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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领域成为图书出版新宠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获“十大游戏出版商”奖
本报讯 （见习记者王筱丽） 由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管、 中国音像与数

字出版协会等主办的 2017 年度中国游

戏产业年会上，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

社 作 为 唯 一 一 家 传 统 出 版 社 获 得 了

“2017 年 度 中 国 十 大 游 戏 出 版 商 ” 奖

项， 也是十家获奖企业中唯一来自上海

的单位。
成立于 1978 年的上海科学技术文

献出版社近年来着力于向网络等新兴出

版领域转型， 其中游戏出版业务经过三

年多的发展已颇见成效。 出版社与全国

多家大型游戏企业牵手合作， 并于今年

成为上海新闻出版局签约的诚信游戏出

版企业。 刚刚从海口领奖归来的社长梅

雪林告诉记者： “目前我们还处于提供

服务的阶段， 下一步则将探索游戏增值

服务 ， 与公司协作深入发展 IP， 进一

步挖掘游戏市场的价值。” 据悉， 出版

社 2017 年申报游戏选题 193 种， 已经

获得批准的选题达 167 种， 明年将进一

步拓展游戏业务板块， 并尝试与互联网

企业开展多种创意合作。
“数字资产更是被誉为人类未来最

大的资产。 出版产业数字化转型是大潮

流， 只有数字化才能满足读者快速并准

确获取权威知识的需求， 增强图书的影

响力。” 梅雪林说。 2006 年开始， 科学

技术文献出版社将电子信息传播出版社

合并吸收， 相继取得了电子音像出版资

质和网络出版资质， 着手电子图书、 音

像、 软件等多项新媒体出版服务。 出版

社还在多媒体电子书方面进行了尝试，
未来会在此基础上自主开发适用于现代

平板电脑的电子书 ， 致力于将 含 有 音

频、 视频、 超链接的电子书打造成一座

小型数据库 。 2018 年出版社计划出版

音像出版物五种、 电子出版物两种， 在

做强自身专业的情况下， 延伸各条新兴

产业链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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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4000部？
“长篇焦虑”该缓一缓了

小说出版“长短失衡”现象依然存在，盲目追求篇幅长引发热议

近年来，国内长篇小说产量颇高，
有统计数据显示，每年平均 4000 多部

的长篇出版数量， 明显超过了中短篇

所占的比重。 但有业内人士指出，“有
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长篇创

作出版现状，并不令人满意。这种现象

背后，是文学界、出版圈发自作者内心

或是外部市场各种“迫切之情”，交织

而成的“长篇焦虑”。
有评论家直言， 蔓延的焦虑折射

出某种功利化心态。 毕竟， “长” 并

不等于 “积累到位”， 盲目追求篇幅

上的长， 更是直接暴露了作者思想艺

术上的准备不足。

“好的长篇不会从天上
掉下来”

