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上海文化企业十强十佳
十人十大品牌活动评选启动

本报讯 （记者郭超豪）日前，在中共

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文广影视局、上

海市新闻出版局指导下，“第二届上海文

化企业十强十佳十人十大品牌活动”评

选工作日前启动。

该评选为公益性质， 旨在通过推优

认定和发布 “文化企业十强十佳十人十

大品牌活动”， 培育一批骨干文化企业、

深度发掘创新文化企业、 宣扬表彰一批

创业领军文化人物， 宣传展示上海文化

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成效， 在全市

营造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良好氛围，为

打响“上海文化”品牌提供有力支撑。

针对不同性质、不同类别、不同发展

阶段的文化主体， 本次评选将设置以下

4 个奖项，“上海文化企业十强”“上海文

化企业十佳”“上海文化十大创新创业人

物”“上海十大文化品牌活动”，挖掘出在

过去一年中表现出色的上海文化企业、

文化创业者和文化品牌活动。

在第一届评选的基础上， 今年的评

选将从 “商业成功力”“市场竞争力”“国

际影响力”“社会凝聚力”“行业引领力”

和“颠覆创新力”等多个维度对申报企业

进行综合考察。 根据主办方提供的申请

表， 参与评选的主体或所在企业注册地

需在上海。 申报“上海文化企业十强”和

“上海文化企业十佳” 的单位应属于出

版、影视、演艺等文化领域，且 2017 年度

在影视 、 演艺行业的营业收入不低于

2000 万元 。 其中 ， “十强 ” 企业着重

考察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贡献等 ；

“十佳” 企业着重考察企业的成长性和

创新性 。 “上海文化十大创新创业人

物” 本人或本人率领的团队 （公司） 需

在 2017 年度在文化领域有突出贡献和

卓越业绩。 “上海文化十大品牌活动”则

需要具有影响力和品牌效益， 参与人数

不得低于 5000 人次/每日。

此次评选自 8 月 2 日启动申报以

来，各方报名积极踊跃，截至 8 月 13 日，

已有 30 余家公司提交了报名申请表。评

选的报名征集截止时间为 8 月 24 日。上

海文化十强十佳十人十大品牌活动推选

工作组委会将在 9 月上旬完成初选，并

在 9 月中旬通过两轮专家评审评选出最

终获奖名单。 评选结果将在由第一财经

主办的 2018 年上海文创高峰论坛上发

布并颁奖，并在此论坛上，探讨文化产业

的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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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广阔世界
文学，应该永远“在路上”

上海国际文学周主论坛举行，中外文学家批评家展开对话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昨晚，2018

