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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数说艺术节]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昨晚，在音乐剧《 国之当

歌》贯穿始终的国歌声中，历时一个月的

第十五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在东方

艺术中心音乐厅落下帷幕。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组委会主任、

文化部部长蔡武出席并宣布闭幕。中国

上海国际艺术节组委会主任、上海市市

长杨雄致闭幕辞。市领导徐麟、翁铁慧，

外国驻沪领馆官员及部分中外各界人士

代表出席闭幕活动。

重细节也重场面
由上海歌剧院历经两年多打磨的音

乐剧《 国之当歌》，讲的是《 义勇军进行

曲》作者聂耳和他所处的时代。歌剧院副

院长、主创之一的李瑞祥昨天告诉记者

说，他们的创作，注重细节：“ 比如聂耳是

文艺青年，甚至算是愤青，敢爱敢恨，他

的爱情，放在今天都有震撼力；他生活中

是个有趣的人，会应朋友要求，展示自己

耳朵会乱动的‘ 特长’，所以最终干脆改

名叫‘ 聂耳’。”

另外，作为闭幕大剧，他们也没忘了

场面的质量：“《 国之当歌》，用了近80人

的交响乐团，还有近80人的合唱团，台上

站不下，就分了20人在台上，其余50多人

在旁边———音乐全是现场，非常震撼！”

七成观众是青年人
大剧云集、市场繁荣，是本届艺术节

给人的整体感观。事实上，艺术节的艺术

总监刘文国告诉记者说：“ 近1 5万观众

在这一个月中，走进剧院观看了演出，更

让我们高兴的是，其中70%是青年人。这

里的‘ 青年人’，不是指学生或刚毕业参

加工作的人，而是真正有文化消费能力

的人群。”由于艺术节参演剧目整体水平

的提高、艺术节文化惠民力度的加大、对

青年持续的艺术普及，最终才有了今天

的成绩。

刘文国还说：“ 艺术节的未来，将继

续坚持走创新发展之路，把艺术节打造

成为优秀作品的展示平台、文化贸易的

推进平台、青年人才的孵化平台和艺术

素养的培育平台，以便老百姓能够更好

地分享文化建设的成果。”

上海国际艺术节昨日闭幕

唱“ 国之当歌”
展“ 青年”风采

参演人员：
来自42个国家和全国各省区市以及

港澳台地区的100多个演出团体

节目数：
3000多名艺术家共带来参演剧目47

台，演出130多场，参展项目11项

出票：
演出平均出票率达92%，出票率达到

100%的剧目有18个，近15万观众走进剧场

群文：
本次群文活动共举行2782项各类演

出、赛事、展览、论坛，直接参与中外演员

近10万人，惠及450余万市民大众

惠民：
10台经典剧目在全市17个区县的74

个播放点进行播放，总计播放场次达到

268场

青年报记者 陈宏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她曾是章子怡《 十面埋伏》

中的舞蹈替身，她也曾拍了赵本山的《 乡

村爱情》，但她念念不忘的，却是舞蹈。王

亚彬，这位在北京已经打响了《 亚彬和她

的朋友们》舞蹈品牌的青年舞蹈家，将以

全新作品《 生长》展开25场世界巡演，而

国内演出的压轴场次，将于27、28两日登

陆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昨天，她也在沪接

受了青年报记者采访，畅谈舞蹈人生。

虽然对上海的观众来说，更熟悉的可

能还是王亚彬的电视剧，但她却说，自己

的重心其实一直在舞蹈。“ 我感觉自己其

实一直没离开过舞蹈。拍戏的经历，让我

的舞台表演，增加了经验和感受，能增加

舞台上的深度和广度，更好地体会人物的

命运和情绪。”她说。这位曾以参加全国

统考的方式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并最终读

出表演硕士的才女，将影视剧人物分析的

功力，全部转移到了舞剧人物刻画上，也

因此，才能有这样深刻的作品。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94岁的多丽丝·莱辛走了，这

在中国读者心中激起涟漪，毕竟2007年她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站在自家门口接受

