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范 昕
实习生 钱雨彤

新的一年，红色文化展演是亮点

“2018年上海艺术商圈”已进入策划布局阶段

本报讯 （记者李婷） 伴随美国好

莱 坞 电 影 乐 团 带 来 的 交 响 音 乐 会 ，
“2017 年上海艺术商圈” 项目昨天在上

海香港广场落下帷幕。 自 4 月 8 日启动

以来， 该项目已在静安、黄浦、长宁、虹

口、杨浦、闵行、浦东等七个中心城区的

26 个商圈举办 536 场活动，参与人次近

25 万，平均每天举办两场。而“2018 年上

海艺术商圈”也已进入了策划布局阶段，
将出现更多具有红色文化、 海派文化、
江南文化特点的演展活动。

上海是正在建设中的国际文化大都

市， 本土文艺力量十分强大， 国外艺术

家来往频繁。 依托丰厚的城市文化资源

优势， 今年的上海艺术商圈活动节目涵

盖了演艺、 展览、 普及、 艺教、 非遗等

多个领域， 参与者绝大部分为专业文艺

工作者。 其中不乏段皑皑、 严庆谷等知

名艺术家。 他们因地制宜， 组成小型表

演和展示团队， 如同一支支都市 “乌兰

牧骑”， 深入基层， 在人流密集的商场

服务大众， 为上海增添了一道道文化色

彩浓郁的风景线 。 二胡演奏家 段 皑 皑

说 ： “参 加 ‘2017 年 上 海 艺 术 商 圈 ’
演出， 感觉离观众更近了， 心里也感到

更有底气了， 这是为艺术家拓宽表演空

间提供的一个新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 送往各大商圈的艺

术活动， 并非是各文艺单位现成节目的

复制和照搬 ， 而是根据商圈的 人 群 需

求、 环境要素、 流动性大等特点， 进行

了创意性策划与制作。 今年的 536 场活

动中 ， 音乐舞蹈类演出占 58%， 戏 剧

类演出占 9%， 亲子互动类占 30%， 展

览讲座类占 3%。 观众普遍反映， 这些

节目有古典也有新潮 ， 有传统 也 有 时

尚， 从中可以感受到上海海纳百川、 融

合创新的文化底蕴。
刚刚颁布的上海文创 “50 条 ” 中

指出： 要 “全面推广 ‘上海艺术商圈’
合作模式， 鼓励商业结合体引进创新演

艺项目”。 据透露，“2018 年上海艺术商

圈”除了进一步扩大商圈布点、增加场次

覆盖率之外，将强化本土特色。比如在新

天地、淮海路等一大会址周边的商圈，策
划“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红色主题文

艺节目，把江南丝竹引入世博源商圈等，
引入更多体现城市记忆、 文脉特色和鲜

明特征的要素 ， 采用定点设主 题 的 方

式， 争取打造 “一商圈一特色”。
同 时 ， “2018 年 上 海 艺 术 商 圈 ”

将把上海国际艺术节 “扶青计划” 优秀

委约作品、 “上海之春” 国际音乐节以

及各艺术节展和文艺院团涌现的优秀新

人新作导入进来， 成为创意作品的发布

地、 试金石， 既让新作品尽快与广大群

众见面， 又能听取大众需求完善作品。
除 此 之 外 ， “2018 年 上 海 艺 术 商 圈 ”
中还将融入高科技新技术产品， 如出现

唱沪剧的智能机器人以及机器人街舞等

节目。 而在每一场演展活动中， 都将安

排讲解、 导赏， 以深入浅出、 寓教于乐

的普及互动， 把 “艺术商圈” 打造成为

大众的 “艺术大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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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视率热点转移：
现实题材力压玄幻古装

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亲爱的她们》网络播放量突破三亿，
年度收视率之最剧集由古装剧转为关注百姓生活的现代剧

