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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启哲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如何为孩子甄选好书再成话题

第五届“上海好童书”评选及阅读推广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许旸）第五届“上海好童

书”评选、阅读推广活动昨天在普陀区图书

馆启动。在业内看来，比起给孩子细分不同

题材或年龄层的图书， 更重要的是培养小

读者的阅读兴趣和良好习惯，让他们在“悦
读”中提升艺术审美眼光。

在童书日益领跑图书市场的当下，海

量读物令小读者和家长目不暇接， 各种书

单也接踵而至， 如何选择合适的优质儿童

读物，成了不少家庭背负的“阅读焦虑”。北
京开卷发布的数据显示， 近年来中国少儿

出版几乎每年都保持 10%以上的增长速

度，童书在图书整体零售市场上的比重，从
2016 年的 23.52%涨至 2017 年的 24.7%，
是中国出版行业中活力最强、 增长最快的

门类。从海量童书中甄别筛选出好书，是眼

下尤为迫切的需求。有学者提醒，一些家长

会急于强调从书中获取相应的知识点，这

种“功利心”往往忽略了孩子内在求知的真

正驱动力，家长不妨站在孩子的喜好角度，
抱着一种舒缓、从容的态度，跟孩子同步亲

子阅读， 观察掌握他们在阅读过程中容易

被打动的关键点。
本届“上海好童书”评选范围囊括了全

国 33 家出版社自荐的思想类、 传统文化

类、科技类、儿童文学类、低幼绘本类等

各类童书 223 种，经两轮荐选 50 种图书

获得提名，最终将有 30 种童书从评选中

脱颖而出，预计今年 5 月底揭晓。五年多

来，“上海好童书” 评选累积了良好公信

力与广泛影响， 经由专家学者和阅读推

广人的推荐，更多孩子与好书相遇，从小

把阅读好书作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修

课。“有时，孩提时代读过的一本好书，会
终生不忘，这就是优质童书的力量。 ”在
上海市儿童文学研究推广学会会长张锦

江看来， 真正有价值的好童书必须经得

起时间考验，经得住小读者反复阅读，也
就是说， 要有某种文化积累的价值。 同

时，家长也应多了解作者、插画家、译者

和出版社等方面的信息，做一个“训练有

素”的阅读者。
据悉，“上海好童书” 评选由市精神

文明办、市文联、市新闻出版局主办。 目

前，这一活动在沪成立了 14 个阅读推广

实验基地、100 个阅读小组， 举办了 50
场讲座，助力“上海好童书”走进学校、社
区、乡镇，并创办“上海好童书”社区图书

馆、乡镇流动书架，鼓励孩子们在读书后

写下阅读感受。

电视剧总产量在减少，这是好现象

《2018中国电视剧产业发展报告》在京发布

本报讯 （见习记者王筱丽）《2018中国

电视剧产业发展报告》日前在北京发布，报
告显示，2017年国内电视剧立项总量和生

产总量均较上年有所下降， 生产完成并获

准发行的国产电视剧数量为313部， 共计

13475集，创下了2011年以来的新低。
业内人士认为， 立项总量和生产总量

这两个指数的双双下跌恰恰代表着中国电

视剧正在往健康的方向发展。“这其实是一

个很好的现象。”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教授尹鸿对此表示，“中国是世界上电视剧

产量最多的国家， 但是每年都有大量品质

不高的产品出现， 电视剧为了收视竞争有

的甚至采用不良手段， 这影响着行业的健

康发展。 2017 年，无论是电视剧的部数还

是集数都在下降 ， 这个行业正在进行洗

牌。 ”报告指出，自“一剧两星”政策开始实

施起，电视剧产量就开始逐年减少。 “一剧

两星” 意味着一部剧只能同时在两家卫视

进行首轮播出。 尽管每年电视剧的产量极

大，但是电视台的承载能力却相对有限，很
多电视剧制作完成后根本得不到播出的机

会，成为一种淘汰机制。 不过，观众对于优

质内容的需求却在进一步增长， 优质电视

剧始终有市场。
报告同时显示，现实题材作品在 2017

年呈现回暖趋势。 2017 年立项的当代题

材电视剧占比达到 59%，近三年立项的

当代题材电视剧均超过总数一半， 而近

代和古代题材电视剧比例则双双下降。
“创作新的故事，表现新的生活，关注当

下社会，聚焦大众人生，这是中国电视剧

在题材选择上的一个传统的特色， 也是

中国电视剧赢得观众喜欢的一个重要原

因。 ”影视学者李京盛表示。
同样面临洗牌的还有网络剧， 数据

显示，2017 年新增网络剧 295 部， 相比

2016 年 349 部的数量同比减少 15.5%，
而高口碑网络剧的频频出现， 给传统电

视剧制造了不小的压力。 2017 年上半年

的全网视频点击总量为 6317.3 亿次，其

中电视剧类点击量达到 4232.6 亿次，占

近七成， 移动端的强势崛起促使电视台

和视频网站紧密合作， 省级卫视也先后

试水“先网后台”的播放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2017 年电视台高收

视率和网络高播放量的作品出现了高度

重合，比如《人民的名义》《那年花开月正

圆》《因为遇见你》《我的前半生》 等多部

剧集在不同端口走红， 代表着优质剧作

正在打破媒介的屏障和观众收看群体的

限制。

《大浦东》：激荡的心灵史属于两代奋楫者
首部全景式聚焦浦东开发开放的电视剧将于下半年播出，该剧主创接受本报独家专访

1990年前夕， 财经院校大四学生

赵海鹰跌到了人生谷底。 他从家里搬

出 ， 住进了 浦 东 洋 泾 浜 老 街 的 出 租

屋，希望少时的记忆和热情的老街坊

们能安抚自己受挫的心。 22岁的他不

曾意识到，脚下的土地即将沧桑巨变，
个体的命运将同时代风雷热烈交缠。

这是电视剧 《大浦东》 的一段情

节。 作为国内第一部全景式聚焦浦东

开发开放的剧作， 该剧已在进行后期

剪辑， 预计今年下半年同观众见面，
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献礼。

《大浦东》 剧本出自张强之手，
他是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我的

1997》 《于成龙》 等剧作的编剧。 在

他笔下， “大浦东” 之 “大”， 既是

时间上的跨度———从1986年写到2017
年； 也体现在人物的容量上———主要

角色达40多人， 每一个都是社会不同

层面的注脚； 更是心灵上的宽广———
有幸与大好时代同行， 两代奋楫者的

励志日记其实也书写着 “奋斗者才幸

福” 的真谛。

■ 四名年轻人的金
融梦，折射着“富起来”时
的选择题

虽然剪辑还在进行中， 但导演王

义明很早就想 好 了 《大 浦 东 》 的 开

篇： “1986年冬天， 纽约证券交易所

董 事 长 约 翰·范 尔 霖 访 华 ， 收 到 一 份

珍 贵 礼 物 。 ” 那 是 一 张 中 国 飞 乐 音 响

公司的股票 ， 来自 “世界上最 小 的 证

交 所 ”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上 海 信 托 投

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 “范尔霖带着

激动的心情到上海办理股权变更， 期待

见证改革开放在中国的新进程。 而他以

及同行美国金融家们的到来， 也在上海

四名年轻人心中点燃了金融梦。” 王义

明说， “故事就此展开。”