采访时慈祥的样子还历历在目。出版商哈

珀·柯林斯在一份声明中说“ 她走得很平

静”，这多少又让人感到些许慰藉。

但中国出版社向莱辛致敬之举并未就

此终结。译林出版社昨天傍晚向青年报记

者透露，他们将在未来3年内推出莱辛的

1 2部作品，包括她最富影响力的作品《 金

色笔记》、《 野草在歌唱》和《 幸存者回忆

录》。其实这1 2部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此

前已由译林社陆续出版，但此次整合出版

的计划依然十分庞大。其中，最先与读者

见面的是《 金色笔记》，诺奖颁奖词称之

为“ 一部先锋作品，是20世纪审视男女关

系的巅峰之作”。

此外9部作品还包括《 天黑前的夏

天》、《 第五个孩子》、《 时光噬痕》、《 好邻

居日记》、《 如果老一辈能够》、《 浮世畸零

人》、《 又来了，爱情》、《 关于猫》和《 阿尔

弗雷德和艾米丽》。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这两天网上一个“ 最后悔的

书”的话题引发围观。一些名家新作纷纷中

弹倒地。不过青年报记者注意到，这些读者

“ 最后悔的书”，在网络书店上几乎是清一

色好评如潮，“ 五星闪耀”。而在这强烈的

对比中，一类叫“ 书托”的人若隐若现。这

些人使得本已脆弱的中国图书评价体系再

受打击。

读者“ 最后悔”，网上依然“ 五星闪耀”
《 收获》杂志编辑部主任叶开最先发

起了这个话题，他称去年最后悔读的书是

《 这个天国不太平》和《 南渡北归》，因为

读后发现前者简直就是小品文拼凑，后者

则写得很“ 烂”。著名编剧史航也吐槽自己

读《 南渡北归》、《 沉默基因》、《 鲁迅的胡

子》三本书可谓上了当。一时间，读者纷纷

跟帖晒出自己的“ 最后悔”，一大批名家新

作纷纷中弹，热闹不已。

然而此事的蹊跷之处就在于，有的书

已经被那么多人“ 后悔”了，但在网络书店

里却依然是一片赞叹之声。比如叶开和史

航都提到的《 南渡北归》，截至昨天，在当

当网上总共9324条评论，好评高达9268条，

差评只有9条，好评率99.4%，该书也因此获

得五星推荐。

小说集《 鲁迅的胡子》在当当网上有

255条评论，好评248条，差评只有1 条，这也

难怪有读者笑言，这1 条差评难道就是史航

给的吗？更让人看不懂的是，余华新作《 第

七天》在读者中已呈“ 一边倒”被抨击之

势，在网络书店的33387条评论中，好评却

高达33064条，差评只有35条，而现在可寻

的批评《 第七天》的文章都不止35篇。

事实上，现在图书的线下读者评价和

线上评论时常发生这样的严重错位。有时

一本书被读者骂翻了天，而在网上却被捧

上了天。究竟谁在作怪？

“ 书托”出没，颠覆评价体系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这种错位背后

的奥秘就在于，在网上晒“ 最后悔的书”的

是绝大多数是有名有姓的真读者，而在网

上发评论的有相当一部分是隐姓埋名的假

买家。这些假买家其实就是“ 书托”。这群

人受书商的雇佣，在网络书店上专门对一

本书进行吹捧。他们从不吝啬溢美之词。这

也就不难解释，在网络书店的“ 商品评价”

一栏中往往可以看到大段对新书的介绍，

甚至有“ 不看会后悔一辈子”等肉麻之语。

这些都是“ 书托”的“ 杰作”。

事实上请“ 书托”造势，在出版界早已

是公开的秘密。一些网络书店为了杜绝此

类人兴风作浪，规定只有买书者才能发表

评论，结果书商宁愿从网上回购图书，也要

让“ 书托”获得发帖的资格，所谓“ 花钱买

吆喝”被认为是物有所值的。

一些知情人士告诉青年报记者，“ 书

托”其实并不仅出现在网络书店，还常常混

迹于豆瓣等阅读网站。“ 书托”一度十分猖

獗，“ 书托文章”一度铺天盖地，豆瓣甚至

还专门成立了“ 反书托小组”进行围剿，但

收效并不明显，因为“ 书托”的文笔水准也

在提高。

青年报6月27日《 图书“ 差评营销”大

行其道引发忧虑》的报道曾经引发讨论。说

的是书商不怕新书被骂，甚至故意制造“ 骂

点”，以引起关注。事实上，营销行为另一个

极端就是雇佣“ 书托”专讲好话。“ 无论是

‘ 差评营销’，还是‘ 书托营销’，其本质上

都是现在中国图书评价体系乱局的体现。

如再不出现独立的力量，这个评价体系的

信誉度早晚会崩溃。现在读者自晒‘ 最后悔

的书’就是先兆。”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4000多年前的土耳其人就已

经男女平等了！昨天在上海博物馆揭幕的

“ 安纳托利亚文明：从新时期时代到奥斯

曼帝国”特展中的，有一块《 婚姻契约》碑

刻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兴趣。这个特展汇聚

了托普卡帕老皇宫博物馆、土耳其及伊斯

兰艺术博物馆和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

等3家土耳其最负盛名博物馆的馆藏珍品

1 22件。

青年报记者了解到，这块亚述文粘土

碑刻，据考证是公元前2000到前1 750年之

间的产物。碑刻上的契约规定，夫妻不论富

有或贫穷，两人均应平等共享财产。这让中

国观众不得不感叹土耳其人具有超前意

识。毕竟在4000多年前这个地球上的很多

地方还是一片荒芜。

此次展览由国家文物局和土耳其文化

旅游部共同主办，只在上博一地举行，所有

展品均是首次来华展出。展览将持续到201 4

年2月20日，是上博极具看点的跨年大展。

读者抱怨四起 网上依然“ 好评如潮”

小心“ 书托”出没！

4000年前，土耳其男女就已平等

莱辛重要作品将在中国出版

王亚彬：舞痴不想浪费好作品

上海国际艺术节闭幕大戏《 国之当歌》让观众为之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