由宋丹丹领衔主演的现实题材电

视剧《亲爱的她们》正在播出，网络播

放量已经突破三亿。 与以往都市剧习

惯聚焦青年人的生活不同， 这部电视

剧从中老年女性的视角出发， 角度新

颖、呈现细腻。 某一集中，中年闺蜜们

追忆青春时光， 相约一起去拍遗照的

情节，戳中了不少年轻观众的泪点。
近一段时间来， 一批观照百姓生

活、 描摹时代变迁的现实主义题材作

品一次次直叩观众的心门。《亲爱的她

们》以及之前的《情满四合院》《我的前

半生》等作品收获的高度关注，让不少

业内人士看到了现实题材的回归与崛

起。 有调查数据显示：2014年、2015年

火爆荧屏的古装剧， 从去年起便有所

降温，2016年、2017年收视率最高的剧

集由玄幻古装剧转为贴近生活的现代

剧。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一改变的背后

是影视剧艺术价值的理性正在回归。

剧情故事或许平凡，却
像生活的镜子给观众启发

伴随 IP 概念的热炒，古偶玄幻剧

一度火爆荧屏，形成内容跟风热潮。不
过才两年时光， 这个年轻的门类又被

传统现实题材作品抢去了风头。 在编

剧宋方金看来， 时尚指针的摆动背后

是观众对好内容的审美回归， 那就是

“扎扎实实讲好一个故事，对社会有所

观察，对生活有所比喻，对人生有所启

发”。
与闹腾的偶像剧相比，《亲爱的她

们》的情节是平淡的，但这几个中年闺

蜜的“花样生活”依旧吸引着观众愈发

挑剔的目光。在制片人尹香今看来，这
源于电视剧对 社 会 现 象 的 观 照 与 思

考。 “中国社会面临着老龄化问题，这
不仅仅牵动着 50 后、70 后们，更是身

为 子 女 的 80 后 、90 后 们 关 注 的 话

题。”网络上，年轻人纷纷调侃自己“老
了”，这部电视剧却塑造了一系列迈入

老年的生动角色， 告诉观众衰老并不

可怕， 即使青春不再依旧也可以调整

心态，阳光灿烂地生活。
不少观众在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

中感受到了“照镜子”的乐趣。 电视剧

《我的前半生》从开播到收官，收视率

增长了约四倍， 更创下了近几年来都

市剧的收视纪录。随着该剧的热播，一
份台词集锦也在网络传播。有人评价：
“台词现实，句句戳心。”观众在剧中人

的故事里打量起自身的处境：罗子君、
陈俊生、唐晶、凌玲等角色，无不是生

活中随处可见的普通人，“人生过半”
却依然在为生活卖力打拼。 在一次采

访中，当马伊琍被问及“续集《我的后半

生》什么时候拍”时，她回答：“《我的后半

生》活在每个女孩身上。 ”一语道出了现

实主义题材之于当下的意义。
一些充满烟火气息的电视剧承载着

时代的缩影。 电视剧《情满四合院》虽然

在收视上并未大火， 却凭着 “真实的体

温”收获高口碑。剧中通过对北京四合院

中一群不完美的小人物的鲜活塑造，展

现了生活的五味杂陈， 而穿越时代变迁

的是不变的人情味。 四合院的邻里间虽

免不了磕磕碰碰甚至打打闹闹， 但在琐

碎的人际互动细节中， 依旧闪耀着尊老

爱幼等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芒。

“套路”成了“雷区”，华丽
视效遮不住文本短板

与现实题材 “高 走 ” 形 成 对 比 的

是， 古偶、 玄幻剧在口碑上的集体 “跳
水 ”。 2014 年 的 《古 剑 奇 谭 》 与 2015
年的 《花千骨 》 分别 创 造 的 收 视 盛 况

没 能 再 度 出 现 ， 除 了 今 年 年 初 一 部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借力卫视平台优

