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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德艺双馨
电视艺术工作者受表彰
我省一电视工作者获殊荣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省电影电视家协
会获悉，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办的第
十届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表彰
大会 20日在京举行。我省电视艺术工作
者张克宣被授予“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
工作者”荣誉称号。此外，从郑州走出的
央视主持人海霞、知名演员靳东等，也同
获此称号。

“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是中国
视协于1998年开始举办“全国百佳电视艺
术工作者”推选活动，后改为全国德艺双
馨电视艺术工作者表彰活动，两年一届，
至今历时20年，是全国电视艺术工作者的
最高荣誉。在前九届的评选中，我省已有
14人获奖。

2017年 3月，第十届全国德艺双馨电
视艺术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正式启动。
评选采取自下而上、逐级推荐、差额评选、
民主择优的方式进行，侧重推选一线工作
人员，经过严格审核和媒体公示。受表彰
的47名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都是来
自电视艺术各条战线上的杰出代表，大部
分来自电视艺术一线。其中包括央视主
持人海霞，著名导演陈力，著名演员靳东、
冯远征等。 郑报融媒记者 苏瑜

《小学问》让“2018不焦虑”
本报讯 马东出品，“说话天团”马薇

薇、黄执中、周玄毅、邱晨等合著的新书
《小学问：解决你的 7种人生焦虑》由磨铁
图书策划推出后话题热度持续走高。1月
21日，以“2018不焦虑”为主题的新书签售
会在郑州购书中心举行，黄执中现场围绕
新书中的 7种焦虑“胖”“穷”“被忽悠”“注
孤生”“小透明”“低效率”等依次展开了讲
解，分享了自己应对焦虑的“小学问”，让
读者受益匪浅。

提及“胖”的焦虑，“管不住嘴”困扰着
很多人，黄执中说其实这要注意语言的暗
示，把“我要对自己狠一点”转换为“我要
对自己好一点”，从“吃得更少”变为“吃得
更好”，在不减量的基础上，吃得更精致、
品种更多样；而关于“穷”的焦虑，很多人
疑惑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躺着”把钱挣
了？实际上，有些人看起来没你辛苦，却
又比你赚得多，很可能因为他们承担的是
风险劳动，或者是创造性、试探性、开拓性
的工作，这种表面上的“闲”，蕴藏着事业
成功的秘诀。

“焦虑并非负面且焦虑无法消除。”读
者小雨高兴地表示，此次活动让她对焦虑
有了全新的理解：“正如《小学问》所说，焦
虑是‘上进心’这个小妖精磨人的体现。”所
以面对焦虑不必恐慌，利用新书中的“小学
问”，应对焦虑的能力就能全面升级。

“《小学问》的初衷，就是让读者跳脱
出困惑焦虑的现状，通过“学习来认识到
事情的本质。它不是从某个理论框架、某
个学科系统，甚至不是从某个特定的要求
出发，而是针对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最关
注、最常感到焦虑的事情，提供最实用的，
小中见大的学问。”黄执中说，“小学问”期
望为读者带来的改变，不是增长某方面的
知识，而是激活读者本身的知识存量：
“《小学问》共有7个‘小学问’，相信通过一
些垂直领域的有趣观点、知识的分享，让
大家面对日常问题和困境时，可以自如使
用的逻辑思维能力，提升思维的竞争力，
按照‘聪明人’的方式去思考问题，不落俗
套。”郑报融媒记者 苏瑜

目前，字库已有 3500字，不过背后
的工程更为浩大。

古老的甲骨文被发现仅 120年，研
究工作仍在继续。陈楠通过阅读查证
古籍文献与相关学术著作、拜访文字学
专家来确认选取准确的字形，在最大限
度上保证了字库的严谨性。由于目前
可识别的甲骨文字数有限，所以对于那
些暂无对应的字，他依据“甲骨文书法”
的传统方式如借助金文大篆加以补充、
适当拼组形声字等扩容字库。

在他看来，甲骨文再设计绝非设计
学与文字学简单的叠加。“甲骨文作为
‘祖先级’的文字，藏着民族文化的基
因，有着一套造字体系。如果我们想让
它‘活’起来并且‘活’得好，必须深度解
读它，遵从它的逻辑，梳理清楚后的再
创作才能令人信服。”他接受幽默的创
新，但拒绝肤浅的演绎。他甚至研究王

