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新片展顺利落下帷幕
本报讯 （见习记者王筱丽） 为纪

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 “日本新

片展” 于 12 月 1 日至 3 日在上海、 昆

明和深圳三地顺利举行。 本次影展中，
中国观众欣赏到了十部刚在日本上映甚

至是全球首映的影片。 “中国新片展”
则计划明年 3 月在日本东京、 大阪和名

古屋举办。 明年春天 ， 《战狼 2》、 中

日合拍片 《追捕》、 《妖猫传》 等影片

也将在日本全面上映。

上海国际电影节和东京国际电影节

自 2015 年起建立 “直通车” 合作机制

以来， 通过互荐影片参赛、 影人参与和

影片推广等机制， 为中日两国间的电影

文化交流搭建了合作的桥梁， 将在两国

更多城市开展影片放映活动。 这也是上

海国际影视节中心继电影节 “直通车”
合作项目后， 将影展项目拓展到电影节

之外的首次 “试水”， 也是促进中国文

化 “走出去” 的又一次积极尝试。

▲中央美院的老师冯海涛在多年研究后用两个月复制了十分之一的 《千里江山图》 卷。 他在节目中还

原王希孟作画步骤， 告诉观众———中华民族一代代都有藏朴守拙的匠人。 他们守护瑰宝。 因为他们，中华文

明经五千年赓续不断，有了鲜活写照。 图为冯海涛复制十分之一《千里江山图》卷的画面。 （节目截图）
荨故宫里藏着 186 万余件国宝， 这个数字是由梁金生花费七年逐一清点而来。 他说自己数数一点儿也

不枯燥， 因为数的都是自己的祖辈前人、 故宫的前辈们用生命守护的宝贝。 图为节目海报。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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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璐明

从700余封书信看20世纪中国史
《梁漱溟往来书信集》出版，

诸多珍贵史料首次公开

“精神有所归，生活有重心，一根脊

梁竖立起来，两脚踏在地上。 ”1948 年，
中国著名思想家、 教育家梁漱溟在给儿

子的一封家书中如此写道。 短短几句体

现了梁家家教与梁漱溟的处世风范，这

个历史细节被收录在了近日整理完成的

《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中。记者日前获悉，
随着梁漱溟书信整理工作的完成，《梁漱

