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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速递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给孩子买书阅读本是
好事，但是现在却引起了人们的深
深担忧。最近连续有家长向青年报
记者反映，现在的童书做得越来越
炫，越来越“高科技”，结果童书越来
越像玩具，他们很担心孩子玩物丧
志。青年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如
今“童书玩具化”趋势确实非常严
重，而其背后是出版社急功近利追
求利益的现实。

怪相：
童书竟比玩具还“好玩”

市民龚女士的儿子过了猴年就
虚岁6岁了，正是阅读童书的黄金年
龄，所以在春节中小孩子收到了大量
长辈赠送的童书。看着那堆成山的
新书，龚女士心生欢喜，觉得孩子未
来当知识分子是有望了。

但是当孩子一打开书，之后的情
形让龚女士非常震惊。有一本童书
打开之后竟然是声光电齐放，弄得整
个房间都色彩斑斓的。这名为3D版
童书。而另一本书打开来不仅有声
光电，还会香气四溢，名为4D。有的
童书“高科技”含量极高，明明纸上的
图画是静态的，用手机去看就变成动
画了。一时间，儿子的房间俨然成了
儿童乐园。儿子乐在其中，龚女士心
中却有了一种隐隐的担忧：童书不是
用来“读”的吗？怎么比玩具还“好
玩”呢？

青年报记者在春节书市中走访
时了解到，春节期间卖得最好的童书
就是这种“高科技”童书。立体书、3D
图书、4D绘本、“AR”技术图书等等，
虽然价格不菲，但因为够酷够炫，孩
子们喜欢，家长也就舍得砸下重金。
对于家长们来说，孩子们爱读书总是
好事情。但是他们很快发现，童书成
了另一种玩具，孩子们为玩意儿所吸
引，真正安静地阅读是没有几分钟
的。这种玩意十足的童书，究竟是买
好还是不买好呢？

背后：
加点“高科技”价钱就更高

“童书玩具化”正在变得愈演愈
烈。现在一本童书，除了那些纯文
学的作品，如果没有一点儿“小玩意
儿”，出版社似乎都不好意思拿出
手。而出版社之所以乐此不疲，可
能还是为了多赚一点利润。一位童
书专业出版社的编辑私下里告诉青
年报记者，一本童书如果有了一点

“高科技”，就会变得花哨好玩，孩子
们就会喜欢，而家长也会因此觉得
看这样的书有助于开发智力也舍得
花钱。

而因为顶着“高科技”之名，这类
童书的价格一般都比普通童书高，

“但其实很多童书用的所谓的‘高科
技’，在其他领域已经非常成熟了，出
版社引进过来其实用不了多少钱，却
可以以此卖出高价，这也就是很多出
版社费尽心思也要玩‘高科技’的原
因。”这位编辑说。但是就是这样：童
书竟比玩具还“好玩”，孩子眼里就只
有玩具，而没有书了。长此以往他们
阅读的习惯会发生改变，很难再静下
心来好好读书。这些童书就好比当
年的游戏机，以“开发智力”的名头进
入千家万户，到头来让很多孩子玩物
丧志。

两三个月前，在上海国际童书展
上，有出版社宣传自己的高科技童书
时说，厚厚的一本书，只有5页使用了
某种高科技，保持童书在利用新媒体
和保持静态阅读主导性之间的平衡。
连“有限使用高科技”都能成为招揽读
者的宣传语，便可以想象“童书玩具
化”已经到了何种严重的地步。

“这事的关键就在于，出版社要
‘高科技’，但更要有社会责任。这
个社会责任就是将世界最优秀的文
化通过书籍传播给孩子，并培养他
们良好的阅读习惯。如果只是为了
赚钱，而忘了自己的责任，那是极其
不应该的。”出版人胡庆祥对青年报
记者说。

青年报记者 张逸麟

本报讯 当地时间2月14日晚
上，被誉为“英国奥斯卡”的英国电影
学院奖在伦敦举办了颁奖典礼，最终
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和
他所拍摄的《还魂者》（《荒野猎人》）
成为了最大的赢家，拿下包括最佳影
片在内的五项大奖。而在好莱坞颁
奖季领跑的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
布丽·拉尔森分别拿下影帝影后，为
月底冲击奥斯卡再添砝码。

在颁奖礼上，小李用这个最佳男
主角奖为母亲祝寿，“我祝她生日快
乐，”小李动情地说，“我在东洛杉矶
附近的一个非常简陋的街道上长大，
是我妈妈每天开车3个小时送我去
一所别区的学校，就是为了带给我一
个不同的机会。”而对于这个奖项，小
李表示自己感到震惊和荣幸，“说实
话，我根本没想到得到这份荣誉。”

当然这应该是小李的谦词，凭借
《还魂者》中的出色演出，小李几乎席
卷了颁奖季所有的影帝奖项，包括他
从未获得过的演员工会最佳男主角
和这一次的英国电影学院奖，当所有
的风向标都指向小李时，半个月后的
奥斯卡小金人这一次是跑不了了。