上海国际文学周主论坛在浦江边的建

投书局举行，围绕“旅行的意义”这一主

题，中外文学家和批评家展开对话。

从某种程度上，文学中的“旅行的

意义”正在被消解。有专家指出，当我们

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全球各地的美景，从

前文学作品中的奇观和风俗描写，已经

很难再带来惊异和新奇感。 而这，恰恰

给文学中的旅行书写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和挑战。同时，也有专家指出，旅行并

不止于身体的跋涉，生活、阅读、书写，

都是一种旅途。旅行中那种探索未知疆

域的勇气、洞察力和好奇心，对于文学

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文学，也应该永

远“在路上”。

旅行书写需要更加个性
化、深度化

“这是一个‘远方’消失的时代。”在

一些专家看来， 文学中的旅行书写，正

在面临空前的挑战。

在以前的旅行文学中， 异域的风

光、传奇的历史，对读者有着不小的吸

引力。 19 世纪上半叶， 美国作家华盛

顿·欧文走访西班牙后写下的游记文学

作品《阿尔罕伯拉》曾风靡一时，书中介

绍的宫殿美景和摩尔人的传说，令人心

醉神迷，也因此吸引了无数读者前去西

班牙旅行。 在文学中，旅行构成了一种

神秘的魅力。

这个时代，物理空间上的距离正在

消弭，“远方”正在消失。 英国作家、《泰

晤士报文学增刊》 编辑凯瑟琳·莫里斯

坦言，旅行的便捷化的确在削减单纯的

风景描写和历史介绍的吸引力。人们甚

至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电视、互联网，

欣赏全球美景。 再没有哪里是神秘的。

但正因如此，旅行文学应该从“美景”中

抽身出来 ，更关注旅行中 “自我 ”的表

达。 莫里斯说：“在优秀的旅行文学中，

旅行应该是表达自己的方式。旅行写作

的闪光之处，在于那些陌生的景象跟作

者的个性产生了独特的互动，进而感染

到读者。比如幽默，比如洞察，比如感性

的感悟，理性的思考。 ”在这个意义上，

作者眼中的风景， 必然是与众不同的，

是对读者有意义的。

当下的旅行书写不仅应当更为“个

性化”，也应该更加“深度化”。作家何建

明说，不久前去世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V.S. 奈保尔就是一位知名的旅行写作

者，甚至有人戏谑地称他为“一流的旅

行家，二流的小说家”。奈保尔曾写下过

“印度三部曲”、《非洲的假面剧》等旅行

文学作品。在旅途中对社会、人性、世情

的洞察和思考，让他的旅行文字深受读

者喜爱。 奈保尔曾在 2014 年来到上海

书展，当时有人问他，会不会再写一部

中国游记，他说自己写不了：“写一个地

方，需要很多信息和经验，短暂停留几

天，这是远远不够的。 要写一本关于中

国的书，我觉得至少需要待一年时间。”

可见对于优秀的文学家来说，旅游的书

写绝不仅仅是“小而美”的风景描写、趣

事记录，而应当投入作者深层次的观察

和思考，留下真正有温度的文字。

叙事策略的创新、 形式的探索，以

及对历史、对现实的不同切入点，也可

以为文学中的旅行书写开辟新的路径。

莫桑比克作家米亚·科托的长篇小说

《梦游之地》，就以两种不同的“旅行”构

成两条叙事脉络：第一条主线是两位漫

游者在战后的莫桑比克的一路见闻，第

二条主线是一位少年在前人留下的笔

记中的“阅读之旅”，而笔记中记录的，

恰恰也是在战争中的旅途。旅行以不同

的维度、层面，交织着推动叙事，层层递

进，引出对现实历史的无限反思。

文学创作应当去探索未
知、打破疆界

与此同时， 不少专家指出， 人们

对于旅行的理解， 不必仅仅拘于在物

理世界中的跋山涉水———纸上， 头脑

中 ， 心灵上 ， 都可以旅行 ， 都可以

“在路上”。 学者许子东对于旅行的含

义， 也给出了不同的解释：“秀才不出

门，便知天下事。 文字一定是旅行的。 ”

他说 ， 读者读书 ， 就是别人的东西

“旅行” 到读者这里来。

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曾在 《旅行

的艺术》一书中介绍过一种无需旅行的

“旅行”。 18 世纪末，一位法国人进行了

一场长达 42 天的旅行， 旅行的地点就

是自己的卧室。他以旅人的视角观察房

间内熟悉的一切， 欣赏沙发的造型、床

单的配色，每天都有新奇的发现，那些

平日里熟视无睹的事物都显得有趣而

不同。正如德波顿在书中所说，“我们从

旅行中获取的乐趣或许更多的取决于

我们旅行时的心境，而不是我们旅行的

目的地本身。”只要保持这份充满好奇、

探索精神的“旅行心境”，美妙的旅途在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开启。

在不少与会专家看来，文学创作也

应当多一些“旅行”的品质。评论家黄德

海说，把“旅行”用《说文解字》的方式拆

解开来 ，就是驿马对 “不群 ”的迅疾传

递。 在这个意义上，不妨将文学作品的

“旅行品质” 归纳为写作者能够以文字

为驿马，传递自己的“不群”见识。 再进

一步来说，去探索人类精神和形体的界

限，正是旅行的意义之一，也是文学的

意义之一。“如此一种品质，如果能穿越

文学的疆域，走向更广阔的写作世界和

生存体验，那将是一个更伟大的超越寻

常的‘旅行’。 ”