很长一段时间， 圈内有个常见的

说法———长篇小说十分考验作家的实

力， 创作生涯里只有出版了几部乃至

更多的长篇， 作家才算是 “真正的作

家”。整体上而言，从受瞩目程度、出版

销量，到角逐文学奖、后期影视改编等

层面，长篇小说似乎都更胜一筹。
有的作家和出版人， 更是跟长篇

“铆足了劲”， 好像小说家没有长篇就

“差了一口气”， 有的年轻作家甚至一

出手就是大部头， 很快 “著作等身”。
由此， 一些作者也被裹挟着不去认清

自己才华的真相， 急于在长篇上证实

自己 ， 但小说质量究竟 如 何 ， 命 运

怎样 ， 读者反馈状况等 ， 则不 在 考 虑

范围之内。 这种焦虑近年来也弥漫到出

版机构 ，有文学编辑在社交平台上 “吐

槽”———“上司总催我去约长篇小说，但

好的长篇会从天上掉下来么？ 为什么不

给优秀中短篇倾斜一些出版资源？ ”
日前在由江苏省作家协会、 江苏当

代作家研究中心主办的青年批评家论坛

上 ， 这 个 话 题 浮 出 水 面 引 发 热 议 。
“从不少长篇小说年度评选中可以发现，
一年能收获几部出色的甚或一部长篇杰

作就不错了。 更残酷的现实是， 一些长

篇明显存在 ‘注水’ 现象， 作者力有不

逮。” 评论家木叶告诉记者， 文本的酝

酿、 创造性与完成度， 包含循序渐进、
不 断 积 累 直 至 自 然 爆 发 的 过 程 ， 想

“长” 得漂亮， 急不来。
不可否认， 如今长篇小说的地位愈

发凸显， 一方面出自文坛对重磅巨制的

推崇热盼， 另一方面是市场对这种体量

貌似更为青睐。 作家卡尔维诺说过：“野

心太大的计划， 在很多领域也许不值得

鼓励，但在文学领域却多多益善。 ”适度

范围内的“文学野心”不是坏事。 但值得

注意的是， 如果任由 “长篇焦虑” 驱使

创作初心， 在谋篇布局上粗糙草率、 缺

乏沉淀， 时间长了， 小说思想艺术上的

局限难免暴露出来。 比如， 有的长篇对

都市生活题材予以奇观化展现 ， 类 似

“撑” 出一集集肥皂剧效果， 却很难引

起读者的广泛共鸣； 有的作家虽善于在

中短篇小说上发挥美学特质， 长篇写作

却呈现出泥沙俱下、 良莠不齐的不平衡

状态， 叙述手法和美学理念显得单薄。

不妨专注于呈现每种文
体的尊严

“一些中国读者似乎更喜欢看长篇

而不是短篇 ， 于是 ， 作家更多 在 写 长

篇， 不少出版社也更爱出长篇。 为什么

非要竞相去生产长篇， 而不是利用碎片

化时间多推一些经典短篇呢？” 作家

张抗抗与刘庆邦在近期的 “华语短经

典” 分享会上谈及不同文体的特质。
作家刘庆邦打了个比方： “长篇

小说如同波澜壮阔的大海， 中篇小说

接近于一条曲折的长河， 短篇小说更

像瀑布， 虽然它们都是水质的， 但各

有优势。 比如，瀑布的断面、水流落下

来速度很快，有时候阳光照射归来，彩
虹在瀑布水珠上折射出光彩， 显得斑

斓璀璨， 更重要的是每条瀑布下面一

般都有深谭，往往深不见底，这跟短篇

小说的余音袅袅非常对应， 往往结尾

宕开一笔，令短篇小说升级、走远了，
不同读者能读出不同内容。 ”

因此， 比起一味焦灼于何时捧出

“下一部长篇”， 写作者不妨专注于呈

现每一种文体的尊严。 “一名作家自

我价值的大小、 文学成就的高低， 与

其是否拥有长篇没有必然联系。” 刘

庆邦认为， 鲁迅和沈从文均以中短篇

小说， 屹立于现当代文学史； 俄罗斯

作家契诃夫一生笔耕短篇， 其艺术魅

力影响至今。 可以说， 国内外一批自

信笃定的短篇创造者， 不仅彰显了自

己的笔力， 也昭示了长篇小说以外的

多元。
换句话说， 作家如何从 “长篇焦

虑症” 中解脱出来， 恐怕还是要回归

初心， 遵循艺术规律， 脚踏实地地在

摸索中探到自 我 的 局 限 与 边 界 。 或

许， 撇开对不同文体的偏见或 “刻板

印象” 后， 将会有更多佳作得以破土

萌芽。

用音乐剧重述热门电影中的故事
同名电影改编音乐剧《律政俏佳人》上演

本报讯 （记者徐璐明） 百老汇原

版音乐剧 《律政俏佳人》 正在上海文化

广场上演。 这部改编自同名电影的音乐

剧， 喜剧元素贯穿始终。
与人们熟悉的 “丑小鸭” 逆袭为白

天鹅的故事不同 ， 音乐剧 《律 政 俏 佳

人》 的女主角一出场便是一位金发碧眼

的美少女， 她笑容甜美一身粉裙仿佛是

个芭比娃娃。 但是美貌并非律政界的通

行证， 西方文化中 “金发女郎” 一词往

往隐喻 “头脑简单”， 她在律政界的发

展要面对的障碍恰恰是这种以貌取人的

偏见 。 音乐剧 《律政俏佳人 》 2007 年

首演于百老汇， 一举获得包括最佳原创

音乐、 最佳女主角在内的七项托尼奖提

名， 并在 2011 年摘得奥利弗奖最佳音

乐剧大奖。
近年来， 由电影改编的音乐剧成为

演出市场的 “宠儿 ”。 《人鬼情未了 》
《保镖》 《金牌制作人》 《修女也疯狂》

等音乐剧相继演出， 都赢得了不错的票

房和口碑。 对于这股改编热， 《人鬼情

未了》 执行导演保罗曾向记者坦言， 音

乐剧的投入水涨船高 ， 动辄上 千 万 美

元， 因此百老汇和伦敦西区日渐热衷于

“走捷径”， 将拥有观众基础的热门电影

改编成音乐剧， 是最讨巧的控制风险的

方法之一。
不过，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 电影

的知名度是一把 “双刃剑”： 一方面可

以保证音乐剧获得一定的票房收入， 但

另一方面改编作品也会被拿来和原著作

比较， 电影认知度越高， 观众获知的信

息越多， 舞台上能依赖原著的艺术呈现

就越有限 。 对此 ， 音乐剧 《律 政 俏 佳

人》 导演杰弗瑞·莫斯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 走进剧场看演出与在电影院里看电

影的感受截然不同： “音乐剧的核心是

‘音乐’， 创作者需要用音乐传递喜怒哀

乐， 让剧场里的观众暂时忘掉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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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纯文学富矿借力，
促成创意母本“二次绽放”