势获得收视成功之 外 ， 大部分作品收

视不佳， 且争议不断。 《孤芳不自赏》
因 “抠图表演” 一度沦为笑柄； 《思美

人》 因恋爱浓度过高引发争议； 《九州

天空城 》 中人物 “美瞳 ” 造型 遭 遇 批

评； 《择天记》 中的青年演员被观众评

价 为 “演 技 全 无 ” …… 高 颜 值 偶 像 、
华丽造型、 奇情 “虐恋”， 这些曾被视

为锁定年轻观众的 “套路 ” 不 但 不 再

管用 ， 反而成了避之不及的 “雷点 ”，
背后展现的是观众对影视艺术 本 体 价

值的理性回归。
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学院教授夏

烈分析： “不少玄幻古装剧改编自网络

小说， 其底本类型化、 套路化严重，
当观众的新鲜劲一过， 这类作品的文

本短板便愈发明显。” 近期播出的架

空古装剧 《九州·海上牧云记》 就是

一例 。 虽然这部作 品 在 视 觉 效 果 与

细节呈现上颇 为 上 心 ， 且 选 择 的 都

是演技派 ， 但 经 不 起 推 敲 的 人 物 动

机与戏剧内核 还 是 拖 了 后 腿 。 由 于

推动情节发展 的 全 是 儿 女 私 情 ， 这

部 有 着 打 造 中 国 版 《权 力 的 游 戏 》
雄心的作品， 最终成了披着权谋外衣

的古装言情偶 像 剧 ， 甚 至 被 吐 槽 为

“权力的儿戏”。
在业内人士看来 ， IP 剧 的 崛 起

背后是商业利 益 对 年 轻 人 审 美 的 讨

好， 但网生一代观众并不好忽悠。 每

个世代固然有 自 己 独 特 的 趣 味 与 萌

点， 但真正打动人心的是一颗观照现

实的真诚之心。

文学类图书最受少儿欢迎
上海首份少儿阅读调查报告发布

本报讯 （记者李婷）忙碌的学习生

活之余， 上海的少年儿童有多少时间去

图书馆？哪些图书最受他们欢迎？上海首

份少儿阅读调查报告昨天发布， 数据显

示，在纸质图书中，文学类图书最受少儿

欢迎，《三国演义》 在四大名著中借阅人

数最多；而在数字图书中，借阅排名第一

的是《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报告由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联合上

海市图书馆学会少年儿童图书 馆 委 员

会、中文在线发布，数据来自上海中心图

书馆“少儿一卡通”系统、上海中小学生

“数字阅读” 平台及 631 所学校图书馆，
共采集了近五年共计 772 万余条纸质图

书记录、六万余条数字图书记录和 1156
份调查问卷进行大数据分析， 呈现 0 至

16 岁少儿的阅读素养和习惯。
调查显示，自 2012 年以来，图书馆

的少儿用户人数呈稳定增长趋势， 男女

比例近乎 1誜1。 其中，申城 9 至 10 岁的

少儿最喜欢去图书馆 ， 占样本 总 量 的

20%以上。 少儿在选择利用图书馆时，交
通便利就近是主要的因素 。 通 过 比 对

2012 年至 2016 年各年龄段少儿图书借

阅数据发现， 上海少儿阅读年龄段整体

存在前移的现象，低幼段 （0 至 6 岁 ）少

儿图书借阅量占比呈阶梯式增长。 在此

年龄段中， 通过亲子阅读的方式注重孩

子的认知、专注、社交等一系列早教能力

开发的学前教育、 幼儿教育类图书最受

家长的欢迎。 而小学段（7 至 12 岁）、中

学段（13 至 16 岁）则对文学类图书喜好

非常高，借阅占比均超过 50%。
沪上少儿阅读的主要来源是 “图书

馆借阅”“购买纸质图书”和“免费数字阅

读”，付费数字阅读习惯仍有待培养。 值

得关注的是， 排名前十的数字图书与热

门纸质图书几乎都不相同。 其中，低幼

段最热门的纸质图书是 《月亮冰激凌》，
小学段最热门的纸质图书是《小熊包子，
奇怪的礼物》，中学段最热门的纸质图书

是《天龙八部》。 调查结果显示，39.5%的

少儿认为， 纸质阅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携带不便；而近一半的调查对象认为“易
致疲劳”是数字阅读的主要问题。

