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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曲艺、话剧、音

乐、舞蹈、杂技魔术……

这 118 张涵盖六个艺术

门类的说明书中， 镌刻

着改革开放 40 年来上

海文艺舞台的时代记

忆。为期十天的“春华秋

实———改革开放 40 年

上海舞台艺术说明书

展” 巡展活动昨日起在

上交音乐厅举办。

本次巡展是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6 日在上

海市历史博物馆举办的

同名展览的浓缩版。 在

展现上海民营院团创作

板块的同时， 本次巡展

特增上海交响乐团 “走

出去”的重要板块，着力

凸显交响乐所具有的独

特艺术魅力与舞台成

果。 薄薄的舞台艺术说

明书厚不过几毫米 ，却

承载着沉甸甸的上海城

市发展变迁、文化脉动，

以及生机盎然的舞台创

作历程。 上交作为其中

的一员， 也在越来越厚

的说明书中展现着自己

的成长。 “从上交 1989

年赴日巡演到去年登上

琉森音乐节的舞台，中国声音的传递越来

越有力，上海文化品牌也变得越来越有辨

识度。 ”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说。

众多展品中，上交 1989 年首次赴日

巡演时，由日方制作的说明书“东洋的感

动·上海交响乐团来日”引人注目。 这也

是此次巡展中唯一以实物亮相的说明

书。 说明书中详细介绍了巡演的演出城

市、演出曲目和艺术家阵容。不少细心的

观众发现了一个 “惊喜”———当时日本巡

演的指挥之一，即是昨晚在上交音乐厅执

棒上交演出的日本指挥家福村芳一。福村

芳一于 29 年前在上交担任客席首席指

挥，当年他执棒上交分别在东京、神户、大

阪奏响了二胡协奏曲《梁祝》。 “我曾去过

欧美的很多国家， 也与那里的很多乐团

有过合作， 但是我最怀念的还是上海交

响乐团。 ”在福村芳一眼中，上海是中国

“最有拉丁风情的城市，开放、热情”，在

和上交的合作中， 他也总能感受到乐手

的“走心”。“我常想什么时候可以再来上

海和上交合作，这次终于如愿以偿。 ”

■本报记者 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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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开幕，展现多个国内第一
本土原创力量正加速成长，连续15年呈两位数增长发展势头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少儿图书品种从2400多种增至4万多种，童书比重已达大众市场的四分之一

一年一度的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

昨天开幕，现场人头攒动，亲子共读场

景随处可见。 走到第六届的上海童书

展，今年首度与博洛尼亚展览集团共同

主办，6 万余种中外童书新品、350 余家

国内外童书出版和文化创意机构集中

亮相，其中西班牙、俄罗斯、澳大利亚等

国家和地区都是首次参展，展期持续至

11 日。

一批“国内首部”密集亮
相，凸显平台强大吸引力

中国首部音乐剧绘本、 首部儿童

文学编年史、 首部图画书专业研究期

刊……上海国际童书展见证了一批“国内

第一”的密集亮相，彰显了上海童书展作

为业内首发平台的强大吸引力和影响力。

国内首部原创音乐剧绘本 《多杰》

取材于青海玉树三江源地区，创作完成

于上海。诗意奇幻的故事，配以“歌唱着

的图画”， 灵动展现了三江源独特的地

理、民族风情和传统文化艺术，读者扫

描 “藏 ”在绘本里的二维码 ，就能聆听

12 首雪域天籁。

“儿童文学是整个文学不可或缺的

重要板块，很难想象，一部文学史如果

抽除了儿童文学将会如何，那就如同一

个家庭只见大人不见孩子，没有希望与

未来。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泉根与作

家曹文轩谈到，此前国内出版的多种现

当代文学编年史， 均不含儿童文学，最

多只是偶然涉及引例，是文学史研究一

大遗憾与缺失。 因此，近百万字国内首

部儿童文学编年史著作《百年中国儿童

文学编年史》填补了这一空白，梳理了

自 1900 年至 2016 年间中国儿童文学

大量的人、事、书，脉络清晰，全面呈现

中国儿童文学发展演进内涵， 其中晚

清、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抗战时期等

编年史料，都系首次发掘整理。

中国首部图画书专业研究期刊《画

里话外》创刊，未来以季刊形式每年出

四期， 汇聚中欧美顶级图画书研究者，

美国伦纳德·S.马库斯、法国苏菲·范德

林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晖担当指导

顾问，解码图画书创编读，为蓬勃发展

的童书市场提供经验沟通、理论交流的

园地。

之所以选择上海童书展作为创刊

号的发布平台，奇想国创办人黄晓燕感

慨，“上海国际童书展如同一个立体的

文化场，能直观捕捉到业界、读者、市场

的第一反应， 对童书和品牌的传播力，

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图书销售范围。 ”