12部文学作品成影视改编“香饽饽”
本报讯 （记者许旸） 文学与影视

界的下一个黄金组合在哪儿？ 昨天在上

海作协举行的 2017 上海文学影视创投

峰会冬季场， 吸引了全国 30 多家影视

公司代表来沪寻找合适的文学母本。 据

悉， 上海文学影视创投峰会计划在明年

继续举行春、 夏、 秋、 冬四季专场， 内

容涵盖红色主题、 悬疑主题、 家庭伦理

主题等专场推荐及综合场推荐， 激发沪

上文创产业活力。
“上海的文学矿藏丰富， 尤其纯文

学领域的现实主义题材书写， 是影视机

构可以从中借力的。 我们期待经典文学

写作能为影视业输送养料。” SMG 影视

剧 中 心 主 任 助 理 李 捷 文 向 现 场 作 家

“约稿” ———作品导向是向上的， 人物

是 成 长 的 ， 手 法 是 创 新 而 非 套 路 的 ，
既 要 反 映 上 海 作 为 改 革 开 放 排 头 兵 ，
尤其是近五年的发展巨变 ； 也 要 充 分

利用上海的百年红色文化和千 年 江 南

文化历史资源 ， 呈现内涵丰富 的 上 海

文化形象。
活动现场 ， 12 部精选小说成了影

视改编的 “香饽饽 ”， 分为青春校园 、
情感家庭、 刑侦悬疑、 古装战争四个板

块单元 ， 包括作家秦文君 《小青春 》、
王 若 虚 《火 锅 杀 》 、 滕 肖 澜 《爱 会 长

大 》、 乔叶 《最慢的是活着 》、 李西闽

《幻红裙》、 那多 《告别》、 王可心 《一

个人的行走》 等作品梗概与亮点， 呈现

在 人 手 一 册 的 “推 荐 作 品 集 萃 ” 上 。
“上海的文学资源庞大， 有好作者、 好

刊物， 除了做好文学作品的检索推荐，
还能进行作品开发定向输送 、 专 项 定

制。 比如根据影视制作公司的相关方向

与要求 ， 推荐合适的作家量身 打 造 剧

本 ， 促成文学与影视界的黄金组合 。”