从统计结果看出，2016 年上海少年

儿童图书馆流通量为 235 万册次， 其中

小学段用户流通量最高， 超过 120 万册

次； 中学段最低， 仅为 10 万册次左右。
2016 年，低幼段和小学段借阅图书最多

的分别是 587 册和 575 册， 而中学段借

阅量排名第一的，一年借了 245 册。业内

人士认为，这与课业压力有关，中学段的

少儿学习压力相对更大。
专家指出，从调研数据可见，沪上少

儿有读书求知的欲望和需求， 但发展不

平衡，受多层因素影响，年龄越大的少儿

课外阅读量反而越少， 阅读图书的范围

也比较窄，主要集中在文学类，阅读自然

科学类图书的相对较少，需要大力引导。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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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技之长的绘画机器是美术教育需要警惕的

百余位专家学者齐聚申城，把脉高等美术教育，有专家指出———

美院艺考，考察对于一曲歌、一首

诗的理解，算偏题、怪题吗？ 昨天汇集

百余位美术教育界专家学者的 “杏林

撷英———全国高等美术院校优秀学生

作品邀请展”论坛上，传递出这样一个

信号：未来，这类倚重综合素养、开放

视野的考题将成为美院艺考的常态。
作为 “全国高等美术教育成果系

列展” 的首展， 于中华艺术宫揭幕的

“杏林撷英———全国高等美术院校优

秀学生作品邀请展”， 在约 4900 平方

米的展陈空间中，集结展出全国 48 所

相关高等院校 880 名专业学生的 827
件优秀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
雕塑、壁画、装置、多媒体等多种艺术

形式。 这是全国各艺术院校学术资源

的一次大规模整合， 也给思考当下美

术教育中的问题提供了机会。
有专家直言，冲刺美院，临时报个

考前培训班速成、 死抠几个月石膏素

描线条之类的 “经验谈” 已经翻篇。
“只有一技之长的绘画机器是我们美

术教育需要警惕的。 ”

考验技法， 更考验审美
判断力，艺术是一种情感教育

今年春天， 几道来源于国内美术

院校本科艺考的考题都曾因不按套路

出牌而刷屏网络，令人大呼“蒙圈”“傻
眼”。 比如，中央美术学院“艺术设计-
造型基础” 科目有道考题出自美国民

谣歌手鲍勃·迪伦经典歌曲《答案在风

中飘》，要求考生绘制一幅能表现该歌曲

意境的造型视觉画面；中国美术学院“中
国画一”科目中的一道考题则是：根据对

唐代刘长卿 《寻南溪常道士》 一诗的理

解，完成一张主题创作。
对于艺考中备受争议的所谓“偏题”

“怪题”，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直言，
这类考题今后只会越来越多， 就是要打

破封闭式考察，一改考生的应试准备，更
多地注重综合素养， 在短时间内打开思

路的一种能力。跨专业、跨系甚至跨学院

的大选修， 其实正是近年来央美鲜明的

教学特色之一。
论制造惟妙惟肖的图像， 如今各种

计算机技术的生产能力远优于手工。 那

么， 通过人工技艺创造图像的特殊价值

又是什么？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

所长牛克诚认为， 美院不是培养绘画机

器 的 , 美 院 学 生 需 要 具 备 的 一 种 能

力———审美思考及探向精神深度的洞察

力。 “这种能力不是被动的视觉接受，而
是要学会突破视觉能力， 提高双眼的洞

悉能力， 通过认知分析视觉对象而洞穿

世界的本质。”也有学者指出：“艺术是一

种情感教育。技法以外，更多的涉及审美

判断力的培育、价值观的塑造。在这些方

面，美院应该担起重任，除了教授手艺更

要注重对学生的情怀、品格、学养及观念

意识的综合培养。 ”