剧中的四名 年 轻 人 赵 海 鹰 、 谢 天

阳、 陈梦蕾、 吴一白都是财经大学的学

生。 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前夜， 在中国的

股票史仍处于孕育期时， 他们有的雄心

勃勃， 认为上海将是未来的中国金融中

心， 有的迫不及待想要出国， 立志去华

尔街闯荡。
循着他们的成长轨迹， 观众将看到

“敢为人先” 的上海在浦东开发开放后，
创下了多少 “中国第一”： 第一家证券

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第一个金

融贸易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第一

个保 税 区———外 高 桥 保 税 区 ， 第 一 个

自 由 贸 易 区———上 海 自 贸 区……也 能

看到世界经济大局投下的印记 ， 比 如

1997年 亚 洲 金 融 危 机 、 2008年 国 际 金

融危机等。
不过在主创 们 看 来 ， 真 正 的 重 头

戏 ， 并非金融大事件 ， 而是年轻 人 在

“富起来” 的过程中如何选择。 上世纪

90年代 ， 浦东热土也给所 有 身 在 上 海 的

人心头点了一把火 。 外汇买卖 、 股市风

潮 、 个体经商 、 下海浪潮 ， 这些时代特

定的关键信号扑向彼时的年轻人。 君子豹

变的途中 ， 谁守住了初心 ， 谁丢掉了底

线 ， 谁又可能被时代抛下 ， 这些都是剧

中年轻心灵遭受的困难之处 ， 也是迷人

之处 。 编剧希望 ： “剧中呈现出的心灵

激荡 ， 能给当下正在创业的人们带来些

许启迪。”

