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祯希

24 部作品入选推介名单

■本报记者 吴钰

《复兴之路》等优秀原创作品获推介

网络文学诞生20年，爆发式增长的同时，
依然存在“量大质不优”现象

本报讯 （记者姜方） 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和中国作家协会日前联合发

布 2017 年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推介

名单，《岐黄》《择天记》《华簪录》等 24 部

作品入选。 该活动是继 2015 年和 2016
年后第三次举办， 本届共有 380 部作品

参选，申报数量创历届之最。
去年 7 月 ， 国 家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总

局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印发 《关 于 开

展 2017 年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推介

活动的通知》， 截至申报结束， 共收到

来自北京、 上海、 浙江、 江苏等 11 个

省 （区、 市） 的 41 家网站、 机构报送

的作品。
与前两届相比， 本次征集的作品呈

现出很多新特点。 据评委会主任、 中国

作家协会网络文学委员会主任陈崎嵘介

绍， 今年的申报作品中， 现实类题材明

显增多， 反映人民群众主体生活和当下

人们精神心理的作品量多质升。 如描写

国企改革历程的 《复兴之路》， 展现当

下都市女性生活的 《全职妈妈向前冲》，
直面 80 后情感价值观的 《糖婚 》 等 。
“原先那种网络文学不食人间烟火和幻

想类作品一家独大的现象有所改变， 题

材、 内容及风格开始出现多元化格局。”
陈崎嵘说。

2017 年 恰 逢 网 络 文 学 诞 生 20 周

年。 眼下， 网络文学已成长壮大为数字

出版产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据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数字出版司对当前市

场规模较大、 影响力较强的 45 家重点

网站发展情况的统计， 截至 2017 年 12
月 ， 各 网 站 原 创 作 品 总 量 高 达 1646.7
万种， 其中签约作品达 132.7 万种， 年

新增原创作品 233.6 万， 年新增签约作

品 22 万。 出版纸质图书 6942 部， 改编

电影 1195 部， 改编电视剧 1232 部， 改

编游戏 605 部， 改编动漫 712 部。 其中

一批具有强大社会影响力的作品， 既呼

应着互联网时代新的阅读方式变革和审

美趣味转变， 也渗透着新生的创作群体

对时代发展、 社会生活的观察与思考。
网络文学丰富与发展了当代文学的

版图， 并揭示了当代文学多样性和多元

化的发展趋势。 当下， 与网络文学有关

的评选、 推优等活动日渐增加。 对此，
本次推介评委、 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欧

阳友权认为， 评选活动为读者提供了一

种引导性路径， 让他们了解在浩如烟海

的网络作品中 ， 哪些是好的或 比 较 好

的 ， 从而更便捷地找到自己喜爱 的 作

品。 “网络作品的爆发式增长， 客观上

存在着 ‘量大质不优’‘星多月不明’ 的

现象， 评选推优无形中为网络创作设置

一种标杆、 一个尺度， 那将会形成一种

文学的 ‘旗语’， 对网络文学创作有一

定的示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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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反差萌”，忍不住因惊喜而喝彩
历史文化类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海报走红网络