评论家、作家陈福民也有相似的观

点：“自从现代工业革命以来，我们的文

学过度纠缠于精神的幻影， 忘掉了行

走、 旅行、 拥抱这广阔世界的基本含

义。”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的跋涉，写作

者应该更多地与伟大的世界相遇，与世

界互相照亮、互相启发，让笔下的文字

真正丰富起来。

2018年年中图书排行榜单发布
本报讯 （记者钱好）在今年上半年

的图书销售情况中， 经济管理类图书成

了最抢眼的“黑马”。昨天，亚马逊中国发

布 2018 年年中图书排行榜单，《原则》斩

获年中纸质书畅销榜冠军。 这是近五年

来，该榜单冠军首次由经管类图书夺得。

根据上半年的图书销售数据， 经济

管理类书籍在上半年的销售表现非常抢

眼。 其中，2018 年年初出版的《原则》是

上半年最受读者喜欢的书籍之一， 同时

夺得 2018 年年中纸质书畅销榜、纸质书

新书榜和 Kindle 付费电子书新书榜三

料冠军。这本书的作者瑞·达利欧是对冲

基金公司“桥水”的创始人，他在书中公

开了自己白手起家以来 40 多年的生活

和工作原则，并结合了各种实例和感悟，

深受企业管理者、职场人士的欢迎。

除了《原则》以外，其他经济管理类

图书也都表现抢眼。 《高难度沟通：麻省

理工高人气沟通课》 位居纸书畅销榜亚

军, 以及 Kindle 付费电子书新书榜的第

五位。

亚马逊中国还根据其 2018 年上半

年上海地区图书销售数据， 从多个维度

总结了这一期间上海读者的阅读特点。

数据显示，从购书总量看，上海位居全国

主要城市第二位。从阅读内容看，上海读

者紧随阅读潮流，对外国作家作品、外文

原版图书关注较多， 比如村上春树的新

书《刺杀骑士团长》、东野圭吾小说《解忧

杂货店》 的日文原版书等作品在上海的

销量排名远高于全国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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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出版改革开放40周年图片展开幕
梳理重要事件和人物，反映行业时代变迁