阳明的心学、社会学中的实证法，还借
鉴了福尔摩斯的演绎法，以使甲骨文的
“设计”理念不断系统化。

经过多年的探索，陈楠看到了甲骨
文的创新前景。“甲骨文每个字好比编程
中的源码，而甲骨文字库就是一个 IP，这
将为重新演绎提供素材。”未来，他的字
库将继续扩容，达到 7000字。此外，他
还打算将甲骨文元素融入文化教育产
业、小游戏开发、APP等领域。他说，在
当代，除了书写，文字有很多表现形式，
并已潜移默化地融入生活。往大处看，
它影响着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可见汉
字始终充满着强大的生命力。

陈楠也关注着中国其他种类文字
的保护，如东巴文、女书，而甲骨文再设
计为他提供了借鉴思路。“我希望中国
传统文化以鲜活的姿态走进当下生活、
走向国际。”陈楠说。

一古文字工作者脑洞大开

高冷甲骨文变“潮”变可爱
超过3000岁的甲骨文

正在成为90后甚至00后的
微信“斗图”法宝，随着甲骨文
动画短片的说唱，网友瞬间能
感受到古老文字的神秘与酷
炫。该作品的设计者清华美
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古文字艺
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陈楠
一直在琢磨着如何让甲骨文
“潮起来”，“甲骨文看似高冷
深沉，其实它很可爱，还带点
戏谑，完全符合我们当下的表
达方式。”他说。

设计戳中“萌点”
46岁的陈楠教授一直想让年

轻人喜欢上甲骨文。在甲骨文动
图表情包中，他让“醉”字“冒着
泡”，歪歪斜斜地倒在“了”字的怀
抱中，表情“醉了”仿佛让人闻到了
酒气；“激动”显得既亢奋又略带调
侃，紫色的“鸡”字摇头晃脑地打着
鸣，而浅蓝色的“冻”字则冷眼旁
观。十二生肖系列表情图也令人
莞尔：你说神马、咩、我不鸡道、想
吃狗粮……古老的甲骨文经过形
态调整、配色，并与网络热词“牵
手”后，瞬间戳中了不少 90后、00
后的“萌点”。

除了表情包，这些古董级汉字
还担纲动画片主角，在《甲骨也嘻
哈》中，古董汉字配上了充满感染
力的说唱：“这不是你想的古老文
化高高在上，甲骨文也可以时时刻
刻就在你身旁……”看完此片后，
有网友兴奋地表示：“天哪，甲骨文
也会即兴说唱！”

陈楠曾为中国邮政设计了一
组卡通风格与甲骨文元素相结合
的明信片《甲骨文·吉祥成语》。不
久前，他还与鹿晗合作并在“鹿晗
愿望季”活动中通过微博发布了甲
骨文设计短视频。截至今日，该条
微博阅读量已超过3100万次、转发
量突破14万次。

携甲骨文走上“潮流”之路，源
于陈楠19年前的一次创作。当时，
物理学家李政道发起举办了以“科
技与艺术”为主题的国际作品展，
陈楠以甲骨文为母题，结合几何等
科技元素进行再创作，作品最终获
奖。此后，他渐渐走进了艺术与科
学、哲学等学科相融的广阔空间，
同时开始痴迷于甲骨文。

如何让甲骨文走进大众的生
活？陈楠相信，设计能化腐朽为神
奇。既然是文字，就从原初的书写
功能出发进行设计。遵循几何与
图案学的原理，陈楠建立了一个
由方形和圆形构筑的网格状母
图，将现存的甲骨文与网格上节
点间的线段组合成文字。获得业
内好评后，他信心更足，要把“陈体
甲骨文”做成真正的输入法与字
库。2016年，“汉仪陈体甲骨文”字
库诞生了。

想让甲骨文“活”起来，必须深度解读它

去年10月30日，中国甲骨文通过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项目国际咨
询委员会的评审，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陈楠由此感到，
甲骨文的保护和普及任重而道远。

在陈楠眼中，甲骨文字就像是一台
商朝的照相机，先民将目光所及的万事
万物化为龟甲上形象的文字符号，这些

质朴的文字向我们展开了一幅几千年
前的远古图卷。甲骨文既是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的符号，又是符合当今设计潮
流的创意字符，将甲骨文与手机表情包
相结合，是传统与当下结合的必须，也
体现着现代设计的发展趋势，它的广泛
传播与应用将是超越文字和字体本身
意义的。肖茜颖

既是传统文化符号，又是创意字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