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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 月 23 日专电 （驻京记者李扬） “读书如稼穑，

勤耕致丰饶”， 4 月 23 日， 第 24 个 “世界读书日”， 由中国国家

图书馆、 中国图书馆学会、 学习强国平台联合全国图书馆界共同

开展的 “读经典 学新知 链接美好生活” 世界读书日特别活动在

国图艺术中心举行。

活动揭晓了第 14 届文津图书奖的 10 种获奖图书， 同时， 全

国图书馆界联合发布了 《服务全民阅读 共创美好生活———中国

图书馆界 4·23 全民阅读活动倡议书》， 共同向社会发出图书馆人

对于服务全民阅读、 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倡议。

少儿类、科普类、社科类共10种图书获奖

第 14 届文津图书奖共 10 种获奖图书。 其中， 社科类 5 种，

《汉字与中华文化十讲》 《国家相册：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家国记忆 （典藏版 ）》

《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 晚清画报研究》 《名画在左科学在右》 《我的世界观》；

科普类 3 种， 《美丽之问： 宇宙万物的大设计》 《大国重器： 图说当代中国重大

科技成果 》 《一想到还有 95%的问题留给人类 ， 我就放心了 》； 少儿类 2 种 ，

《别让太阳掉下来》 《鄂温克的驼鹿》。

与此同时， “文津图书奖” 专题网站资源正式推出 “传承经典 好书共读”

专题页面， 包括 “好书共读” “邂逅经典” “大师微讲堂” 三个栏目。 “好书共

读”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推荐的作品及作者， 以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现当代文化、

世界文化精品为主题， 遴选 100 种作品， 为读者提供电子图书阅览服务。 “邂逅

经典” 栏目结合 “好书共读” 经典书目， 遴选 20 种馆藏典籍， 以视频为载体讲

述经典背后的故事。 “大师微讲堂” 栏目发掘全国图书馆的大师讲座资源， 遴选

出 20 位大师的精彩讲座， 为读者提供多方位的在线讲座服务。

钱逊、秦伯益两位大家解读如何读书

在活动现场还特设了 “国图公开课” 环节， 请来了两位泰斗级学者进行主题

演讲： 一位是 87 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药理学家秦伯益先生； 一位是 86 岁的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 顾问、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 国学大师钱穆之子钱

逊先生。

出生于江苏无锡的秦院士说， 自己自幼就常见江浙民间许多人家门前挂着一

副对联： “数百年老家全在积德， 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 秦院士认为， 读书是

一辈子的事， 所以要一生读书， 读书一生。 他引孔子所言： “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 并解析道， 读书要广泛涉猎、 有针对性地提问请教、

周全地思考、 清晰地判断、 切实地执行。 这过程中， 读书是自始至终的要素 。

“少年期在于读书启蒙， 青年期在于读书明理， 中年期在于独立人格与坚持操守，

老年期在于读书悟趣。” 秦院士说。

钱逊先生则针对如何 “读经典” 这一话题提出了建议。 他认为， 读经典， 应

由以讲和听为主， 转向以读为主。 “听是被动的接受， 读是主动的学习。 从认识

字词， 明白文义， 到领悟义理， 以至触类旁通， 温故知新， 由浅入深， 每一步都

要经过自己的学习思考。 这样得来的结果， 是真正自己的认识。” 钱先生建议，

读经典应从 《论语》 开始， 因为 《论语》 是儒学的基本经典， 是传承传统文化、

学做人的首选必读书。 读经典遇到困难怎么办？ 没有时间阅读怎么办？ 钱先生引

用了父亲钱穆的话： “不论枕上、 厕上、 舟车上， 任何处， 可以拿出 《论语》，

读其一章或二章。” 并认为， 积累日久就有明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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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文华表演奖”十位得主揭晓
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将于2019年5月20日在上海开幕

本报讯 （首席记者黄启哲）今年

恰逢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以“逐梦新时代———向国庆献礼，

向人民汇报” 为主题， 由文化和旅游

部、 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

二届中国艺术节将于 5 月 20 日在上

海开幕。 届时，将有来自全国的 51 台

102 场演出剧目集中亮相， 覆盖全市

19 个剧场。 日前，第十六届“文华表演

奖”10 位获奖人已结束公示，万晓慧、

王平、由长平、陈素琴、周虹、梁伟平、

曾小敏、刘丹丽、曹舒慈、雷佳十位表

演艺术家获此殊荣。这一奖项将与“文

华大奖”一同在艺术节闭幕式上颁发。

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将推出 51

台剧目，涵盖戏曲、话剧、儿童剧、曲艺

剧、歌剧、舞剧、音乐剧、交响音乐会、

民族音乐会、杂技剧等多种艺术形式。

艺术节期间，还将评选出第十六届“文

华大奖”获奖剧目。第十八届群星奖也

将在艺术节期间评选。

此外，5 月 21 日至 8 月 14 日，将

在中华艺术宫 （上海美术馆 ）举办全

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全国优秀书法

篆刻作品展览和全国优秀摄影作品

展览，将展出美术作品约 600 件、书法

篆刻作品约 300 件、 摄影作品约 300

件。 文创产品也首次纳入艺术节框架

中，5 月 19 日至 5 月 21 日，演艺及

文创产品博览会将在上海展览中心

举办。

文化

是舞台和观众给了我“稳稳的幸福”
———记第十六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表演奖得主梁伟平

