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段西元

本轮亚冠结束后， ３支参加
小组赛的中超球队形势基本明
朗： 山东泰山队距离出线只有
半步之遥， 下一场只要不大比
分输给横滨水手就将晋级； 浙
江队只存理论上的希望， 末轮
他们不但要大胜墨尔本城， 还
要看其他小组第二名的成绩 ；
武汉三镇在输给浦和红钻之后，
已经提前一轮出局。

本赛季中超亚冠的成绩肯
定算不上亮眼， 中超冠军上海
海港队资格赛就输给了巴吞联，
其他３支球队在小组赛中也都经
历了苦战。 除了山东队情况较
好 ， 浙江队和武汉队则 都是
“一步一个坎儿 ”。 遥想当年 ，
中超球队在亚冠也是大杀四方，
广州恒大队曾经两度夺冠， 上
海海港队、 北京队、 山东队甚
至天津权健队在不同时期， 也
都有过不错的发挥。 现如今这
些球队都不那么给力了。

不过中超球队和东亚区强
队之间的差距， 远没有国字号
球队和亚洲强队之间的差距那
么大 ， 这种差距是可以通过
“调理自身” 来弥补的。 以本轮
武汉队输给浦和队的比赛为例，
这场比赛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
那样， 中超球队一直被日本球
队压着打， 而是在比赛的大部
分时间里， 武汉队都形成了与
浦和队的均势。 即便浦和队是
卫冕冠军， 即便武汉队现在内
外交困， 但武汉队在场面上不
落下风， 创造的机会丝毫不比

卫冕冠军少。
日本的一流球员现在都在

五大联赛踢球， 二流球员也会
在苏超、 比甲等欧洲次级联赛
风生水起。 留在J联赛的这帮日
本本土球员， 也就是处在日本
球员水平的二三流之间。 翻看
日本国家队这两年的名单， 在J
联赛踢球的球员越来越少， J联
赛的精英球员刚一冒头 ， 很快
会被欧洲球队买走。 而中国的
国脚级球员， 大部分留在了中
超。

外援方面， 中超球队可能
比那些西亚豪门差很多， 但和
日韩球队相比并不差。 像武汉
队的戴维斯， 这场比赛如 “姆
巴佩 ” 一样 存 在 。 浦 和 队 最
终绝杀武汉队， 靠的还是前中
超外援 、 “三镇克星 ” 何塞-
坎特。 中超球队和日韩球队比
赛， 更像是用 “上等马” 博弈
对方的 “下等马”， 实力上的差
距基本上可以忽略。

中超球队之所以本赛季亚
冠战绩不佳， 主要还是由于连
续缺席了三年多的亚冠之后 ，
对国际赛场有些不适应。 比如
有的球队在一周双赛时， 如何
把握轮换的尺度还没有完全拿
捏准； 再比如本赛季亚冠改打
跨年赛制， 这让中超球队比赛
的连续性上存在着一些问题 。
相信下赛季参加亚冠的中超球
队， 在适应能力上会比本赛季
的几支球队强， 也会打出更好
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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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边磊） 大
戏东望·2023全国话剧展演季
近日在北京喜剧院拉开帷幕。
展演季将联动上海 、 天津 、
深圳 、 南京等 10余个地市 ，
带来23部剧目43场演出。

活动现场 ， 开幕大戏话
剧 《寻味 》 引发观众热烈反
响 。 该剧是北京文化艺术基
金2022年度资助项目 ， 由北
京市文联主席陈平担任总策
划 ， 汇集了全国总工会文工
团话剧团副团长唐丽华 、 中
国金狮奖获得者王毅等优秀
演员 。 该剧将海峡两岸近70
年的历史生活 、 民间情感浓
缩于一个家庭四代人的聚散

离合 ， 一碗代代相传的牛肉
面中 ， 融入了两岸割舍不断
的亲情。

本届全国话剧展演季以
“戏悦东城———与戏剧共生
与城市共美 ” 为主题 ， 将举
办精品剧目展演、 高峰对话、
“全城有戏” 等系列活动， 全
方位联动 、 协同式发展 ， 通
过高质量演出、 高层次交流、
高效能传播 、 高水平互动 ，
不断夯实 “大戏东望 ” 品牌
影响力 ， 打造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戏剧年度盛会 。 展演季
将联动上海 、 天津 、 深圳 、
南京等10余个地市 ， 带来23
部剧目43场演出 。 由法国文

学巨匠雨果作品改编央华戏
剧制作的中文版话剧 《悲惨
世界》、 原创剧目 《你好吗》、
话剧 《主角》、 儿童剧 《猫神
在故宫 》 等精品剧目将陆续
给观众带来别样的戏剧体验。

本 届 展 演 季 将 持 续 至
2024年1月， 期间首次与中央
戏剧学院深度合作 ， 共同围
绕 “城市的戏剧景观” 主题，
邀请全国学界知名戏剧专家、
学者 、 教育家 ， 业界知名艺
术家 、 管理者 、 媒体专家展
开高峰对话活动 ， 进一步提
升全国话剧展演季的文化理
论深度和业界传播广度。

本报记者 于佳 摄

北京冬奥会结束已近两年，
但“顶流”吉祥物“冰墩墩”从未离
开大众视野， 而是不断以新形象
亮相。继“虎墩墩”“兔墩墩”之后，
“冰墩墩” 龙年新春特别版———
“龙墩墩”系列新品近日在国家体
育场金色大厅正式发布。