眉目舒朗的三星堆青铜人像暗自

发话：“说我像奥特曼的， 你别走”；表
情迷惘的人头壶被做成了 “抱抱我”
“爱我”“吻我”的“三连”表情包；冬至

那天， 海报上的大克鼎盛着饺子问：
“各位老饕，约一碗水饺可好？ ”……

央视纪录片 《如果国宝会说话》
的多组文案海报近日走红网络， 不仅

画风活泼、 想象力惊人， 让国宝们大

显 “反差萌”， 成为大家热烈转发的

网络 “爆款”。
新媒体时代， 生硬的滚动广告与

苦口婆心的说教式植入， 已很难吸引

人们的注意力， 这样的传播环境变化

却也为传统文 化 提 供 了 一 个 渠 道 多

元、 表达多样的传播 “快车道”。 新

奇有趣的文案让这些原本静处于博物

馆一隅待人观赏的文物， 瞬间有了活

生生的个性和面对面的热度， 也成就

了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顺畅对话的

经典案例。

相关点、 反差感与互动
性是该组海报走红的关键词

记者了解， 《如果国宝会说话》

的创意海报分好几组。 这些海报的设计

者既有中国电影圈的海报高手黄海，也

有央视纪录频道 90 后云集的宣传团队。
精致的“文艺范儿”与活泼的“时尚范”兼
具，试图“圈地”更多的受众群体。

渐进色的背景上， 一支毛笔轻点水

面， 激起几圈涟漪， 与画笔隔水而对的

则是文物被放大的精美局部。 这是纪录

片最早的四张主海报， 端庄大气极富人

文情怀， 面向的是主流观众。 其实这套

海报很有来头， 创作者黄海以往海报作

品 包 括 了 《黄 金 时 代 》 《一 代 宗 师 》
《太阳照常升起》 等文艺片佳作。 请来

著名电影海报设计师， 在国内电视纪录

片领域并不常见， 海报中透出的文化底

蕴让不少网友转发点赞。
与主海报的 “端庄美” 拉开差距的

是一组极具网络趣味的海报。 圆形中空

的太阳神鸟金箔边写着 “这款美瞳， 我

要了”、 三星堆青铜人霸气发话 “说我

像奥特曼的， 你别走”、 越王勾践剑两

边分立 “看剑” 两字， 简洁震撼……央

视纪录频道宣传推介组制片人、 《如果

国宝会说话》 宣推总策划李艳峰告诉记

者， 这组海报是宣传团队、 撰稿人以及

摄制组共同头脑风暴后进行 “二 次 创

作 ” 的 产 物 ， 目 标 受 众 是 90 后 、 00
后， 其中相关点、 反差感与互动性是其

走红的关键词。 “文物给人沉稳厚重的

印象， 离年轻人似乎很遥远， 但我们却

通过美瞳、 奥特曼等年轻人熟悉的事物

建立文物与当下的连接感， 海报中的文

字也特意设计成 ‘对话体’。”
节目播出期间， 这些文物又随着各

类网络文案 ， 进一步 “融 ” 入 当 下 生

活。 除了装饺子的大克鼎、 成了表情包

的人头壶之外， 器壁厚度不足一毫米的

龙山蛋壳黑陶杯也被做了 “精致三连”
表情包———“外表要靓丽” “身材要薄

瘦” “今天也是个精致女孩”， 既符合

国宝特点， 又契合当下潮流。

“不降格”的内容呈现，为
年轻化网络包装托底

有学者指出， 新媒体时代盛行的浅

度阅读模式对传统文化具有的完整性、
逻辑性和想象力的文本进行了解构。 以

新媒体技术为核心的传播形态总是无法

回避文本碎片化的困扰， 而简洁轻快的

信息接收习惯也在冲击人们接触传统文

化的方式。《如果国宝会说话》这一“营销

案例”的可贵之处在于，为年轻化的网络

营销托底的，是其“不降格”的内容追求

与后期不懈的文化价值发酵。
总导演徐欢告诉记者， 希望通过对

纪录片中 100 件文物的介绍， 建立一

个中华文明的 “影像博物馆”， 纪录

片中的国宝们来自全国近百家博物馆

和 考 古 研 究 所 、 50 余 处 考 古 遗 址 ，
诞生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到宋元明清，
历史跨度达 8000 年。 纪录片在趣味

