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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很多“新课标必读”都是自封
接到读者的反映，青年报记者着

手进行了调查。现在很多书上在封
面醒目位置印着的“新课标必读”中
的“新课标”，指的就是教育部制定的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前者管
的是小学和初中，后者管的是高中。

在这些课标的末尾列了一些课
外阅读的建议书目，但是不多，加在
一起也就是几十种，显然不可能造成

“新课标必读”图书铺天盖地的效
果。这样一看，问题也就在来了。青
年报记者在网上随手查询，就查到一
套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5 年出版的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在网页上赫然
写着“教育部语文新课标必读推荐丛
书”的字样。但无论是《全日制义务
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还是《普通高中
语文课程标准》，都没有找到对于这
套书的推荐。想想也是，课标是不太
可能推荐探案小说的。

这种有些弄虚作假的情况非常

普遍。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今年6
月刚刚推出的一套《世界儿童文学名
著》10册，在封面上印着“语文新课
标必读”。收纳的 10 部小说，只有
《鲁滨逊漂流记》和《格列佛游记》是
课标里提到过的。其他大多数均是
夹带的“私货”。当然，出版社也有他
们的解释。说课标里列了一些名著
之后，会用一个“等”字，而其他作品
就在这个“等”字里。这种解释当然
是让人啼笑皆非的，让人感觉到一种
做书的“不老实”。

把“建议”变成了“必读”
弄虚作假之外，还有另一种情

况。青年报记者注意到，无论是《全
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还是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在提到
课外阅读的书目时，用的都是“建
议”。可是在出版社推出图书时都
变成了“必读”。只要有一点语感的
人都能觉察出这两个词的区别，“建
议”是参考之意，可听可不听，而“必
读”显然具有强制性，似乎不读这些

书，考试就没办法通过，人很快就会
被淘汰。这又是出版商玩的一个小
伎俩。

无论是自封“新课标必读”，还是
把“建议”变成了“必读”，这显然都是
一种对于读者的诱导和欺骗。出版
社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借着应试教育
的名头，把手上那些重复出版的世界
名著给推销出去（这些“新课标必读”
图书大多数都是重复出版的图书，有
的名著已经被出版了几十次上百次，
如果不弄一个“必读”的名头，恐怕是
很难卖出去的）。事实上，出版社这
么做已经有很多年了，没有深究之
前，很多读者还觉得教育部管得太
多，连福尔摩斯也要让孩子们“必
读”。

出版人洪辉对青年报记者表示，
出版营销本没有过错，但如果欺骗读
者，那就涉嫌违法了。读者有权起诉
相关出版社，要求赔偿。当然，在这
一而再，再而三地玩花招，故弄玄虚
之后，出版社的信誉也将大大受损，
最终难免会被读者摈弃。

“新课标必读”图书被指猫腻重重

过度“出版营销”正消磨阅读热情
最近一些学生家长向

青年报记者反映，他们怀疑
现在铺天盖地的“新课标必
读”图书存在欺骗行为。因
为一些标榜必读的图书在
新课标里根本找不到。“新
课标必读”作为一个图书宣
传的噱头已经存在很多年
了，很少有人去怀疑这个噱
头存在的合理性。难道，这
么多年，读者都被骗了？

青年报记者 郦亮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随着网络的崛起，观众
的关注入口，也从传统的电视转移，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原先传统渠道的
社会责任和行业引领责任，也自然而
然地落到了新渠道的头上。记者在
近日的采访中也发现，主流视频平台
在自制网络综艺、网络剧的过程中，
也有意识地在强调自身的这两大责
任。

爱奇艺打造了一档网综叫《萌宠
小大人》，请来了刘涛和青年演员曾
舜晞带领六位“小大人”和六只狗相
伴。而这个节目研发的初衷，就是通
过任务制的形式，让“小大人”转变了
原来的依赖心理，学会独立生活，甚
至学着对另一个小生命负责；他们也
第一次脱离了原来独生子女的生活
模式，学会和同龄人分享自己的快
乐。在这档节目中，刘涛完全“放飞
自我”，和孩子与宠物打成一片，甚至
在教育孩子“不要让陌生人进家门”
时，她还扮演了史上最夸张的一条

“蛇精”，被孩子们拼命攻击，“要怎样

才能真正培养起孩子的安全意识？
有时候我们根本不懂，而节目一直跟
着心理学专家，碰到问题总会及时讲
解，给出方案。”刘涛说。

而制作方、爱奇艺CEO龚宇则告
诉记者，节目积极响应广电总局提
出的“坚守社会责任，满足人民精神
文化新需求”的新使命和新要求，用
寓教于乐的方式，迈出了探索新式
儿童教育模式的一步。“其实我们心
里面看到这么天真、单纯的小孩的
时候，再看到社会上的一些新闻的
时候，有的时候心里会非常的难过，
所以节目的主题是培养小朋友的社
会力，除了让他们适应社会以外，还
有一个在极端的情况下有个自我保
护的意识，这是除了娱乐以外更大
的现实意义。”