溟往来书信集》由世纪文景出版。
据悉， 经过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长

期整理、 注解的 《梁漱溟往来书信集》，
全面收录梁漱溟与师友、 政界、 后学、
子孙等的 700 余封书信往来， 还收入了

26 张珍贵的手稿原件照片 。 这些书信

不仅是梁漱溟个人不同时期思 想 、 情

感、 生活等的记录， 也是 20 世纪中国

历史的缩影。
诸多珍贵史料系首次公开， 其中包

括梁漱溟与蔡元培、 胡适、 吴承仕、 熊

十力、 马一浮等人的珍贵通信。 通过一

封封书信， 梁漱溟指证师友得失、 点拨

奖掖后学、 用心子孙教育的形象跃然纸

上 。 如 1971 年 ， 在 致 冯 友 兰 的 信 中 ，
梁漱溟回想起 50 余年前同在北大哲学

系的岁月； 更为其时 “形势大大舒展开

朗” 而开心： “（形势） 竟在吾人亲历

目睹中完成其转变， 我们相去咫尺的两

人岂可不一谈耶。” 当年 10 月， 联合国

大会第 26 届会议通过提案， 决定恢复

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信中所

说 “形势大大舒展开朗”， 即是指此事。
书信中的梁 漱 溟 ， 与 学 生 谈 论 人

生， 照顾生活有困难的学生， 关心小辈

的婚姻大事， 暮年时也会不时哀叹 “脑
力体力俱衰 ”， 足见这位瘦削 、 严肃 、
硬气的学者， 在生活中也是一个可亲可

爱的长辈。 梁漱溟写信给儿子， 口吻亲

切如朋友一般， 表示对二人兴趣志向绝

不干涉， “我的原则是———一个人要认

清自己的兴趣， 确定自己的兴趣。 你们

兄弟二人要明白我这个意思， 喜欢干什

么事， 我都不拦阻你们”。 梁培宽在前

言中写下： “先父写示给我兄弟二人的

书信， 其珍贵之处何在？ 那就是他关心

和教育儿女的指导思想与方法， 有其独

到之处。 而今为人父母者， 可透过这些

家书从中受益。”
值得一提的是， 书信的编注者、 92

岁高龄的梁培宽， 不仅与一部分通信者

相识， 更亲历了书信中所提到的许多重

要历史事件。 他对所收书信所作的分类

整理和注释说明 ， 极具历史价 值 。 据

悉， 为还原书信原貌， 该书为留存有原

件或底稿的部分书信格式复原了其本来

的样态， 如为表对收信人的尊敬， 其称

呼前有空格， 或另起一行； 为表自谦，
写信人自称时字号小于正文等。 这对今

天 的 读 者 来 说 也 许 是 一 种 别 样 的 体

验———回到写信人提笔的那一刻， 穿梭

往返于 70 余年风云流变， 在流逝的时

光中， 触摸 20 世纪中国的文人交往与

生活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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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精神信仰 《启航》激荡心灵
在交响合唱中坚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让学习十九大精神有了全新感受

伴随着 《序曲》 轻柔的音乐和纯

真的童声，大型交响合唱《启航》昨天

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再度奏响。 本

市 2000 余名党员干部通过文艺观摩

的创新方式，进一步强化“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精神信仰，掀起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新热潮。
为了把建党精神与城市精神结合

起来， 把红色血脉与城市文脉结合起

来， 上海文艺工作者积极推进创作生

产 ， 推 出 大 型 交 响 合 唱 《启 航 》 、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 上海美术作品

展、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 诗歌朗诵

会等重点作品。 音乐会作为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主题文艺展演活动之

一， 与全市层层推进的党的十九大精

神宣讲活动相辅相成。
“当 《启航》 音乐与合唱团的人

声一起响起时， 我瞬间就感觉被拉回

到那个磅礴年代 ， 感动直击心 灵 。”
欣赏完演出之后， 静安寺街道党工委

副书记李林波难掩心中的激动。 在他

看来， 在讲历史、 读原著之外， 党的

十九大精神与艺术的结合， 让学习有了

全新的感受。 “我们期待有更多这样优

秀的艺术作品出现， 希望这些作品能走

进社区， 将艺术的感动带到人民群众中

间。”

闵行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工作人员杨

璟琰是个 90 后年轻党员。 平日喜欢高

雅 艺 术 的 她 经 常 进 剧 院 聆 听 交 响 乐 ，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国际歌》 旋律