凭借在都市新淮剧 《武训先生》中

的精彩演绎，淮剧表演艺术家梁伟平获

得第十六届“文华表演奖”的殊荣。剧中

主人公 “用一辈子的时间践行一件事”

打动着观众，也成为梁伟平艺术人生的

最好写照。 感受过淮剧市场的热闹劲，

也经历过戏曲的寒冬期，梁伟平“没挪

过窝”。 这份痴心让他在传统文化迎来

复兴的今天， 成为与有荣焉的见证者，

收获“稳稳的幸福”。 而梁伟平，也用对

“都市新淮剧”持续的探索、用心的传承

与对基层百姓的奉献，热情回馈这座美

丽的城市，响亮回应这个美好的时代。

《武训先生 》2017 年首演 ，很多人

感慨梁伟平和剧作家罗怀臻的“都市新

淮剧”三部曲终于圆满了。 这个约定可

以追溯至 20 多年前淮剧市场低谷期一

出《金龙与蜉蝣》的横空出世，人们为由

创作而张起的“都市新淮剧”大旗叫好。

上世纪 90 年代，传统戏曲进入寒冬

期，原本就排行京、昆、越、沪之后，被戏

迷称为“淮老五”的淮剧，首先受到市场

的冲击与人才断层的危机。正值表演盛

年的梁伟平，找来罗怀臻写就一出历史

大戏《金龙与蜉蝣》。带着对艺术的激情

与创想，不仅完成了一部“立得住”的舞

台作品；更用“都市新淮剧”的理念，试

图回答发端乡土的地方剧种，如何在上

海这座大都市形成独树一帜的品格，同

时也完成传统戏曲的现代化转型。

此后， 梁伟平与罗怀臻再度携手，

于 1999 年再度推出第二部 “都市新淮

剧”《西楚霸王》， 梁伟平一个转身， 从

柔弱的蜉蝣成了勇猛的项羽。 一改过去

的花脸形象， 梁伟平探索以小生应工，

赋予西楚霸王别样气质。

花甲之年终于等来他与罗怀臻三

部曲之约的最后一部作品，梁伟平提前

一年半开始了准备。 首先是跑步，从最

开始绕着人民公园快走一圈都吃力，到

后来每天一口气就能跑二十几圈。至于

每天必不可少的“吊嗓子”，更是加码到

了两小时以上。如今他有着不少青年演

员也羡慕的挺拔状态， 好形象的背后，

是几十年如一日严于律己的自我管理。

鲜为人知的是，就是这样一个从艺

近半世纪的艺术家， 也曾开过 20 多天

的“小差”。

出生于苏北的梁伟平自小身体弱，

学戏被家人视作无奈之举，自己也找不

到归属感。 20 多岁时，他在家人的安排

下离开当地基层剧团，打算改行投奔亲

戚。 也就在这时，时任上海淮剧团团长

筱文艳正为剧团缺少一名当家小生而

发愁，寻遍江苏各地，没有合适人选。

几经辗转，她终于找到已经“转行”

20 多天的梁伟平，敲开门第一句话“小

子你把我找得好苦！ ”对于这样一位淮

剧大家的诚恳邀约， 梁伟平十分感动。

到了上海，他更成了剧团的“宝贝”，筱

文艳专门找来昆曲表演艺术家岳美缇

给他“开小灶”，观众也对他这个“新面

孔” 给予包容支持。 梁伟平说，“在上

海 ， 我找到了作为地方戏曲人的尊

严 。 ”自此 ，他便对淮剧艺术 “死心塌

地”。 即便是面对新加坡影视机构高薪

片约，梁伟平始终记得老师的恩情，记

得观众的期许，婉言谢绝。

这些年，他的舞台进一步拓展到剧

团之外。 练功房里，他为最新一代淮剧

95 后悉心授业，敬老院中，他为老人们

奉献公益演出。 这些年，他几乎跑遍了

上海各区的养老院。 最多的时候，一天

演出五场。他的想法很朴实：“戏曲演员

很清贫，没有办法像明星企业家那样

投入大量财力做公益，那么我就用自

己一身所长用真情回馈百姓。”

读者接力朗诵，深情礼赞祖国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主题诗歌快闪朗诵活动在上海书城举行

本报讯 （记者许旸） 昨天是世界

读书日 ， 沪上举办了多场书香活动 ，

在福州路上海书城亮相的 “我骄傲 ，

我是中国人” 主题诗歌快闪朗诵活动，

拉开了 读 书 日 系 列 活 动 的 大 幕 。

《我有祖国 我有母语 》 《我的南方

和北方 》 《浦东史诗 》 （节选 ） 等

作品由小学生 、 劳动模范 、 图书行

业员工代表、 市民读者代表等接力朗

诵， 伴着铿锵深情的钢琴声， 诗意在

书店里流淌。

“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 /

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 ； /———祖国

啊！” 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四位学生齐

声朗诵诗人舒婷的诗歌 《祖国啊 我亲

爱的祖国》， 澎湃激情引人共鸣。 朗读

者中， 还有一位身穿鲜艳民族服装的

彝族少女， 她来自遥远的四川大凉山，

现在沪就读， 她认为阅读对一个人的

成长至关重要， “我会珍惜上海的学

习环境， 多看书， 多参加阅读活动。”