本报讯 （记者许旸）“上海出版改

革开放 40 周年图片展” 昨天在上海图

书馆第一展厅开幕，将展至 19 日。展览

以改革开放为主线，从出版单位、管理

机构、图书出版、报刊出版、音像出版、

数字出版、获奖图书、最美的书、发行渠

道、书展书市、特色书店、印刷产业、出

版名家、 上海出版人等 20 个方面提纲

挈领，梳理上海出版改革开放以来的重

要事件和人物，反映上海出版业的时代

变迁，真实再现出版改革的艰辛和取得

的成果。

回眸 40 年来的上海出版之路，留

下了许多难忘印记———1977 年， 上海

科学技术出版社 “数理化自学丛书”重

排本重新发行，改变了一代高考学子的

命运；1978 年，读者通宵达旦排队购买

重版的 35 种中外文学著作， 两个月上

海累计发行 150 多万册；1994 年，上海

出版的 《辞海 》（1989 年版 ）等 18 种图

书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作为 2018

上海书展系列活动之一，本次展览披露

了大量珍贵历史图片和素材资料，令读

者一睹上海出版 40 年发展轨迹和丰富

面貌。 图片展由上海市出版协会、新闻

出版博物馆（筹）主办。

徜徉馆内，按时间轴依次铺陈展开

的上海出版业大事记，仿佛令观众亲历

过往 40 年书香路。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

出版业的发祥地和出版中心，也是红色

出版的重要基地。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

久 ，1921 年 9 月 1 日便在上海组建了

自己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

社。 上海出版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传统

走向现代， 成为全国出版改革的先锋。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上海市出版系统在

财政上从“统收统支”改为“利润留成”，

接着是 “利改税”，1988 年实行了承包

经营责任制，1992 年推进“全员劳动合

同制”……转企改制、社长负责制、出版

双效益考核、出版社自办发行、版权贸

易、集团化改革、大学出版社强社之路、

新华传媒上市、多媒体融合等等改革措

施，推动出版业解放思想、创新发展，激

发了上海出版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从 1978 年的 1 家出版社发展到如

今的 38 家，上海出书品种从 1977 年的

1334 种发展到 2017 年的 27772 种，形

成了实力雄厚、专业分工、门类齐全的

出版体系，并在拓展音像出版、数字出

版等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绩。

上海既是全国优秀文化机构停靠

的码头， 更是海派文化向外拓展的源

头。 过去的数十年间，由上海发源的商

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及各地

出版社在上海纷纷开设分公司或工作

室，多家外省市连锁书店进入上海布局

开店，如大众书局、博库书城、方所、言

几又、西西弗、建投书局等。 钟书阁、大

隐书局、光的空间等一批实体书店成为

阅读新空间。上海对外版权贸易工作从

无到有，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使越来越

多的优秀出版物走向世界。

总教头“把场”，京二代“助阵”
上海京剧院夏季集训练功房好热闹

昨天是上海京剧院夏季集训第一天。剧院二

团的二十多个青年演员身着练功服，男女混作一

长队，围着练功房的毯子轮流翻身、踢腿……姑

娘咬着辫子，一连翻身十五六个，英姿飒爽。小伙

子也不甘示弱，旋子转得虎虎生风。 “二十九、三

十、三十一！”一名青年武生演员破了当天上午的

旋子“纪录”。一旁的文戏演员硬着头皮被拱到前

头，颤巍巍只翻了一个，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同伴

却鼓励道：“你一个顶十个！ 加油！ 再来一个！ ”

“练功就要铆着练！ 比着练！ ”上海戏曲艺术

中心总裁、 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的朋友圈，不

只“直播”自己练功大汗淋漓的样子，也为同行越

发猛烈的练功势头热情地鼓与呼。她说：“上海戏

曲院团今夏刮起的这阵练功‘旋风’，正是我们不

该丢弃的生活方式。 ”

“青春跑道”上迎来一位总教头

把场的上海京剧院二团副团长张艳秋已经

46 岁了，她看着年轻人练得起劲难免心痒，也悄

悄跟在队伍后头走了一趟“翻身”。后生都鼓掌以

示钦佩，她倒有点不好意思，谦虚道：“走歪了走

歪了！ ”