出来的那一刻， 整个音乐的基调都昂扬

起来，非常激动人心。 ”她说，“《启航》以
交响合唱的形式，带我们回顾党的 96 年

峥嵘岁月，展望美好的未来，感觉作曲家

和我们青年人的心灵息息相通。 ”
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 拥有丰厚的

建党历史资源， 全市保存完好的革命遗

迹多达 440 处， 无疑是一座艺术创作的

富矿 。 《启航 》 的作曲龚天鹏 告 诉 记

者， 每当他灵感枯竭之时， 他就会去中

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驻足， 感受 96 年前

同龄人的那份情怀和担当， 与他们展开

相隔时空的 “心灵对话”。 在创作 《启

航》 前后， 他共去过四次中共一大会址

纪念馆， 每次去都带给他全新的启发和

灵感。 “我不想把乐曲当成作业， 我愿

意站在离那个火热时代最近的地方， 让

音符跟着心走。”
今年 10 月，《启航》作为第十九届中

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开幕演出进行了全

球首演，引起了热烈的社会反响。昨天两

场专场演出与作品首演阵容保持一致，
由指挥家汤沐海执棒，上海爱乐乐团、上
海歌剧院合唱团、上海学生合唱团、中福

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联袂献演， 歌唱

家廖昌永、韩蓬、许蕾担任独唱、领唱。

文化

国宝璀璨，无悔藏朴守拙执守一生
文脉赓续，皆因身体力行跬步千里

央视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介绍文物，也介绍守护文物的普通人

集齐了国内九家重点博物馆的大

型文博探索节目 《国家宝藏》 上周末

在央视开播， 第一集亮相的是故宫博

物院的三件文物———王希孟的 《千里

江山图 》 卷 、 “瓷 母 ” 各 种 釉 彩 大

瓶、 “中国第一古物” 石鼓。 院长单

霁翔这样阐释选择标准： “它们从不

同的角度呈现 了 华 夏 文 明 的 宏 大 叙

事。 三件国宝， 站在五千年优秀文化

的坚实基础上， 分别从文化、 艺术与

物质的角度展现了中华民族传承数千

年所铸大国梦想的历程。”
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是， 节

目还将一群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推向前

台。 在文物 “今生故事” 的讲解中，
舞台的聚光灯对准了美院的老师、 做

国画颜料的匠人、 博物馆志愿者和故

宫老员工。 这是一群直接与文物发生

关联的普通人。 他们藏朴守拙， 却守

护着斑斓的瑰宝。 他们身上， 蕴藏着

中华民族绵绵不绝、 久久为功的精神

力量。 因为他们， 中华文明经五千年

赓续不断， 有了鲜活写照。

千年绝学，源自“笨拙”
的斧凿之功和坚守执着

许多人被普及过：《千里江山图》卷
是中国青绿山水画的巅峰之作。但许多

人还未知，它何以经 900 年依然璀璨。《国
家宝藏》请来两位匠人，揭开“所以然”。

一位是中央美院的老师冯海涛。 他

潜心琢磨出了王希孟的创作五步法。 从

水墨粉本 ， 红色赭石铺底 ， 头 一 遍 石

绿 ， 到绿色的无极变化 ， 最后添 上 青

色， 一幅五色兼备的青绿山水画等于五

幅完整画面逐一叠加。 各阶段层次分明

又笔触细腻的美感， 虽会被后一层颜色

覆盖， 但正是有了 “无悔于被覆盖” 的

每一层笨功夫， 画作才有之后的质感。
另一位与青绿山水画相关联的是仇

庆年， 国画颜料非遗传承人。 他用古朴

的 手 工 方 式 研 磨 “中 国 色 ”， 一 磨 53
年。 经他演示， 青绿山水经千年不败的

奥秘了然于众人。 孔雀石、 蓝铜矿、 青

金石、 朱砂、 雌黄、 赭石、 砗磲石……
有些是天然矿石， 有些是天然药材， 而

在绘画行家眼里， 它们都是中国画色调

清雅的奥秘所在， 是如今欧美博物馆古

画修复师常来中国求取的珍品， 还是成

分与敦煌壁画如出一辙的复古素材。 因

为矿物质与天地同生共长， 所以由它们

炼制的颜料才会历久弥新。 但也正因从

矿石到颜料的手工研磨耗时耗力， 如今

这门手艺近乎绝学。 节目里， 仇庆年讲

述他的日常： 小斧子随身带， 深山老林

时常闯 ， 从寻找矿石到把它们 研 磨 成

粉、 调制成水、 沉淀为上等颜料， 全凭

眼看手摸， 只靠时间和心血熬制。 他最

大的心愿， 不仅是拽着儿女继承手艺，

更是拜托观众， “若知道哪里有可做颜

料的矿石， 请一定告诉我， 我这就带着

斧子进山”。
中华文明为 何 历 千 年 不 减 半 分 璀