当她念起 《一封家书》 ———“亲爱的爸

爸妈妈： 你们过得好吗？ 我在学校一

切都很好 ， 老师们不仅传授我知识 ，

还很关心我的生活， 让我在陌生的城

市不会感到孤独。 我会努力学习， 不

负你们希望的。 ……” 现场读者无不

动容。

对祖国深情表白的朗诵者中， 有

年龄最小的二年级学生， 也有来自南

汇新城镇文化服务中心的基层读者 ，

还有从事图书行业的员工代表， 如上

海市劳模、 上海书城总经理赵锋与同

事一起朗诵著名作家何建明 《浦东史

诗》 一书节选。 “读书是件美好的事

情， 在书店工作更是一件美好的事。”

赵锋笑言， 他的朗诵不算专业， 但代

表了实体书店从业者为推广阅读、 为

读者服务的心意。

“朗诵者来自各行各业、 各个年

龄段， 他们朗诵的作品也很具代表性，

既有礼赞新中国 70 华诞的组诗， 也有

书写浦东开发开放壮阔进程的纪实作

品。” 此次活动主策划、 上海新华传媒

连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利说， 无论

朗诵者来自何方、 是否字正腔圆， 最

关键的是重在参与， 把无声的文字化

作有声的倾诉， 换一种形式让读者领

略文字之美、 知识之美。

此次朗诵活动由中共上海市委

宣传部指导 ， 上海报业集团主办 ，

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承办 。

在倡导全民阅读的今天， 作为城市阅

读地标之一和布点最多的阅读网络 ，

上海书城和全市新华书店也积极转

型 ， 发挥阅读阵地作用 。 “全国新

书发布厅 ” “上海·故事读书会 ”

“玛德琳绘本馆 ” “闵行新华书店科

普品牌项目 ” 等活动渐成效应 ， 新

华传媒新近创办的 “市民文化客厅 ”

联合媒体资源， 让优质阅读资源覆盖

更大人群。

据悉， 上海书城五角场店、 新华

书店日月光店、 新华书店松江平高店

作为活动分会场， 也分别以快闪朗诵

形式向祖国致敬。 同时， 全市新华书

店都以 “我骄傲， 我是中国人” 为主

题 ， 陈列展示近两年重点主题出版

物， 方便读者选购。

上海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周慧

琳出席致辞， 并宣布上海 2019 世界读

书日系列活动开幕。

古典诗词与传统戏曲碰撞出别样火花
上海图书馆联手“克勒门”文化沙龙推出“上图之夜”阅读推广活动

本报讯 （记者李婷）昨天是“世界

读书日”，上海图书馆联手“克勒门”文

化沙龙推出 “上图之夜” 阅读推广活

动，特邀王珮瑜等戏曲演员，用京昆字

韵吟唱古典诗词， 为读者带来全新的

阅读体验； 同时再现梅兰芳出访演出

的片段， 以纪念其访问日本演出以及

《品梅记》出版 100 周年。 文学经典与

传统戏曲两大优秀传统文化在这里水

乳交融，江南文化的韵味扑面而来。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 ”“上图之夜”在《诗经·蒹

葭》吟诵中拉开帷幕，王珮瑜用京剧湖

广音、中州韵咏唱中国最古老的诗歌，

似是呼唤“伊人”。 这“伊人”就是京剧

大师梅兰芳。 今年正值梅兰芳访问日

本演出以及《品梅记》出版 100 周年纪

念。在本次阅读推广活动中，上海图书

馆新入藏的 1919 年首版 《品梅记》带

领读者穿梭回 100 年前京剧首次走出

国门的那一天。 由王珮瑜领衔的戏曲

演员们则由《品梅记》展开，再现了百

年前梅兰芳访日演出的经典选段 《天

女散花》《汾河湾》等，让读者重温优秀

传统文化在世界发扬传承的历史。

除了用京腔咏唱的《诗经·蒹葭》，

观众还听到用昆韵吟诵的李商隐 《无

题》以及用方言古音重现的杜甫名句。

正如华东师范大学江南文化与文学研

究中心主任胡晓明现场讲析的， 不同

的形式只为一个目的， 让更多人发现

诗词的美， 领略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和江南文化的丰富内涵， 并从中获得

新知，与新时代的美好生活相连接。上

海图书馆馆长陈超说，“上图之夜”的

推出，意在搭建一个平台，吸引各种文

化样式走进来，让更多人爱阅读。

聚焦世界读书日

京剧演员蔡筱莹展演 《天女散花》。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活动现场的《声律启蒙》表演。 （中国国家图书馆供图）

梁伟平生活照。 （受访者供图）

文华表演奖系列报道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