■ 40集浓缩 30年 ，
为市民记忆绘一幅袖珍
画卷

除 了 金 融 才 俊 成 长 史 ， 《大 浦

东》 另一条隐藏的线索是市民记忆。
“30年呼啸而过。 可每当我们感恩

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果，许多往事都

会浮现出来。 ” 制片人李杰林由己及

人，“我们想把记忆中的老物件呈现给

观众，重温共同走过的了不起的路。 ”
他告诉记者， 用40集浓缩30年，

讲一个紧凑的好故事是挑战， 要复刻

那些早已消弭在发展中的老痕迹也是

挑战。 为此， 剧组在松江盛强影视基

地搭建了一条街， 模样参照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的洋泾老街。 老街上还会有

“老街坊” “老娘舅” “四眼” 等带

着市井气的邻里称呼。
这些剧情的旁支人物， 主要承担

侧面描写城 市 风 貌 巨 变 的 任 务 。 比

如 基 础 设 施 的建设 ， 剧中 人 原 本 每

天挤着摆渡轮船过江上班， 到后来南

浦、 杨浦等一座座大桥跨越黄浦江两

岸， 其画外音是上海城市建设的沧海

桑田。
“我 们 不 会 在 剧 中 标 明 具 体 年

份， 但观众能从东方明珠电视塔、 浦

东国际机场、 张江高科产业园、 世博

园区的从无到有， 自己梳理出一条时

间线， 因为那些都是记忆里极强的共

鸣点。” 李杰林说。 民生改善也能从

剧中不动声色地流露出来。 拎马桶、
煤球炉上摊蛋 饺 、 粮 油 店 里 拷 酱 油

等 ， 大家在电视 上 看 到 时 会 感 到 温

暖， 会会心一笑， 但更多的， 是对一

天天幸福起来的生活感同身受。
剧集的尾声， 当初的四名年轻人

都已年过半百， 他们对应着现实里我

们的父兄一辈。 而那40多个有名有姓

的角色， 也代表着职员、 个体户、 大

学老师 、 公务 员 、 商 人 等 各 行 各 业

人， 会在今天找到各自的镜像。 剧中

人度过了30年寒来暑往， 他们将自己

的心灵史传递给下一代， 也交给荧屏

前的观众验证。

史依弘再战“不可能”，四大名旦一肩挑
牵手蔡正仁从头学习荀派京剧《金玉奴》———

“梅尚程荀史依弘” 专场演出将

于下月 1 日在上海大剧院上演。
一人独挑 “四大名旦” 代表作，

同一天在不同流派的代表剧目中切换

已是十分不易， 史依弘偏偏还挑了两

出从未学过的 《金玉奴》 《春闺梦》
从头学起。 可以说， 这是她继 “文武

昆乱史依弘” 之后， 又一次挑战 “不
可能”。

记者日前探班排练现场， 史依弘

正与蔡正仁、 金锡华两位老艺术家反

复排演 《金玉奴 》 片 段 。 史 依 弘 告

诉记者 ， 这次 演 出 正 是 缘 起 于 “文

武昆乱史依弘”。 观众看到了她舞台

表 现 的 综 合 能 力 ， 来 信 希 望 她 能

“把旦角的四大流派都演了 ”。 此 次

一天演四出， 算是 “简约版”， 她还

计划着四天演四出 “四大名旦” 全本

大戏。

愿为京剧付出持久而全
身心的投入

排练现场， 这边厢蔡正仁一卧倒就

位，那边厢史依弘便拿着一块小方巾，利
落上场。《金玉奴》是出荀派花旦戏，女主

角玉奴是丐头千金， 既有十六岁花季少

女的小儿女娇嗔，却也性情耿直。史依弘

一口“旧京白”道地爽脆，眼波流转间全