璨， 冯海涛的讲述、 仇庆年的亲历， 或

可解释一二———我们文脉的每一处细微

之地 ， 都有人在下 “笨拙 ” 的 斧 凿 之

功， 都有人执守一生。

“传承”的宏大命题，来自
一个个普通人的跬步千里

在普通观众层面， 有着 “中国第一

古物” 之称的石鼓和被誉为 “瓷母” 的

各种釉彩大瓶， 知晓率并不高。 所幸，
有一群传承者。 如张甡， 年轻的故宫博

物院志愿者。 虽然今年只是他担当志愿

者的第五年， 但经由他富于感染力的讲

解， 沉淀在历史长河里的人、 事、 物浮

现在观众眼前、 鲜活了起来。
比如 “瓷母” 之所以得名 “各种”，

是因集结了历朝历代的烧制技艺。 在张

甡的讲述里， 观众即便不懂何为高温单

色釉、 低温釉上彩， 但谁都明白， 要将

17 种驳杂技艺融于一炉 ， 这何止是不

到 0.23%的小概率事件， 真真是中华文

明滋养的奇迹。 在故宫、 在中国其他博

物馆里 ， 因为有了无数个张甡 ， “传

承” 才是一件让人心安的踏实事情。
至于梁金生的家族， 更代表着一类

人， 他们缔造了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史的

壮举。 横空出世于唐代的石鼓， 因为

刻有先秦时期的文字， 而被视作中国

最早的石刻文字。 都说中华民族虽然

“十里不同音”， 但幸好我们有汉字，
才能 “书同文”。 汉字， 守护着中华

民族共同的文明基因。 石鼓， 蕴含着

汉字早期的秘密。 而包括梁家人在内

的许多老故宫人， 则是守护着石鼓的

中国人 。 1931 年日军侵华 ， 故宫博

物院刚成立六年， 院内文物面临被洗

劫的危机。 当年的故宫人冒险将文物

南迁 。 为了守住中华文脉 ， 16 年辗

转 上 万 公 里 ， 途 经 十 余 省 ， 护 送

13427 箱、 百万余件故宫精华往南迁

移。 到抗战胜利后， 这些文物陆续回

京。 对梁金生一家来说， 他的祖父是

护送文物南下的人， 他的父亲是护送

文物回京的人 ， 而 他 们 五 兄 妹 则 在

16 年中出生在南迁途中 ， 五人名字

连起来， 就是一小幅文物辗转图。
69 岁的梁金生已在故宫工作了

36 年 。 最近这七年 ， 他只做了一件

事———清 点 出 了 故 宫 文 物 的 总 数 ，
186 万余件。 七年只做一件事不枯燥

吗？ 梁老先生回答： “我看上去是在

数数， 其实数的是前辈们的付出和牺

牲。 如果不是祖辈在南下的路上保护

了这些文物， 哪儿有数字可以数？”
“传承” 看似宏大命题， 但确乎

一个个人、 一对对父子身体力行， 跬

步至千里。

网文快车90亿产值，
呼唤以优质创作提速升级

（上接第一版）

迎接“最好的时代”，不能
简单靠量取胜

数据显示， 光是阅文集团内容库中

的原创作品， 截至今年下半年已达 920
万部 ， 涵盖 200 多 种 题 材 ， 近 六 个 月

内 ， 阅文平台作者更新及创作近 3360
万新章节， 共计新增 615 亿字。 一些网

文作者甚至 “日更 5000 字” 连续创作。
然而， 简单凭借海量作品的庞大存在就

能判定网文迎来 “最好的时代” 了吗？
有业内人士观察到， 资本对网文母

本的追逐热度仍不断攀升， 但需警惕浮

躁之风。 一些 “快餐式” 网文流水线生

产， 看似摊大了行业体量， 实则稀释了

真正优质的作品 ， 如果文学故 事 变 成

“速食品”， 对作家的个性和创造力可能

带来抑制。 比如某部描写 “乱世英雄”
与 “草根女子 ” 的爱情 冒 险 小 说 ， 改

编成电视剧收视不错 ， 引来不 少 “同

质化” 跟风之作———相似的情节框架、
人 物 个 性 ， 甚 至 连 文 中 “笑 点 ” 和

“梗” 都高度雷同； 还有的作者赶着写

小说续集， 光惦记着更新量， 而被读者

指责 “故事素材严重注水” “情节多处

重复”。
圈内呼唤艺术感染力、 生命力弥长

的佳作。 网络文学怎么凸显类型写作的

多元优势？如何鼓励作者书写中国故事，
持续激活创作动力？ 在市值节节攀高的

欢呼声之外，更多问题值得业内思索。

提高行政效率 优化营商环境
（上接第一版） 要立足本市的大市场监

管格局， 调查评估现有投诉举报处理机

制运行情况， 做好法律法规衔接， 整合

不同部门规章的规定， 探索制定全市统

一、 高效、 便捷的投诉举报处理程序。
要着力提高市场监管部门行政效率， 规

范行政行为。 要切实保护消费者和举报

人的合法权益， 规范市场主体行为， 促

进公平交易和公平竞争。 要加快提升大

数据和信息化技术的运用能级， 充分借

助信息化、 信用治理等手段， 统筹用好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 ” 等平台 ， 进一

