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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亮
现在在上海，公立图书馆举办

免费的阅读活动已经成为一种“标

配”。这也进入了公立图书馆的考

核体系，所以每逢周末，图书馆里便

谈书声声，充满了文化的气息。但

是这样的阅读活动参与的多为中老

年人，所以也有人笑言，如今的阅读

活动是一片“白发苍苍”。然而，黄

浦区明复图书馆上周末所举行的一

场阅读会却完全改变了人们的这一

观感。

这是一场有关英国作家伊迪丝

霍尔登著名自然观察笔记《一九 0

六：英伦乡野手记》的午后读书会。

组织者先是在该图书馆那片著名的

花园里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朗读

会，然后又在图书馆的花园洋房里举

办了这本书的品赏活动，以及各种植

物印染手帕体验、英式红茶品鉴、咖

啡杯鉴与手冲咖啡等相关活动。

参与者多为青年人，这是给青年

报记者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图书馆

馆长王巍对青年报记者说，他们正在

努力优化阅读会的读者年龄结构。

他们已经提出了“有声式阅读、分享

式阅读、浸入式阅读、深度式阅读”的

阅读普及计划，但是这些计划如果没

有青年读者的参与，那显然是不完整

的，也是无法取得成功的。

而阅读活动要想吸引青年人，就

必须想出一些新的办法。首先是推

广阅读的人。此次活动的朗诵环节

成员，图书馆请来了梧桐剧社。这个

剧社成员由清一色的白领组成，近年

非常活跃。而梧桐剧社的到来本身

也就吸引了大量青年读者的参与。

在图书品赏环节，主讲者自己也是一

个年轻人，不仅学识渊博，也会说各

种年轻人的俏皮话，这便拉近了与读

者的距离。其次是环境。该图书馆

首次在花园举行草坪阅读会，曼妙的

气氛，也符合青年人对于“小资”环境

的追求。

当然，更关键是必须运用青年人

所热衷的传播形式。此次活动之前，

明复图书馆联手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豆

瓣、APP等网络媒体上已经进行了一

波宣传，而在活动举办的时候，还请来

一家知名网络媒体进行了现场直播，

引来很多点击。这些手段都极大地

引起了青年人的兴趣，公立图书馆阅

读会的读者的年龄结构随之改变。

这应该是一场比较成功的阅读

会。由此来看，公立图书馆要真正进

行全民阅读的推广，不是办几场活动

那么简单，这需要从活动的主题、活

动的人员、活动的环境、活动的传播

方式来下功夫。这恐怕才是真正考

验办馆水准的所在。

“白发苍苍”不应是阅读会标配

青年报见习记者 明玉君

本报讯 继《红色》之后，张鲁一
再度参演谍战剧《麻雀》，这次他不再
是正义的“徐天”，而是大反派“毕忠
良”，他的演绎被网友称赞“暖心又冷
血”。在采访中张鲁一对于演反派有
着自己的理解，“就是要把反派演成
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坏人’”。

演员要让角色呈现多个层面
在《麻雀》中，张鲁一饰演的毕

忠良是汪伪特工总部特别行动处
的处长，工于心计、心狠手辣，但不
同于多数人对这类反派角色的简
单理解，张鲁一认为自己更想把他
演绎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比如毕
忠良对待身边的家人、亲人时，他是
一个善良的人；但在大是大非面前，
他没有选对自己的立场，就变成了十
足的恶人”。

如此有些“分裂”的形象让网友
在看得过瘾的同时，也心疼起张鲁一
是如何自由切换在这样的双面角色
之中。对此，张鲁一却表示并不困
难，“这不就是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嘛，
在不同场合、不同人面前表现出不同
的一面。我只是把这个人物立体地
呈现出来，让大家看到他更多层面而
已”。

为完整塑造角色，坚持自己配音
当观众们纷纷吐槽配音让人“出

戏”时，也有不少网友发现在《麻雀》
中，张鲁一没有选择专业配音为角色
发声，坚持了自己的原声。其实在
《红色》、《他来了，请闭眼》等剧中，张
鲁一都用自己的原声赋予了角色不
一样的特质。

他的配音也获得不少网友“低音
炮”的赞誉，但说到为什么要坚持自
己配音，张鲁一对记者坦言，“希望自
己能够完整地去塑造这个角色，哪怕
这个角色塑造得不好，也希望能够给
观众带来一个完满的‘毕忠良’，让观

众感受到自己的诚意”。
此次与李易峰、周冬雨等演员合

作，也可以说是实力派与新生代演
员的交集。虽然观众对于李易峰
的演技还有疑虑，认为还是显得

“青涩和稚嫩”，但作为演技派，张
鲁一这样评价李易峰在剧中的表
现，“他的进步自不必说，我相信大
家也能通过这部戏，发现他与以往
呈现出来的不同的表演方式，所以我
还是挺开心的。”

作为谍战剧方面的“前辈”，张鲁
一演谍战剧的经验比李易峰、周冬雨
丰富很多，他坦言会告诉他们一些方
式方法，但更多的还是导演给他们的
帮助建议。谈及与李易峰、周冬雨的
合作，张鲁一表示，“我发现了新生代
演员身上有许多年轻的、有活力的、
有创造性的、跳跃的东西，非常值得
学习”。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室内乐在古典乐重镇上
海，正在以可喜的方式发展。“重奏的
形式多了，场次多了，观众也多了。”周
日，中华艺术宫举行了贝多芬弦乐四
重奏作品专场音乐会，上海的尚·弦
重奏组在接受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

这场室内乐音乐会，是配合中华
艺术宫内最新大展“时间停留——世
界艺术大师马库斯·吕佩尔兹艺术
展”举行的，旨在向观众呈现不同时
期德国艺术大师的艺术理想和艺术

成就。音乐会是公益性质，免费向参
观者开放，记者在现场看到，上座率
近9成。

“以前大家说古典乐，都是听交
响乐，室内乐兴盛起来，我感觉是这
三四年间的事情。”尚·弦重奏组告诉
记者，“从演奏的形式来看，管乐重奏、
弦乐重奏，非常丰富；从观众来看，听
室内乐的人也很多。”确实，这种小而
精的音乐会，做得非常契合主题，除
了聆听贝多芬的作品外，舞台的大屏
幕上还播放了与贝多芬同时期的一
些当时在德国也非常赫赫有名的画
家作品，其中包含了丢勒、荷尔拜因、
门采尔、鲁本斯等人的作品，几种艺
术形式遥相呼应，非常有氛围。

即使在世界范围内，包括古典乐
兴盛的欧美，室内乐也是相对曲高和
寡的艺术形式，而上海市场渐渐起
来，重奏组成员告诉记者说，原因有
三个：“第一，听的人比以前多了，欣
赏水平提高了，这跟普及有关；第二
是硬件好了，演奏厅很多，东艺的小
厅、上交的小厅，都适合演奏；第三是
业内音乐家也比以前重视多了，其实
室内乐对音乐家要求高，因为不能像
在乐团里一样那么多人合奏，你状态
不好时能偷工减料，在院校室内乐也
变成了必修课，老师和学生都要更重
视了。”

古典乐重镇上海室内乐兴起

乐手更重视，观众期待精致

■文化动态

张鲁一在《麻雀》中的剧照。

室内乐一般以小型器乐合奏形式呈现。

张鲁一：把反派演成有血有肉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