上海市作协党组副书记马文运说。
上海刚出台的 “文创 50 条” 激励

政策， 也成为现场活动的高频词。 在政

策利好之下， 激发创作活力， 打响产业

组合拳， 进一步擦亮上海文化金名片，
是业内共同关注的命题。 今年 3 月， 上

海文学界、 影视界首次携手举办创投峰

会， 促成上海作家小白 《封锁》、 姚鄂

梅 《西门坡》 等多部作品陆续达成影视

和舞台改编意向。 此次 12 部小说则由

《收获》 《上海文学》 《萌芽》 《思南

文学选刊》 和华语文学网、 云文学网等

刊物网站推荐， 成为不少影视公司寻找

好故事的优先选择。 峰会由上海市文化

广 播 影 视 管 理 局 、 上 海 市 作 家 协 会 、
SMG 影视剧中心主办。

马鞍上的舞，犹如草原劲风扑面而来
编舞家赵明谈新作《草原英雄小姐妹》及民族舞蹈记忆———

作为国家艺术基金 2016 年度舞

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之一， 大型民族

舞剧 《草原英雄小姐妹》 上月中旬在

北京国家大剧院 上 演 ， 草 原 风 光 与

英雄赞歌交相辉映， 动人心魄。
昨天下午， 舞剧 《草原英雄小姐

妹》 总编导、 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

赵明在接受记 者 采 访 时 表 示 ： “草

原， 是英雄主义情怀的家园， 也是民

族舞永恒的灵感源泉。” 大型民族舞

剧 《草原英雄小姐妹》 以当代视角与

多重空间的表现手法， 实现了当代学

生与上世纪 60 年代草原英雄小姐妹

间的心灵碰撞与共鸣。 有评论家说，
这部舞剧在 “多样统一” 的艺术追求

中， 让 “草原的英雄” 放射出 “时代

的光”。

在追求与时俱进与继
承民族传统间找到平衡点

“我 们 希 望 站 在 新 时 代 的 维 度

上， 演绎英雄精神在当下社会怎样重

新发挥作用， 青少年又该怎样传承这

种民族精神。” 赵明向记者阐释了自己

的创作初心， “龙梅、 玉荣两姐妹冒着

生命危险， 保护集体财产的英雄事迹广

为传颂， 在今天的社会， 如何演绎这样

的价值观是非常大的挑战。” 最终， 舞

剧并没有简单再现当年小姐妹的英雄行

为， 故事从当下的课堂切入， 以当代孩

子的视角回望岁月深处的故事， 带着观

众穿越回上世纪 60 年代， 最后又回到

课堂……
舞剧将蒙古族的舞蹈、 音乐、 服装

等元素充分融入到了编创当中。 尤其是

一段马鞍上的舞蹈， 马头琴、 勒勒车等

道具与舞者的肢体语汇巧妙交织， 推动

了叙事发展， 又充分展现出蒙古族人的

豪放性格和英雄气概。 舞剧 《草原英雄

小姐妹》 的演出者， 均为内蒙古艺术学

院的师生 。 “他们在舞蹈时的 身 体 力

度， 以及眉宇间的真挚神情， 都犹如草

原上的强风扑面而来， 令人精神振奋，
热血沸腾。”

当代舞蹈民族化的意识， 一直深深

扎根于这一代舞剧编导的脑海。 不能否

认 ， 每个时代的舞蹈语汇都会 发 生 变

化， 好比上世纪 80 年代霹雳舞风靡一

时 ， 而 眼 下 嘻 哈 街 舞 受 年 轻 人 欢 迎 。

“舞蹈编创者的审美应该走在时代前端，
但更为重要的是， 继承发扬民族传统文

化 ， 并在两者兼顾中找到最妥 帖 的 表

达。” 赵明透露， 这部作品有可能在明

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与申城观众

见面。

《草原女民兵 》等作品闪
耀着中国舞蹈记忆

多年来专注于中国舞蹈创作的赵明，
日前惊讶地在电影 《芳华》 中看到了一

连串熟悉的作品： 创作于 1976 年的舞蹈

《草原女民兵》、 男子群舞 《行军路上》、
舞剧 《沂蒙颂 》、 藏族歌舞 《洗衣歌 》
等， 唤醒了他在战友文工团岁月中的不

少回忆。
“《草原女民兵》 《行军路上》 堪

称上世纪 70 年代最流行的女子群舞和

男子群舞。” 他说， “当年文工团的女

兵和男兵分别在不同 的 排 练 厅 里 排 练

这两部作品 ， 我们还会到对方 的 厅 里

‘串门 ’ 观摩彼此训练 。” 这两支舞蹈

作品和 《红色娘子军 》 《白毛 女 》 等

中国民族舞剧一样 ， 随着全国 展 演 以

及相关艺术片的 播 放 ， 为全国观众所

熟知和喜爱。
“《草原女民兵》 体现了蒙古族

女民兵的军事训练生活， 通过扬鞭催

马、 跨马横枪等高难度动作， 歌颂了

广大女民兵的 英 雄 气 概 ， 《行 军 路

上》 则以质朴、 生活化的动作， 展现

了男兵在行军路上的点滴故事。” 让

赵明印象最深 刻 的 ， 当 属 《行 军 路

上》 的开场： “所有士兵在一面红旗

的庇护下 整 装 待 发 ， 而 当 旗 子 一 经

掀开随风飞扬 的 那 个 刹 那 ， 男 兵 开

始跟随旗帜齐 步 走 ， 这 个 开 场 是 如

此淳朴 ， 又那 么 刚 健 、 勇 猛 、 满 怀

信仰 ， 我在每 次 演 出 时 都 感 到 热 血

澎湃。”
后来， 成为战友文工团艺术指导

的赵明， 编创了荣获首届荷花奖创作

金奖的 《走跑跳》 等当代舞作， 其中

蕴含的军旅元素正是受到了 《行军路

上》 的深刻影响。
“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并不能完全

理解其中的舞蹈动作， 但其中的一招

一式都承载着那个时代舞蹈艺术对真

善美的追求。 无数人曾因这些舞蹈作

品备受鼓舞， 它们在中国舞蹈记忆里

闪耀光亮。” 赵明说。

■ 适度范围内的 “文学野心” 不是坏事， 但如果任由 “长篇

焦虑” 驱使创作初心， 在谋篇布局上粗糙草率、 缺乏沉淀， 时间

长了， 小说思想艺术上的局限难免暴露出来

■ 文本的酝酿、 创造性与完成度， 包含循序渐进、 不断积累

直至自然爆发的过程 ， 想 “长 ” 得漂亮 ， 急不来 。 作家如何从

“长篇焦虑症” 中解脱出来， 恐怕还是要回归初心， 遵循艺术规

律， 脚踏实地地在摸索中探到自我的局限与边界

小白 《封锁》

百老汇原版音乐剧《律政俏佳人》中喜剧元素贯穿始终。 （文化广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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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 大 型 民 族 舞

剧 《草 原 英 雄 小 姐

妹 》 上 月 中 旬 在 北

京国家大剧院上演。
图为该剧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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