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5文体2017年4月5日星期三
见习编辑蔡报望 美术编辑林婕

联系我们 qnbtyb@163.com

■文娱速递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今年4月26日是闻名世
界的美籍华人建筑师贝聿铭100岁
生日。日前由贝聿铭故乡的苏州美
术馆和苏州名人馆主办的“贝聿铭文
献展”开幕。展出了大量之前从未公
开的草图、影像和文献资料，帮助人
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贝聿铭为现代建
筑黄金时代所贡献的经典作品与哲
学思考。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贝聿铭
的第一个文献展。

本次展览分为六大部分：家源、
治学、建树、荣誉、祖国和回家，以图
片和模型的形式展示了贝聿铭的求
学经历和重要作品。贝聿铭1917年
出生于中国广州，10岁之后，他走进
了自己的故乡苏州。贝家拥有苏州
著名的古典园林之一的狮子林，园中
的山洞、石桥、池塘和瀑布给了贝聿
铭无穷的快乐与幻想。尤为重要的
是，园林生活让贝聿铭意识到：人以
创意为自然添色，自然也激发人的创
作灵感。这个理念成为他设计生涯
的原点。贝聿铭一生得奖无数，并于
1983年获得了普利兹克奖，成为第

二代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他最有名
的设计就是法国卢浮宫外的金字塔，
这个设计在公布之处广受争议，但是
现在已是公认的当代建筑设计史的
经典。

2002年5月，贝聿铭接受了苏州
博物馆新馆的设计工作，并认为这是
他人生中一段重要的旅程：“苏州博
物馆地处粉墙黛瓦的苏州古城，其建
筑必须与历史相融，其形态、配色、选
材都应有苏州地方风味，并由此达成
完满的协调。苏州古城亦需发展，因
地制宜并不意味着一砖一瓦地仿旧，
应该在传统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有
所更新。”

策划近一年的贝聿铭文献展得
到了贝聿铭和贝氏家族的协助与支
持。贝聿铭侄子贝念祺表示：“再过
一个月，就是伯伯的一百岁生日了。
他很高兴第一个详细介绍他一生设
计的展览在故乡开幕。自从2006年
参加苏博新馆开放活动之后，伯伯一
直会问起苏州，他想念苏州，想念苏
帮菜和他最喜爱的鸡头米。希望大
家仔细看这个展览，因为其中有很多
第一次向公众开放的内容。”

所谓的“共享图书馆”其实就是
一个网络图书馆。模式是这样的：读
者登录图书馆的平台（比如“借书
人”），挑选自己喜欢的图书，然后支
付押金和服务费，即可等候图书送上
门。“共享图书馆”里其实本来是没有
读者想借的这本书的，他们只是提供
了一些图书的信息，收到读者下的订
单之后，他们就用读者的押金去购买
相应图书，同时利用服务费来提供送
书上门等服务。

和其他实体图书馆相比，在“共
享图书馆”里借书来读没有时间限
制，想什么时候换都可以。读者将书
读完，只需自付费用将书寄还给“共
享图书馆”就能收到押金。这也就完
成了整个借阅的过程。有人做过一
些尝试。比如在平台上想借一本定
价为48元的书，下单后显示，押金为
48元（注明还书后返还），服务费为
8.96元，总共需要支付56.96元。

“共享图书馆”被认为是处介于
买书和图书馆借书之间的一种模式
——买书费用高，闲置在家占用空
间；去图书馆借书时效率太低，耗费
时间，而“共享图书馆”似乎可以避免
这些所有的问题。这种共享图书的
模式推出之后，读者非常踊跃。以

“借书人”为例，目前每月的借出量在
2000本左右。

但是“共享图书馆”的模式似乎
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其实在“共
享图书馆”出来之前，网络图书馆已
经出现。最有名的当然是青番茄借
书网站。这些网站走的是“限时限
量，过期交罚金，送书上门，同城服

务”的路子，但是事实证明，这些路子
未必走得通，第一批网络图书馆几乎
都以失败告终。虽然“共享图书馆”
的经营者强调它们与早期网络图书
馆有诸多不同，但就实质而言，“付押
金借书”这一点是一样的。

虽然“共享图书馆”吸收了现在
很多公立图书馆“你看书我买单”（读
者可去实体书店挑选自己喜欢的书，
然后由图书馆买下，再借给读者）的
做法，使得图书馆的图书符合时令，
更接地气，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读
者显然要在经济上花费更多。已经
有读者指出，如果借一本书的服务费
就高达将近10元，那还不如自己购
书，现在一本电子书也差不多是这个
价（虽然“共享图书馆”的经营者说，
图书借的越多，服务费越低，但是既
然要付钱，这便与公立图书馆的免费
借阅形成了一种区别）。