步提升消费者的满意度。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强化社情民意信息界别代表性
（上接第一版） 市政协着力发挥社情民

意信息工作服务党政决策、 汇集分析舆

情的积极作用， 紧扣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落实、 全市中心任务和群众关心的实际

问题， 深入基层了解民情， 畅通渠道反

映民意， 集中力量汇聚民智 。 截至 11
月 20 日 ， 共 收 到 社 情 民 意 信 息 6720
篇， 采用 1423 篇， 编报形成各类刊物

928 期 。 其 中 ， 推 进 国 有 企 业 创 新 发

展、 破解跨境保税研发监管难题、 完善

涉农企业贷款贴息政策等信息被全国政

协办公厅采用， 尽快完善 “一带一路”
物流服务相关行业标准、 完善自贸试验

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加强餐饮配送箱

消毒管理等信息受到有关部门重视。 下

一步， 将继续围绕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

重要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反映不同领

域、不同行业实际情况；继续聚焦自贸试

验区和科创中心建设， 为推进全面深化

改革建言献策； 继续关注群众关心的实

际问题，为推动具体问题解决献计出力。

同时，通过新任委员培训、组建特邀信息

员队伍、反映界别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
强化社情民意信息的界别代表性。

会议审议了政协上海市第十二届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送审稿 ）、
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送审稿）。

市政协副主 席 姜 平 、 周 汉 民 、 蔡

威 、 高小玫 、 方惠萍 、 王志雄 、 李 逸

平、 徐逸波出席。

男中音廖昌永领唱第二乐章 《青春咏叹》。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激活九个区的1364间农家书屋
沪上再添十九大精神学习平台

党的十九大文件及学习辅导读物

在农村和乡镇全面配送

本报讯 （记者许旸） 依托沪上星

罗棋布的 1364 间农家书屋， 上海在全

国率先实现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 “站
点” 全覆盖。 截至本月初， 党的十九大

文件及学习辅导读物在全市遍布城乡的

60 家实体书店同步发行销售 ， 上海总

发行量突破 200 万册。 昨天， 党的十九

大文件及学习辅导读物配送全市农家书

屋仪式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举行。
继沪上区、 街道、 镇等 4000 多家

主要单位后， 党的十九大文件和学习辅

导读物推进至上海的农村和乡镇， 此举

使农家书屋成为农民群众学习十九大精

神的阵地平台。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上

海在金山、 闵行、 松江、 崇明、 青浦、
嘉定 、 浦东 、 宝山 、 奉贤区分 别 设 有

124、 89、 76、 269、 144、 110、 309、
81、 162 家 农 家 书 屋 。 在 昨 天 活 动 现

场， 上海九个区的代表领过一摞摞党的

十九大文件及学习辅导读物 ； 活 动 场

外， 一辆辆运载着读物的货车陆续开往

全市多间农家书屋， 尽快满足农村和城

镇读者的学习需求。
活动主办组织方表示， 全市农家书

屋将在显著位置设立党的十九大文件

及学习辅导读 物 专 柜 ， 方 便 群 众 借

阅 。 同时 ， 在保 障 学 习 读 本 的 前 提

下， 农家书屋将组织举办形式多样的

阅读服务活动， 为农村和乡镇的广大

读者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提供智

力支持， 为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营造浓郁氛围。
党的十九大文件及学习辅导读物

发行上市以来， 上海市场反响热烈，
发行势头强劲。 沪上出版、 印刷、 发

行、 征订等各环节单位密切配合， 做

到编校零差错、 印装无失误、 发行创

新高。 目前， 征订发行工作均在有序

推进中。 本次面向上海全市农家书屋

配送的相关读物包括： 习近平总书记

10 月 18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 《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单行本、 党的十

九大修改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文件汇编》 以及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

导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