与小李一样，布丽·拉尔森对于颁奖
季影后的统治力也难以撼动，这一次
她也得到了英国电影学院奖的青睐。

颁奖典礼结束后，小李拉着温斯
莱特的手大秀恩爱，这对泰坦尼克号
的超级情侣在这一晚双双丰收。小
李子拿下最佳男主角之外，温斯莱特
也凭借着《乔布斯》中的乔安娜·霍夫
曼一角获得最佳女配角。温斯莱特
曾透露，自己曾是娜塔莉·波特曼之
后这个角色的第二候选人，但最终她
的演出非常成功，“我会把这个荣誉
送给所有那些曾经怀疑自己的女
性，”温斯莱特在领奖时说，“当我14
岁的时候，一位戏剧老师曾告诉我，

‘当你很乐意成为胖女孩中的一员
时，那什么都没有问题了。’你们再看
看现在的我。”

此外马克·里朗斯获得了最佳男
配角的奖项，但他参演的《间谍之桥》
却是这一晚的失意者，整整9项提名
最终只拿下这一个奖项。反倒是《还
魂者》横扫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
男主角、最佳摄影、最佳声音效果五
项大奖。《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路》
也拿下最佳剪辑、最佳艺术指导、最
佳服装设计、最佳化妆造型四项技术
大奖。

青年报见习记者 李金哲

本报讯 2月13日，电视剧《女
医·明妃传》登陆东方卫视，因刘诗
诗、霍建华等热门话题人物，该剧播
出三天就迅速成热搜话题。其中，剧
中所涉及到的历史、医学、服装等问
题被网友大量讨论，成为继《芈月传》
后又一部被科普的电视剧。

相对《芈月传》的科普程度，《女
医》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前《芈月传》
热播，大家纷纷对“芈”字进行讨论，
让这个平日里不常见的字变得家喻
户晓，也了解了战国时期秦宣太后执
政的历史故事。而仅仅播了3天的
《女医》，就掀起了有关“明朝女医从
业历史”、“真实的明制汉服”，以及

“中国古代医学知识”这三大话题的
讨论。被科普的网友，纷纷表示很涨
知识。

据介绍，《女医》是根据真实历
史人物事件改编的。知乎网友“小
花”对此进行科普：“核心故事改编
自明朝著名的‘土木堡之变’与英宗

复辟（又称‘’夺门之变’）事件。”并
根据剧照，贴出真实历史人物事件
进行阐述。其中刘诗诗饰演的“谭
允贤”，确有其人。为继晋代鲍姑、
西汉义妁、宋代张小娘子之后的第
四位女名医，著有《女医杂言》，享年
96岁。

该剧制片人黄澜曾表示：“《女
医》在道具、美术、服装、造型上，均参
考史书，力求还原明代生活之美。”对
此，历史迷们也表示认同，“单从衣服
来说，并不是很胡扯，还算靠谱。”

除了女医历史、明朝汉服，最让
网友关心的是剧中所说的医学知识
是真的吗？大家能像《神医喜来乐》
中药方，或是《大长今》中的药膳进行
效仿吗？对此，主创们表示请了多位
中医专家，坚持做到“所有的方子都
是从明以前的医书上摘得的。”剧中
药草铁皮石斛止血、徐太夫人中风、
燕子窝和油治恶疮、于家夫人小产血
流不止等诊治案例，都展示了传统医
学，超过了以往的古装电视剧，让观
众大呼“过瘾”。

中国女导演王一淳14日携处女
作《黑处有什么》亮相柏林电影节，赢
得观众的热烈掌声与好评。

这部影片的故事发生在河南的
一座小县城。1991年春夏之交，中
原飞机厂家属区内，一起强奸杀人
案打破了往日的平静。初二女生曲
靖和老留级生张雪的爸爸同为负责
这起案件的警察，却有着迥异的办
案风格。曲靖爸爸出身法医，办案
细致但得不到重用；张雪爸爸办案
凭直觉，因为破案率高，是单位的红
人。凶手很快被张雪爸爸抓到了，
但相同的强奸杀人案再次发生，张
雪也不知去向……

这部影片入选柏林电影节新生
代单元“14＋”版块。尽管该版块影

片主要针对14岁以上的青少年，但
影片放映当晚，还是有超过一半成年
观众观看。

“这部影片很好，真的非常有意
思，”《柏林晨报》记者安德烈娅·胡贝
尔说，“教育体系、男女关系、父女关
系、校园欺凌、违法犯罪……影片涉
及这么多话题，却依然能够深入探
讨。”她说，《黑处有什么》既悬疑惊悚
又不失幽默，“我问了好几个年轻人，
他们都觉得这片子不错。”

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单元选片人
玛丽安娜·雷德帕思说，之所以将《黑
处有什么》选入新生代单元，是因为
它是一部非常棒的影片，特别是片中
还有一些谜底没有揭开，引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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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光电齐放，3D4D一起来

童书变身游戏机，家长大伤脑筋

小李笑傲“英国奥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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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医·明妃传》热播

从历史到医学，全被“科普”了

小金人离莱昂纳多又近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