是天真烂漫， 与此前她演绎的梅派青衣

角色大相径庭，全然是另一番俏皮姿态。
这些年的挑战不可能， 令 “博采众

长” 成了史依弘的标签。 花旦戏 《拾玉

镯 》、尚派代表戏 《穆柯寨 》、昆曲 《牡丹

亭》都列入过她的演出日程。 如果说“多
学几出戏”是之于自己的长进，那么“多

唱几出戏”则是她给观众的交代。这些年

眼见着传统文化深入普通观众， 每每巡

演，千人规模的剧院场场爆满，史依弘感

到不能停留在炒冷饭之上———“文武昆

乱史依弘”牵出一个“梅尚程荀史依弘”，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演出 《霸王

别姬》则酝酿出一个室内乐版本。
史依弘爱挑战自我、 不断突破的脾

性， 让她的搭档弘依梅文化传播公司创

始人之一梅建平感慨：“她有一股少有的

‘傻劲儿’，愿意为京剧、为美付出全身心

而持久的投入。 ”

工尺谱抄京剧，再续恩师
合演佳话

和她一起挑战不可能的， 还有昆曲

表演艺术家蔡正仁和丑角金锡华， 两位

前辈今年同 77 岁。
排练现场蔡正仁饰演的莫稽颓唐卧

倒， 展现风雪夜流落至丐头金松门前的

落魄一幕。 接过金玉奴手中的碗， 咕咚

咕咚喝下豆汁， 又认认真真地舔起了筷

子和碗底， 穷生形象立即生动起来。 一

时间 ， 让人全然忘记了他曾是 《牡 丹

亭 》 中 俊 雅 潇 洒 的 柳 梦 梅 ， 曾 是

《长生殿 》 中风 流 深 情 的 唐 明 皇 。
就连饰演金松的金锡华也忍不住用

戏中身份调侃，“明明是个空碗”，感
慨着“俞派小生做工好”。

这样的场景令圈里人回忆起一

段梨园佳话。 1979 年， 77 岁的俞

振飞与京剧名家童芷苓、 刘斌昆在

上海合作演出 《金玉奴》。 三位年

龄加起来 200 多岁的老艺术家合作

默契无间、 一丝不苟。 此次应邀出

演， 蔡正仁表示也是为了致敬恩师

京昆大师俞振飞， “我的京戏也都

是他教的”。 所以， 他 “非童俞合

作版不唱”， 还把京剧简谱， 手抄

一份传统的工尺谱带在身边， 时时

温 习 。 就 连 昆 剧 团 的 后 辈 也 颇 稀

奇， 拍照留念感慨 “传说中的京剧

工尺谱终于得见”。
正 是 这 些 名 家 的 “不 安 分 ”，

成就了当下戏曲舞台的好戏迭出。

■ 该剧展现了 30 年间

上海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

善。 尤其是在浦东开发开放

的进程中， 上海城市面貌的

变化

■ 该剧以陆家嘴、 洋泾

老街等为切入口， 通过几户

家庭、 两代人之间的邻里守

望、 情感纠葛， 展现老街与

市民生活的变迁。 观众能透

过剧中与现实呼应的背景 ，
看上海经济的飞速发展， 看

人民生活的显著改善

■ 该剧选择金融业为主

线， 由一个行业来阅读上海

经济的发展、 城市产业升级

的步履

今年劳动节， 史依弘将一人在一天里挑战 “四大名旦” 四个流派代表作， 给观众带来出文入武， 风格迥异的观演体验。 （演出方供图）

《大浦东》 大结局， 与浦东开发开放同行的主人公再登上过江轮渡， 心头已过万重山。 该剧由张博、 李念领衔主演， 图为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