作为迪士尼方
面的资深电影人参与其中。

黄珉表示， 通过这些交流加
深了对国内动画产业现状的了
解， 国产动画的进步有目共睹，
中国电影人的努力取得了出色成
果。

佟乐认为中美加强电影交流
有利于增进彼此了解。 她说， 近
年来的国产动画大片都给人留下
深刻印象，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
很多可以挖掘的故事。 中国人有
自己讲故事的方法， 不一定要套
用好莱坞的方式， 通过交流可以
更多接触和了解最新的电影制作
技术及理念， 并为我所用。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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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队名政策
能否暂缓推行

□本报记者 段西元

上周日江苏足球俱乐部宣
布 “停业 ”，球队在夺冠之后不
到半年就宣布解散， 这在足球
史上可说是一大悲剧、 一大闹
剧、一大笑话。这也反映出这两
年中国足球的大环境是多么的
寒冷， 因为江苏俱乐部只是一
个缩影，大部分中超、中甲职业
俱乐部，都处在“水深火热”中。

当下对于所有职业足球俱
乐部、职业足球工作者来说，头
号关键词就是 “生存 ”，如何让
大家都在这个“寒冬”中活下来
是当务之急。 有些政策已经不
适用当下的形势， 需要暂缓或

者取消，比如中性名政策和U23
政策。

先看这个中性名政策 ，推
行此政策的初衷， 是让俱乐部
能够尽早 “断奶 ”，摆脱对母公
司的过分依赖。 应该说政策的
出发点非常正确， 一个健康的
职业足球俱乐部， 不能只靠母
公司烧钱活着。 职业足球已经
走过近30个年头， 这么多球队
转让或者 “消失 ”，其实就是母
公司经营出现了问题， 母公司
都过不下去了， 只能把足球俱
乐部这个包袱卸下来。但是，中
性名这个政策在今年这样一个

困难时期 “一步到位 ”，的确早
了点儿。取消球队冠名，让很多
提供赞助的企业失去了积极
性。更为重要的是，现在这些解
散和待转让的俱乐部， 得让希
望接盘的企业能够看到一些利
益，冠名就是其中最重要、最看
得着的利益。 有些球队卖不出
去， 不让冠名其实是最大的障
碍。中性名政策，可以等到疫情
消散， 各方面时机成熟的时候
再推动。 中国的职业球队并不
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我们不
能任由一个又一个职业俱乐部
就这么消失。

U23政策在目前大环境下
也显得不合时宜了， 一部分球
队的解散或转让， 带给球员的
最大压力就是再就业。而U23政
策，对于数量处于绝大多数的23
岁以上球员来说， 是个很大的
障碍。 各队本来就都有几名外
援占据着出场名额，U23政策等
于又占了一个名额， 如果球队
的U23不是门将，通常留给23岁
以上球员的出场名额只有5个
左右了， 很多球队签23岁以上
球员的动力不足。 在这么多球
员面临失业压力的情况下 ，应
该打破这个樊篱。 今年足协要

打造U21联赛，相信好的U23球
员在职业联赛会有立足之地，而
那些能力暂时不足的，可以去青
年队联赛打磨。中国足球的人才
并不多，经不起各种“浪费”了，
应该尽全力帮助那些解散或转
让球队的球员找到合适的工
作，这是对中国足球未来最大的
保护。取消U23政策 ，也可以让
联赛的精彩程度提升。

去做任何事情都要以人为
本、以实际为本，现在冷冰冰的
现实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自己
再不自救，只能看着我们的足球
越来越糟。

？

———动画长片 《寻龙传说》 幕后的中国籍动画师

在在迪迪士士尼尼奇奇幻幻世世界界里里点点亮亮魔魔法法

非非遗遗传传承承迎迎冬冬奥奥

日本马拉松出新王 中日差距有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