不能只追赶科技潮流，更
需深入文化土壤开掘精神向度

在不少专家学者看来， 未来中国美

术需要的是将新兴科技与传统文化两

相融合的复合型人才。
新兴科技浪潮不断袭来的当下，

艺术范式与形态面临着更新升级，这

其实对艺术创作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不少专家学者指出，未来艺术创作

尤其是与设计相关的艺术创作将呈现

出与科技深度融合的大趋势。 在中央

美术学院，“声音艺术设计”“生物艺术

设计 ”“影像艺术设计 ”“媒体建筑设

计”等新兴研究方向陆续出现。在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信息学院、新闻传播

学院联合成立了一个交叉学科项目，
以此进行研究生培养， 开展原创性研

究和设计。
与此同时，也有人提醒，别以为仅

仅抓住新兴科技就能迸发出惊人的创

造力， 基于自身文化背景的沉淀会是

艺术创作者取之不尽的灵感， 为作品

开掘耐人寻味的精神向度。 这更是需

要细水长流的滋养。 中国美术学院院

长许江告诉记者，开学时，每个新生都

会收到学校统一发的两支毛笔以及一

本智永书《千字文》。“这不是让他们人

人成为书法家， 而是让他们通过写毛

笔字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人由来

已久的精神， 什么叫虚实， 什么叫方

圆，什么叫提按，等等。 当他们对这些

了然于心， 他们的创造之中自然而然

显示一种东方气象。 ”范迪安也提出，
“传统的优秀的中国美术创作思想、观
念、造型、手法，比如‘天人合一’的观

念，‘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方法

论，能不能导入我们今天的教学，让学

生们的作品流露出汲取传统文化营养

的痕迹？ ”

“全国高等美术院校优秀学生作品邀请展”展出作品。 赵东阳摄

非遗进校园，“小人书”有大作为
全国首个在小学建立的连环画动画博物馆落地沪上

本报讯 （记者许旸）上海传统文化、
非遗文化进校园又有新动作。日前，全国

首 个 在 小 学 建 立 的 连 环 画 动 画 博 物

馆———嘉定华江小学连环画动画科创中

心开馆，多位非遗连环画传承人、连环画

家齐聚，热议经典连环画、民族动漫在青

少年群体中的传承和普及。
走进华江小 学 连 环 画 动 画 科 创 中

心，一整面墙的“小人书”令人流连忘返，
《鲁班》《顾炎武》《文成公主》等人们耳熟

能详的历史题材连环画多出自 名 家 之

手。除了集中回顾展示经典之作，馆内更

有“00”“10”后等年轻一代的创新挥洒。
比如，从故事创作、脚本改编到绘画，连

环画改编动画《陶泥馆》都由该小学四年

级学生完成；一摞摞小学生连环画作品，
斑斓童趣，方寸之间尽显想象力。

200 平方米科创中心分为科普展览

区、观影娱乐区、科技体验区、创作实践

区，300 余项展品形象展示了 “小人书”
的大魅力。 科创中心将提供绘本、 连环

画、 多格漫画、2D/3D 动画等培训课程，
以丰富立体形式呈现优秀连环画作品，
并综合展览体验、教学、互动、在线交流、
社团活动及竞技比赛集训等多种功能。

借助平台效应，“海量阅读” 特色课

程、“海派连环画” 校本课程以及科技课

程将有机结合，打造集艺术、科学、人文

等元素为一体的“童画创客”。 在学生自

写、自编、自画、自创连环画的基础上，中
心逐步向课本剧、动画片、微电影、3D 打

印等内容拓展， 促进小学生群体综合素

质的提高，培养孩子的审美情趣。
据悉， 华江小学连环画动画科创中

心由校方联合上海海派连环画中心、市

动漫行业协会连环画专委会、 南翔 “三
画”创作展示基地共同打造。 未来，知名

连环画家、漫画家将持续走入科创中心，
面向小学生开展连环画创作、 教学、指

导、中国经典动画漫画鉴赏等活动，让更

多青少年学习了解原创动漫精华， 促成

非遗连环画的活态传承。

▲电 视 剧 《我 的 前 半 生 》
从开播到收官 ， 收视率增长了

约四倍 。 剧中人物的境遇让不

少观众看到了自己 。 图为该剧

海报。

荨电 视 剧 《情 满 四 合 院 》
虽然在收视上并未大火 ， 却凭

着 “真实的体温” 收获高口碑。
图为该剧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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