中凸显出的是 国 宝 对 文 明 演 进 的 意

义， 以及对全人类的价值。 被形容为

“肌肉萌” 的陶鹰鼎， 是仰韶文化时

期陶器艺术价值与实用价值结合的典

范； 形似 “愤怒的小鸟” 的鸮尊， 引

出的是猫头鹰这一形象在古今中外艺

术作品中的变化……支撑这份 “举重

若轻” 的是大量的研究论证工作。 徐

欢说， 一集五分钟的内容背后是可以

支撑一部系列片的学术积累。
用趣味表达吸引观众之后， 进一

步发酵国宝的文化价值， 也是宣传的

重点。 李艳峰透露， 宣传团队将围绕

《如果国宝会说话》 这一品牌开展一

系列活动。 比如携手国家文物局和各

大博物馆， 在微博发起 “给国宝建微

博 ” 活动 ， 引 发 大 家 与 “国 宝 ” 对

话； 比如， 携手旅游部门发起旅游主

题活动 ， 在旅 行 中 寻 找 国 宝 文 化 之

美； 再比如， 与一些艺术文化类公众

号合作， 让其为纪录片中的文物提供

更多的背景文化介绍。

当红戏剧女高音带来歌剧“旋风”
普契尼经典歌剧《图兰朵》昨起连演三晚

本报讯 （记者徐璐明）上海歌剧院

与上海大剧院联合出 品 的 普 契 尼 经 典

歌剧 《图兰朵 》昨天起在上海大剧院上

演。 届时，取自于中国民歌《茉莉花》的

优美旋律，将连续三晚飘荡在上海舞台。
《图兰朵》是普契尼最伟大的作品之

一， 讲述了一个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传

奇故事。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部作品，
作 曲 家 在 世 时 未 能 完 成 全 剧 的 创 作 。
1921 年 5 月普契尼开始为 《图兰朵》第

一幕动笔谱曲。 直到写到第三幕中柳儿

自杀，图兰朵如何由“冷”到“爱”，作曲家

始终没有找到最具说服力的音乐表达。
1924 年的 5 月， 普契尼患上了喉癌，临

终时，他的随身皮包里还装着《图兰朵》
终幕的草稿。

普契尼去世后， 他的家族和出版社

选择了意大利作曲家弗兰克·阿尔法诺

续写《图兰朵》。出版社要求他“不需要有

自己的音乐想法， 仅仅按照大师留下的

草稿来写即可”。 1926 年 4 月 26 日，在

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由指挥大师、普契尼

的生前好友托斯卡尼尼指挥首演了这个

完整版《图兰朵》。 剧情到第三幕柳儿自

刎时，托斯卡尼尼放下指挥棒对听众说：
“就在这里，普契尼永远放下了笔。 ”

在此次上海歌剧院版《图兰朵》导演

罗伯托·安多看来， 作为一个承接着 19
世纪意大利歌剧传统与 20 世纪现代音

乐的作曲家， 普契尼领导歌剧进入了新

的时代。 他大胆地将意大利传统中自由

的旋律和现代音乐的新要素结合起来，
创作出了色彩丰富、细腻婉转的管弦乐。
“《图兰朵》 这部百科全书式的歌剧就好

像一个多棱镜，折射出 20 世纪音乐中的

现代性的碎片。 ”
可以说，《图兰朵》 是中国观众最为

熟悉的经典歌剧之一。此前，上海大剧院

的舞台上至少展示过三个版本：2007 年

推出的与苏黎世国家歌剧院和上海歌剧

院联合打造的上海大剧院版 《图兰朵》；
2008 年 又 上 演 过 国 家 大 剧 院 版 ；2012
年， 大剧院艺术教育板块推出的高清歌

剧系列中，放映过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版。
而此次《图兰朵》邀请到当红戏剧女高音

玛丽亚·古列吉娜出演图兰朵。古列吉娜

是唯一一个在斯卡拉歌剧院的 16 部新

制作中都出演过主要角色的演员，1991
年起， 古列吉娜就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

演出了 165 场不 同 歌 剧 剧 目 中 的 女 主

角。 在强大的演出阵容号召之下， 此次

《图兰朵》一开票，便创造了三场演出在

三周之内售罄的上海歌剧票房纪录，刮

起了强劲的图兰朵“旋风”。

文化

“原来传统文化这么好玩”（上）

编者按

传统文化在新的传播
环境中 ， 如何融入人们的
衣食住行 ， 进而成为社交
“话题 ”？ 新年伊始 ， 看似
“高冷” 的文物和古文字话
题， 被推上了网络热搜榜，
它们如何走出博物馆或学
术课堂 ， 进入我们的大屏
小屏 ， 并在指尖点击间刷
屏朋友圈 ， 既是一个传播
现象 ， 也值得传统文化研
究者注意。

今 天 起 ， 本 报 推 出
“原来传统文化这么好玩 ”
系列报道 ， 以热搜榜上的
案例为题 ， 和读者一起再
发现传统文化。 你会发现，
哪怕跨越千年 ， 传统距离
当下生活却并不遥远 ， 它
们可 以 很 活 泼 、 很 生 动 ，
并且一直是滋养我们的精
神之源 。 而在举重若轻的
新颖包装背后 ， 唯有对传
统文化的理解和领悟 、 尊
重和敬畏， 方能守正出奇。