2022年 12月 31日后 ， “冰墩
墩”等北京冬奥会相关知识产权，
按照惯例成为国际奥委会名下的
奥林匹克历史知识产权 。“龙墩
墩” 作为奥林匹克历史知识产权
再次授权开发的文创产品， 延续
了中国春节文化、生肖文化特色，
成为弘扬奥林匹克精神、 创新发
展中国文化的典型范例。

“龙墩墩”接棒“兔墩墩”
去年底， 为迎接兔年新春和

北京冬奥会举办一周年 ，“兔墩
墩”推出。其以北京传统民俗中的
经典兔子形象“兔爷”为创意，深
受人们喜爱。 即将接棒的 “龙墩
墩”又有哪些新意和特点？

“中国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图
腾和独特精神标识， 象征着中华
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中
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副院长、“龙
墩墩” 设计师林存真介绍，“龙墩
墩”选择“舞龙”“四海龙王”等传
统文化内容作为创意基点， 代表
着人们对风调雨顺、平安、丰收的
美好期望， 展现 “四海之内皆兄
弟”的理念，融合了中华民族的龙
文化和奥林匹克大家庭“团结”的

主题。
“龙墩墩”系列授权产品有毛

绒、摆件、徽章、陶瓷、钥匙扣、明
信片、贵金属等。特别是在摆件产
品中，运用了“金木水火土”的概
念，形成了不同性格、各具特色的
“龙墩墩”产品。

据悉，“龙墩墩” 系列新品将
于12月7日正式发售，消费者可在
中国联通营业厅、中国联通App、
北京王府井工美大厦、 新奥工美
大厦、 中国邮政北京市分公司下
辖邮政支局 （邮电所） 等渠道购
买。

林存真表示，从“兔墩墩”到
“龙墩墩”， 系列产品不断以新设
计理念展示奥林匹克历史知识产
权品牌形象； 国际奥委会希望看
到富有活力的文化遗产不断涌
现， 中国的春节文化和生肖文化
持续激发奥运遗产的生命力，在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层面取得突破
与创新。

“冰墩墩”为何可以年年
“换装”？

历届奥运会举办之后， 诸如
吉祥物、 会徽等都会成为奥林匹
克历史知识产权的一部分， 鲜有
再更新设计吉祥物的案例。 如果
举办城市想在赛事之后继续对奥
运相关特许商品进行授权经营，
则需要其所在地奥委会与国际奥
委会协商， 由企业向国际奥委会
提出申请、所在地奥委会“准入”，

各方达成一致之后， 才可以在该
奥委会辖区内继续生产、销售。如
果有新产品， 产品设计也需要国
际奥委会和所在地奥委会认可。

北京冬奥会举办时恰逢春
节， 十二生肖是春节文化的重要
主题。冬奥会结束后，为了延续大
众对“冰墩墩”的热爱和期待，中
国奥委会与国际奥委会进行了反
复沟通与协商， 最终形成以北京
冬奥会历史知识产权为主的合作
方案， 实现了奥林匹克历史知识
产权在中国奥委会辖区内的再利
用，续写冬奥故事。

“通常来说， 历届奥运会吉
祥物在赛事结束之后， 就完成了
自己的使命， 可能会留在像奥林

匹克博物馆这样的场所， 作为一
个历史见证 ， 但不会再进行更
新。” 林存真说， “北京冬奥会
的 ‘冰墩墩’ 不一样， 我们想把
它作为一个鲜活的奥运文化遗
产， 延续奥林匹克的品牌精神，
这在奥林匹克历史上是从来没有
过的。”

以奥运为媒， 展示中国
传统文化之美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2022
年北京冬奥会， 中国在奥林匹克
舞台上给世界留下了“无与伦比”
的深刻印象。 吉祥物作为奥林匹
克文化和精神的重要载体， 生动
讲述历史悠久、 丰富多彩的中国

故事。
在林存真看来， “冰墩墩”

获得奥林匹克历史知识产权再次
授 权 后 ， 如 何 推 动 奥 林 匹 克
运动和奥林匹克品牌持续传播，
让全世界的人们和更多年轻人了
解奥林匹克品牌， 是一项关键课
题。 以十二生肖为依托， 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 成为一次有益尝
试。

“我们在奥林匹克文化平台
上嫁接了中国文化， 很多外国人
看到‘冰墩墩’的‘变身’，都有非
常新鲜的感觉。 他们首先会觉得
可爱，之后就想要了解‘虎墩墩’
‘兔墩墩’‘龙墩墩’的衣服有什么
特点。比如，这些不同的颜色有哪
些寓意？ 身上的配饰分别代表什
么？”林存真说，“这一求知探索的
过程就可以有更多的文化介入和
载入。”

对于中国受众来说， 十二生
肖非常亲切熟悉， 因此也更加期
待新款“冰墩墩”的诞生。林存真
回忆道：“‘兔墩墩’ 发布之后，就
有好多人问我 ‘龙墩墩’ 长什么
样。因为每个人的生肖不一样，都
盼着自己的生肖以冬奥吉祥物的
形象出现。”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希
望把十二生肖的 ‘冰墩墩’ 都做
出来， 满足大家的期盼， 这当然
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她
说。 据新华社

“龙墩墩”接力“向未来”

2023全国话剧展演季开幕

中超球队和东亚区强队
差距并不大

亚 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