童书市场准入门槛抬
高，未来品牌化成必然趋势

昨天童书展现场举办的“改革开放

40 周年与童书出版”主题论坛上，资深

人士邬书林透露了一组数据 ，40 年来

中国少儿出版取得了长足进步，品种从

40 年前的 2400 多种增至去年 4 万多

种，市场上可供应童书达 25 万种；童书

比重已达大众市场的 24%，占整个零售

市场的四分之一；专业儿童少年出版社

从 1978 年的 2 家发展到现在的 30 多

家，此外 500 多家综合公立出版社参与

童书板块竞争； 中外版权贸易稳步增

加，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少儿读物贸易逆

差一度高达 48∶1，去年这个比例已缩到

1.9∶1。

“少儿出版激烈的竞争抬高了准入

门槛，未来市场将不断分化，品牌化成

为必然趋势。 ”昨天发布的《2018 中国

童书出版产业报告》指出，人口是我国

少儿出版最大的红利，居民文化消费意

愿提升也使产业收益。中国本土原创力

量正加速成长， 国内童书连续 15 年呈

两位数增长发展势头，吸引了众多出版

机构专门打造童书产品线，如中信出版

成立“小中信”、上海译文出版社成立童

书中心、小博集、磨铁童书馆等新品牌

相继成立。

记者在上海童书展现场看到，除了

AR、VR 等新技术上的应用， 童书出版

以图书为基础，积极向电影、电视剧、舞

台剧、游戏等领域深入推进，与积木、儿

童创意产业、STEAM 课程跨界融合。 比

如，第 14 届“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长

篇童话《布罗镇的邮递员》昨天举行影

视剧、舞台剧授权签约，更多读者将在

影剧院、舞台领略这部作品的魅力。 少

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冯杰说，此举是扩大

优质内容影响、整合上下游资源、延伸

出版产业链的创新尝试，期待《布罗镇

的邮递员》 不仅成为儿童文学的新经

典，也能以更丰富的形式，将真善美传

达到孩子心中。

领略俄罗斯芭蕾文化的韵味特点
圣彼得堡六大顶尖剧院14位舞者带来足尖上的盛宴

本报讯 （记者姜方） 从严谨的古典

芭蕾瞬间 “切换 ” 到灵动鲜活的现代

舞， “95 后” 独舞演员尤里安·马凯完

美诠释了 “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由他

演绎的 《古巴·胡桃夹子》 赢得台下观

众满堂彩。 “圣彼得堡芭蕾舞明星足尖

盛典 ” 芭蕾 GALA 昨今两晚献演上海

东方艺术中心。 来自圣彼得堡六大顶尖

剧院与舞团的 14 位明星芭蕾舞者齐亮

相， 五位首席舞者和九位独舞演员共带

来 15 部经典芭蕾舞剧中的选段与舞蹈

小品节目。

其中， 由马林斯基剧院芭蕾舞团独

舞演员尤里·斯美卡诺夫编舞的舞作

《编年史》 进行了世界首演。 这场难得

一见的 “芭蕾盛宴” 来华仅在上海一站

进行演出。

“荟萃精华舞段的 GALA 是国际

芭蕾界每逢节庆必推的一种演出形式。”

东艺副总经理罗学勤告诉记者， 此次献

演东艺歌剧厅的 “圣彼得堡芭蕾舞明星

足尖盛典” 芭蕾 GALA 时长两个小时，

为观众展示了 《唐·吉诃德》 《罗密欧与

朱丽叶》 《斯巴达克斯》 《巴黎的火焰》

等杰作中最闪耀的片段， 让观众充分领

略到俄罗斯芭蕾文化的韵味和特点。

圣彼得堡是世界各地芭蕾爱好者心

中的圣地， 在这里有许多举世闻名且风

格迥异的芭蕾学院、 剧院和舞团。 此次

沪上演出在欧洲权威舞蹈论坛圣彼得堡

国际芭蕾舞节 “Dance Open” 的组织

下， 汇聚了来自马林斯基剧院、 圣彼得

堡芭蕾舞剧院、 莫斯科大剧院、 米哈伊

洛夫斯基剧院、 里奥尼特·雅各布森芭

蕾舞剧院和艾夫曼芭蕾舞团的舞者。 伊

莉娜·佩伦 、 马拉特·谢米乌诺夫 、 艾

拉·巴恰洛娃等颇具国际知名度的首席

舞者的名字， 均出现在了演员阵容中。

荩伊莉娜·佩伦和马拉特·谢米乌诺

夫演绎由拉赫玛尼诺夫作曲的 《泉水》

双人舞。 （东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