是什么让一部歌舞片“后劲”仅次于《泰坦尼克号》
首周末票房不足千万美元，上映五周后票房过亿

影片 《马戏之王》 上映五周票房

累计已超过 1.13 亿美元 ， 成为好莱

坞史上最成功的逆袭案例之一， 引发

评论关注。 一个月前 《马戏之王》 在

北美地区上映， 首周末票房仅为 880
万美元， 影评网站上骂声一片。 但到

了第二个周末， 《马戏之王》 票房飙

至 1500 万美元， 几乎是首周的两倍，
此后更一路高歌猛进， 令不少业界人

士大感意外。 目前该片票房已经是首

周末票房的 12.8 倍 ， 虽然很难打破

《泰坦尼克号》 终票房是首周末票房

21 倍的纪录 ， 却也成为票房后续发

力最猛的影片之一。

简化人物经历，被评论
界诟病却获得观众肯定

由于制片厂多把宝押在首周末票

房， 提前攻占大量排片以确保票房走

势，首周出师不利，却能在此后扭转局

势的影片可谓凤毛麟角。
好莱坞判断电影口碑， 最简单的

方法是计算“乘数”，即用电影的北美

票房总额除以首周周末票房。 一般来

说， 品质合格的大制作电影乘数一般

在 3 左右。如 2017 年口碑稳健的迪士

尼电影《美女与野兽》乘数约为 2.9，而
广受好评的《神奇女侠》和《寻梦环游

记》乘数达到 4.0———这说明观众给出

了积极的反馈， 口碑累积带动后续观

影。目前，《马戏之王》的乘数达到了惊

人的 12.8，而且仍在不断攀升。
《马戏之王》取材于真人真事，讲

述身处社会底 层 的 巴 纳 姆 从 一 无 所

有， 到开创世界上第一家马戏团的故

事。没人肯花钱欣赏他的奇思妙想，但
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 与合作伙伴的

分歧后， 巴纳姆仍坚持不懈地努力成

为了最著名的“造梦大师”。

影评人诟病电影改编过度简化了人

物的真实经历， 忽视了历史中巴纳姆的

残酷一面。 该片将巴纳姆塑造为英雄，
解救了长胡子的女人等 “怪人”， 使其

从被贬损的人生困境中走上舞台， 成为

给观众送来欢乐的完美艺人。 事实上，
在当时的马戏团中， 剥削和歧视都相当

严重。
但“简化”反而助长了票房。 影评人

和大众的观影视角有所不同， 简化的影

片才能更好地娱乐大众。 《马戏之王》的
电影专辑也召集了一批最优秀的音乐创

作人来制作， 包括去年托尼奖最佳原创

音乐奖得主本吉·帕赛克和贾斯汀·保

罗，他们的作品音乐剧《致埃文汉森》和

《爱乐之城》主题曲都令人过耳难忘。 剧

组随后挑选了百老汇备受好评的音乐剧

明星对歌曲进行演绎。果然，《马戏之王》
的配乐专辑立即冲上排行榜榜首。

投资时因启用新人导演
而不被业界看好

影片主演休·杰克曼，大概是好莱坞

如今为数不多还能胜任歌舞片 的 演 员

了。 虽然观众对他的印象大多停留在超

级英雄电影， 但他其实更像好莱坞黄金

时代的全能型演员，能歌善舞，出演严肃

戏剧也毫不违和。
《马戏之王》的诞生，基本是休·杰克

曼一力推动。他挑选了迈克尔·格雷西来

执导这部电影 。 格雷 西 是 视 效 总 监 出

身，此前电影拍摄的经验完全空白。 杰

克曼与他在拍摄广告时相识，2009 年就

公布了这个项目， 但苦寻多年才找到愿

意投资的公司———一部成本高达 8400
万美元的电影，启用新人导演，风险委实

过高。

当今好莱坞， 制片厂几乎不会只

因为个别演员的强烈要求就进行巨额

投资，他们需要“品牌”基础。 2017 年，
排在好莱坞票房榜前位的几乎都是系

列电影、续集、翻拍和儿童动画，包括

杰克曼的《金刚狼 3》。
福克斯投资 《马戏之王》， 是一

场不被看好的赌博。 上映后首周票房

不佳， 杰克曼和导演就背上了骂名，
不少媒体幸灾乐祸。 专家也认为该电

影虽然歌舞俱佳， 但作为传记片并不

合格。 即使它最终成功了， 也没有在

