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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台北6月23日电（记者 王承昊 章利新）
宽大的脸盘、圆润的身材、俏皮的表情……以中国水墨
风格设计的“国潮”IP“我不是胖虎”，近日在台北一家
商场内开设主题快闪店。憨态可掬的东北虎形象以蠢
萌“反差感”吸粉岛内民众前来“打卡”，售卖的数十种
IP周边文创产品也颇受青睐。

“喜欢‘胖虎’好几年了，萌萌的，很可爱，今天是和
朋友专程过来买一些周边的。”台北市民王小姐是“胖
虎”的忠实粉丝，在社交软件上经常使用“胖虎”的表情
贴图，她觉得除了讨喜的形象外，将水墨元素融入形象
的塑造中令这个流行IP更多了几分“高级感”。

“国风”与“潮流”的结合精准戳中台湾年轻人的审
美。“国潮”IP将中华传统元素融入潮流产品当中，涵盖
影视、漫画、游戏、食物、穿搭等多方面。随着大陆“国
潮”IP的不断创作出新，以及盲盒、手办等文创业态的
快速发展，岛内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群体也被“国潮”的
魅力“圈粉”。

在台北知名商圈西门町的显眼位置，大陆潮玩品
牌泡泡玛特于去年年底在此设立全台首家、全球第3
家旗舰店。

“开店几个月来我们店的人流量都很大，MOLLY
等多款自有IP很受喜爱，各年龄层的顾客都不少，年
轻人占比更大一些。”泡泡玛特西门町旗舰店店员陈小
姐告诉记者，目前泡泡玛特在台北、桃园、台南、高雄等
地有10家门店。

在社交平台上，来自大陆“国潮”IP产品热度颇高，
“#交换”“#求购”等话题跟帖不断，岛内粉丝通过网络
互晒收藏、交换手办，还有不少网友因抽到限量版盲盒
而发帖分享喜悦。

“过去日本动漫和迪士尼的IP在台湾是主流，而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开始追‘国潮’、看
‘国漫’、穿‘新中式’。”长期穿梭两岸的台湾文化设
计师梁海腾说，台湾流行“国潮”有很夯实的社会基
础，一是因为台湾将中华元素融入文创的尝试行之有
年；二是因为中华文化是刻在台湾民众DNA里不可
磨灭的烙印。

近年来，《甄嬛传》《庆余年》等电视剧在岛内走
红，同时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在岛内的使用也逐渐
普及。梁海腾认为，这让两岸同胞尤其是两岸年轻人
群体，在审美、流行文化等方面毫无“时差感”。

大陆“汉服热”也吹进宝岛，台湾中华汉服文化创
意发展协会等民间团体在岛内积极推广汉服文化，形
成越来越蓬勃发展的趋势。汉服爱好者们会在端午、
中秋、春节等传统节日展示、介绍汉服搭配，越来越多
上班族在日常穿搭中也会融入汉服元素。

台湾中华翰维文化推广协会理事长陈春霖告诉记
者，近年来只要在岛内举办古代服饰展览，就会有成群
结队的年轻人穿着汉服来参观，他们的服饰搭配很专
业，有准确的时代特色。

汉服爱好者、高雄女孩谢雅卉说，她非常喜欢魏晋
南北朝的汉服审美，素雅大方，样式非常简洁。汉服之
美承载着数千年的中华文化传统技艺，蕴藏了多项非
遗工艺，从布料到饰物处处显示着工艺的匠心独运。

“两岸年轻人应该在探索潮流与传统文化结合的
道路上，携手将共有的宝贵精神财富以新的方式传承
下去。”梁海腾说。

图一：“国潮”IP“我不是胖虎”在台北一家商场内
开设的主题快闪店。

图二：大陆潮玩品牌泡泡玛特台北西门町旗舰
店。 新华社记者 王承昊 摄

台湾吹起“国潮”风

“圈粉”宝岛年轻人

由中国作协主办的第二期“扬帆计划”文学沙龙
日前在京举行。活动旨在通过探讨中国优秀文学作
品的海外出版策略，助力当代中国文学扬帆出海，进
一步向世界展示中国新时代的文学成就和当代中国
人的精神面貌。

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介绍，“新时代文学
攀登计划”自2022年启动以来，已推出42部作品。
由中国作协与中国图书进出口 （集团） 有限公司合
作实施的“扬帆计划”，作为“新时代文学攀登计
划”开展对外推广交流的子计划，已助推29部作品
与海外出版社签订100多项版权输出合同，覆盖26

个语种。
本次沙龙重点为入选“扬帆计划”的《登春台》《沿

途》《云落》三部作品进行海外推介。作者格非、陆天
明、张楚分享了小说创作的心路历程。来自世界各地
的26位海外汉学家、出版人士代表与三位作家一道，
以三部小说的内容为蓝本，讨论了中国文学展现的时
代风貌、民族情怀、历史变迁等主题。

与会专家们表示，文学作品的翻译、交流和对
话，对文明交流互鉴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展现可
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国文化更好走向世
界。 记者 余俊杰 来源：新华网

中国作协“扬帆计划”已推动
29部中国优秀文学作品出海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
古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者对赤峰
市元宝山区的两座辽墓开展抢
救性发掘，发现并提取出辽代鸡
冠壶、绿釉瓷盘、铁马蹬、白瓷碗
等文物。两座辽代墓葬的发现，
为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情
况提供了新依据。

据了解，这两座辽代墓葬是
今年4月底当地村民在平整梯田
时发现的。经过考古发掘，先后
清理出一大一小两座墓葬，为带
长斜坡墓道的甲字形辽墓，两墓
朝向基本一致，距离近，均为合
葬墓，且由两层砖铺就棺床。推
测两座墓主人为同一家族。目
前考古人员正在进行提取人骨、
回填等工作。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
究院副院长盖之庸表示，从墓葬
形制及出土遗物分析，这两座墓
应 为 辽 代 中 晚 期 契 丹 人 的 墓
葬。“辽承唐制，墓葬中出土的提
梁壶等虽颇具契丹人文化特色，
但其制作方法与唐三彩颇为相
似，为研究当时的各民族交往交
流 交 融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实 物 资
料。”

记者 恩浩 来源：新华网

内蒙古赤峰市
发掘两座
辽代墓葬

图为在本次发掘中出土的绿釉
瓷盘。 （李婥 摄）

图为考古工作者正在清理墓
室。 （李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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