说到底，要读者花钱借阅也可
以，但就看能借到什么书了。如果是
所谓的新书，只是比公立图书馆快了
几个月，那未必能吸引读者掏腰包。
但如果是市面上少有的珍稀品种，别
处无借，独此一家，那对于有需要的
读者来说，花再多的钱也是愿意的。
但是从现在的“共享图书馆”来看，他
们好像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他们
还只是停留在新潮阅读的阶段。

出版人章秦川对青年报记者表
示，“共享”进入图书领域当然是一件
很好的事情，这对于推广阅读大有裨
益。但是究竟如何“共享”，如何让

“共享”质量更高，同时又使“共享”的
模式可持续，这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由梦工厂动画制作的动画片《宝
贝老板》上周末三天吸金约4900万
美元，成为北美周末电影票房榜新科
冠军。

改编自同名儿童图书的《宝贝老
板》3月31日在北美开画后，与已经
连续两周占据北美周末票房榜榜首
的《美女与野兽》展开激烈竞争，最终
险胜。这部风趣幽默的家庭喜剧类
动画片由《马达加斯加》三部曲导演
汤姆·麦克格雷斯执导，讲述了一个7
岁男孩对于新生儿弟弟的到来感到
不满，他发现这个智力超群的婴儿弟

弟并不像看起来那样单纯，兄弟二人
于是展开一场父母最爱的争夺战。

迪士尼奇幻电影《美女与野兽》
以4750万美元退居北美周末票房榜
第二，该片上映三周后的北美票房总
收入达到约4亿美元。

由派拉蒙影业出品的真人版《攻
壳机动队》排名第三，周末三天入账
约1900万美元。狮门影业和萨班公
司共同推出的《超凡战队》（1450万
美元）以及华纳兄弟的《金刚：骷髅
岛》（880万美元）分别名列北美周末
票房榜第四和第五位。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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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了缅怀这些离世的艺术
家，清明期间天蟾逸夫舞台策划推出了

“梨园记忆”主题缅怀纪念活动，以多种
形式让更多的后人了解前辈艺术家的
艺术成就、艺术人生及个人魅力。

近几年，梨园界不断有著名表演
艺术家驾鹤西去，京剧界的梅葆玖、
李世济、王玉田、李毓芳、方小亚等，
越剧界的毕春芳、范瑞娟、周宝奎等，
沪剧界的王盘声，滑稽界的双字辈吴
双艺和绍剧界的十三龄童（王振芳）
等，这一批耳熟能详的戏曲表演艺术
家先后离世，不仅对戏曲艺术行业是
很大遗憾，对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则
是更大的损失。而天蟾逸夫舞台作
为上海唯一一家专业戏曲演出场所，

近百年的历史见证了梨园届的兴衰
沉浮，可以说这些已故艺术家都曾在
天蟾逸夫舞台登台演出。

昨天，第一期的“梨园记忆”活
动，天蟾逸夫舞台与戏迷观众一同缅
怀了今年1月刚刚去世的上海京剧
院京剧表演艺术家方小亚。主攻刀
马旦、武旦兼花旦的方小亚多才多艺、
文武兼备，具有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
成功塑造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艺术形
象，深入人心。从演出一线退下来后
的方小亚为普及海派京剧艺术作出
了突出的贡献。纪念会上，方小亚的
亲友、同事们和学生们将共同回忆她
生前的工作和生活往事。生动还原
方小亚卓有才华的舞台表演艺术、执
着追求京剧艺术的敬业精神以及乐
观开朗、明亮纯粹的艺术家风范。

推广思路仍是只收服务费，押金将返还

模式缺新意“共享图书”任重道远

百岁贝聿铭个人文献展开幕

“共享”经济大热，很多行业都开始尝试“共
享”，自行车、汽车，现在是图书。最近一些“共享图
书馆”的出现了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但这热闹
究竟是因为新鲜，还是真的物有所值？“共享图书
馆”的模式究竟能走多远？青年报记者就此展开调
查。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梦工厂《宝贝老板》登顶北美票房榜

逸夫舞台清明节推“梨园记忆”缅怀活动

纪念近年已故戏曲表演艺术家

该片是《马达加斯加》三部曲导演的全新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