好莱坞激 起 太 多 水 花 。 影 评 人 认 为

这要部分归功于休·杰克曼从 《金刚

狼 》 “退 休 ” 攒 下 的 人 气 。 此 外 ，
由于 福 克 斯 正 在 被 更 加 保守的迪士

尼收购， 未来像 《马戏之王》 这样昂

贵的原创传记片获得投资的机会， 越

来越渺茫了。

歌剧《汤显祖》赴捷克和匈牙利演出
本报讯 （记者姜方）上海音乐学院

50 余位师生携原创歌剧 《汤显祖》 于 1
月 12 日至 18 日赴捷克和匈牙利， 开展

为期一周的巡演。 上音的此番巡演受邀

于欧洲青年歌剧节， 这是该歌剧节的舞

台上第一次出现非欧洲院校制作的歌剧

身影。
作为欧洲青年歌剧节开幕演出，《汤

显祖》 亮相于久负盛名的匈牙利李斯特

音乐学院， 演出结束后全场爆发出长达

10 分钟的掌声。 尽管语言不通、背景不

同， 却不妨碍欧洲观众与汤显祖完成跨

越时空的心灵牵手。 舞台上的汤显祖壮

志难酬弃官归家，回顾一生坎坷，他选择

把所有情感倾泄在创作中。 竹笛、二胡、
中胡、琵琶和古筝的加入，为这部歌剧凸

显了独特的音响色彩， 也激发起不少人

的好奇心。当中国民乐奏响时，前排观众

纷纷俯身探向乐池，意图一探究竟。
演出结束后， 李斯特音乐学院副院

长、作曲家玖拉·菲克特表示，中国传统

乐器、 昆曲韵腔的出现让他眼前一亮。
“这些中国本土化的元素与西方作曲技

法相结合，在《汤显祖》中相当和谐。 ”菲
克特还强调， 他能深切感受到主创在歌

剧民族化的叙述、 表达方式上付出的努

力。
亮相欧洲青年歌剧节的前一站，上

音还在捷克亚纳切克音乐与表演艺术大

学进行访问演出。座位席上，有热爱艺术

的普通观众，也有专业的音乐学者。 “情
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生者可以死，死可

以生。 ”帷幕徐徐拉开，当汤显祖笔下粉

墨装扮的昆旦杜丽娘， 低吟浅唱 《牡丹

亭》中的这句题词，她委婉细腻的声音直

抵小剧场最后一排。
亚纳切克音 乐 与 表 演 艺 术 大 学 校

长、作曲家伊沃·米戴克尤表示，在中小

型剧场的舞台上呈现这样一部舞美风格

精致、简约的作品，不仅没有损坏《汤显

祖》的深宏主题，反而对人物刻画起到了

聚焦作用，实属难得。
带队赴欧的《汤显祖》总导演、上音

副院长廖昌永说：“我们走出国门， 带出

去的不仅是一部歌剧， 更要传承和弘扬

中国传统文化内核， 让更多人了解中国

的人文情怀和精神风骨。”尤其是中捷两

国同样致力于本民族风格的音乐发展之

路，如果《汤显祖》得到捷克观众的认可，
极具意义。

1、《复兴之路》
2、《岐黄》
３、《草根石布衣》
4、《全职妈妈向前冲》
5、《诡局》
6、《恩将求抱》
7、《别怕我真心》
8、《如果深海忘记了》
9、《糖婚》
10、《秋江梦忆》
11、《心照日月》
12、《交换吧，运气！ 》

13、《夜旅人》
14、《武林大爆炸》
15、《完美世界》
16、《雪鹰领主》
17、《择天记》
18、《原始战记》
19、《君九龄》
20、《万古仙穹》
21、《华簪录》
22、《朱颜·镜》
23、《天域苍穹》
24、《太玄战记》

新版普契尼经典歌剧《图兰朵》在上海大剧院彩排。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在渐进色的背景上，一支毛笔轻点水面，激起几圈涟漪，显现出文物的精美局部。 图为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的海报。

《马 戏 之 王 》
取 材 于 真 人 真 事 ，
讲述身处社会底层

的巴纳姆从一无所

有， 到开创世界上

第一家马戏团的故

事。 图为 《马戏之

王》 电影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