一上午的基本功练下来， 集体课告一段落。

下午， 偌大的练功房被自行辟出了四五块区域，

练刀的练刀，耍锤的耍锤，对词的对词，翻跟头的

翻跟头。

这边毯子被跺得噔噔作响，那边胡琴锣鼓也

不示弱。 这是上海京剧院一团为“像音像”录制

《黑旋风李逵》而加紧准备。虽是中生代舒桐与傅

希如主演，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却为他们亲自

坐镇，悉心说戏。已然过了吃饭的点，却不见有停

下来的意思。 两个大练功房热火朝天，两个小排

练厅也有不少“练私功”的身影———就算没有集

训，在戏曲市场逐步回暖的今天，不练功，身体素

质和表演火候都无法满足审美日益提升的观众

需求。

上海京剧院院长单跃进介绍，京剧院一直有

夏季集训的传统，不过真正纳入系统化的培训还

是从 2010 年起。 与京剧院针对青年人才培养的

“青春跑道”五年计划相配合，每年夏天组织进行

为期一个月的业务集训。今年正值“青春跑道”第

二季人才培养计划元年，所以提升青年演员基本

功水平，提升团队凝聚力成为核心内容。为此，京

剧院邀请武生名家奚中路作为集训艺术指导 ，

把关此次集训的整体艺术质量。 奚中路是戏曲

界公认的 “大武生 ”。 年轻演员私下戏称他是

“总教头”， 既是暗合他擅演的角色之一林冲，也

是敬他、重他，愿向他学戏的决心。

有激励就有动力。 据悉，集训结束后京剧院

将举办把子、荡子等展示基础技巧的比赛。 为业

务突出的集体和个人设置万元奖金。

京二代见证演员父母的奋斗

同伴的叫好和掌声里，还夹杂着两个奶声奶

气的加油声。这两个加油助威的小姑娘都是不折

不扣的“京二代”，父母都在练功房挥汗如雨。

武生鲁荐忠、武旦魏娟五岁多的女儿穿梭在

休息的演员中间毫不生分。 鲁荐忠、魏娟夫妻俩

刚结束暑期“悟空戏”《金钱豹》《借扇》的演出，又

忙着准备下一部“悟空戏”《弼马温》。一家三口现

住松江，每天赶到京剧院训练，六点多就要起床，

暑假以来，天天如此。

女演员吕琳的女儿只有三岁多，只要一瞅着

妈妈做动作，她立马冲上前：“妈妈你好厉害！”吕

琳顾不上回应女儿的鼓励。 37 岁的她其实已经

过了集训的年龄“红线”，不过为了排练即将上演

的传统戏《青石山》，她一头扎进了练功房。 都说

“三天不练观众知道”，其实最难过的，还是自己

这关。 每日练功提起的这口气若是泄了，便对不

起吃的这口京戏饭。 或许是受妈妈的感染，吕琳

三岁多的女儿也模仿着把腿压到了墙壁上……

这些“京二代”将来是否会“子承父业”还未

可知，但他们一定是父辈们在练功房为戏曲艺术

而拼搏奋斗的最好见证。

■本报记者 钱好

东京交响乐团昨献演上交音乐厅
本报讯 （记者姜方）为纪念中日和

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 东京交响乐

团昨天亮相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 在乐

团正指挥饭森范亲的执棒下， 乐团演绎

了柴可夫斯基 《波罗乃兹舞曲》、 德沃

夏克 《第九交响曲自新世界》， 并与中

国小提琴演奏家朱丹合作推出柴可夫斯

基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东京交响乐团创立于 1946 年， 是

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交响乐团之一。 乐团

迄今为止荣获文部大臣奖、 京都音乐大

奖、 文化厅艺术作品奖等， 几乎包揽了

日本所有的音乐大奖。 东京交响乐团多

年来一直致力于向公众普及古典音乐。

东京交响乐团团长大野顺二表示，

乐团多次访华得到了中国观众的关注，

也收获了很多称赞与好评， 因此乐团很

荣幸能在今年这样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

年份， 又一次来到中国举办音乐会。

执棒此次沪上音乐会的饭森范亲现

任东京交响乐团正指挥、 日本世纪交响

乐团首席指挥、 泉小交响乐团大阪常任

指挥、 符腾堡州爱乐乐团管弦乐团首席

客座指挥。

刘慈欣《球状闪电》英文版出版
本报讯 （记者王筱丽）昨天， 刘慈

欣 2005 年出版的长篇科幻小说 《球状

闪电》 英文版正式发行。 “在 《球状闪

电》 中， 刘慈欣将引人入胜的科学思辨

和发人深省的优美文笔结合了起来， 无

论是对于刘慈欣的忠实读者还是科幻小

说爱好者来说， 都是一本不容错过的好

书 。” 还未正式出版前 ， 《球状闪电 》

就已经登上了美国 《书单》 杂志， 亚马

逊网站等平台的 “2018 最受期待的科

幻作品” 行列中， 《球状闪电》 能否继

《三体》 之后再度在海外掀起中国科幻

热潮也备受关注。

《球状闪电》 讲述了在父母被突如

其来的球状闪电击中而化为灰烬后， 男

主人公为破解这一神秘莫测的自然现象

踏上了一条人迹罕至的探索之旅。 《球

状闪电》 此前已被影视公司买下版权，

确认将被搬上大银幕。 刘慈欣此前接受

采访时曾表示， 《球状闪电》 蕴含了动

作、 冒险、 爱情、 浪漫、 悬疑、 亲情等

多重元素， 是其科幻作品中最适合改编

成电影的作品。

此外，刘慈欣最新短篇小说《黄金原

野》日前被收录进科幻小说集《十二个明

天》中。 凭借《三体》摘得“雨果奖”后，刘

慈欣鲜少有新作品问世， 此次亮相的新

作品也引起了不少科幻迷的关注。

除了刘慈欣的新作外 ，《十二个明

天》中还收录了《三体》英文版译者刘宇

昆的 《拜占庭同情》、 尼迪·奥科拉弗的

《事件中心》 等中外科幻大奖得主的 12

篇作品。 题材聚焦人工智能、 脑植入、

智能家居、 比特币、 太空探索等现实问

题， 从不同角度探索科技与人性的深层

互动， 思考关于人类命运的种种问题。

■探访文艺院团高温练功房系列报道·京剧篇

上海京剧院夏季集训第一天， 除了轮番上

阵夯实基本功外， 也为即将上演的演出排练。

（上海京剧院供图）

旅行与文学的关系常常密不可分， 旅行为作家提供了重要的创作素材和灵感。 图为根据英国作家 E.M.福斯特小说

《印度之行》 改编的同名影片剧照， 小说就是围绕在印度的旅行而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