除了网络综艺，网络剧也同样
担负起了这样的责任。搜狐视频前
不久推出了科幻推理网剧《端脑》，
也是运用了当下年轻人喜闻乐见的
推理形式、爱情加闯关游戏的内核，
来推广国漫。众所周知，提到国漫，
很多年轻人的概念就是“国漫少精

品”，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改编，需要
让国漫以更多的形式进入年轻人的
生活。

这部漫画作为“有妖气三大IP”
之一，长期位居经典排行榜第一名，
点击量超23亿，被称作“扛鼎国漫”，
后来改编成动画，上线全网播放量破
2.1亿，成绩不俗。上海前不久曾经
提出过“国漫振兴”的概念，如何振
兴？得在品质上率先赶上，不少行业
内推崇这部漫画的理由是，“它的分
镜是国内顶级的”，而一部做得好的
分镜漫画，能带动影视和衍生品的共
同发展，因此，它的行业意义，要远远
大于它的内容本身。

当然，国漫要吸引的是年轻人，
从改编上来说，轻科幻并不容易做
到，“题材稀缺，导致画面和制作的经
验在目前市场上都非常稀少，但必须
要走这一步，否则这个产业没法进
步。”总制片人丁润桐透露。

无论是社会责任还是行业责任，
以往都让人感觉是传统媒体立足的
根本，但如今，新媒体已经自发去往
这个方向。

平台转换 网综网剧需担起更多责任

小剧场戏曲节
青年人才的“温床”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由上海戏曲
艺术中心主办的2017年（第三届）上
海小剧场戏曲节，12月10日到23日
将在周信芳戏剧空间举行。经过评
审与筛选，共有9部作品参加展演，
其中正式入围剧目6部，特邀剧目2
部，祝贺演出剧目1部，涵盖了7个
剧种。淮剧、豫剧、彩调等剧种都是
第一次亮相上海小剧场戏曲节。

小剧场戏曲，顾名思义就是有别
于一般戏曲大舞台、大制作、众多演
员等表演方式，剧场不大，演员一般
也就两三位，作品内容很精致，有的
还充满了先锋性。小剧场戏曲特别
适合青年戏曲演员组团来进行演出，
因为这不需要太多资金投入，还能尽
展他们的才华。也因此，举办小剧场
戏曲节，也就成了上海推介青年戏曲
人才，搭建新生代戏曲人释放与碰撞
的平台、青年戏曲人与当代青年观众
之间的沟通桥梁，为当代戏曲注入

“新鲜空气”的一种手段。
此次入选小剧场戏曲节的9部

作品充分地体现了戏曲的丰富性。
上海淮剧团的人文新淮剧《孔乙己》，
改编自鲁迅鼎鼎大名的小说。该剧
编剧、上海淮剧团副团长管燕草对青
年报记者说，这完全是一个剧团青年
在一起“玩”出来的戏。两个演员一
个生于1986年，一个生于1988年，
其他演职人员都是90后。但是就是
这样一出“玩”出来的戏，却充分体现
了现在青年戏曲人的一种精神风貌，
他们其实比人们想象的更为专注于
戏曲，只不过是以他们的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参演的9部
作品很多都是在国内外演过多次的
很成熟的作品。《孔乙己》就曾进京演
出，广受好评。上海昆剧团的《椅子》
也是蜚声海内外。至于上海越剧院
的《洞君娶妻》则更是“网红”作品，此
次演出一开票，就被抢去了大半。

青年画家推新作
水彩展现“徐汇故事”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上海优秀青
年画家罗陵君的最新画集《徐汇故
事》日前亮相上海书城福州路店的

“全国新书发布厅”，正式与读者见
面。这位80后青年美术家在不久前
上海美术最高奖白玉兰奖的评选中，
他的一幅名为《徐家汇》水彩粉画一
举获得5个优秀奖中的一个。

作为一位上海本土画家，罗陵君
善于从自己的角度，热情而不失理性
地去描绘这座城市。这些画作无不透
着沧桑与温情，如一个老者在娓娓讲
述过去的事情。罗陵君对青年报记者
说，自照相术出来后，画家就应该有新
的追求，就是要画自己的东西，要融入
自己的情感，而不仅仅是追求形似。
这就是画作和照片之间的区别。对于
《徐汇故事》，上海著名女作家惜珍说：
“罗陵君是怀着对自己母亲城市的深
厚感情在画着上海，那些画有温度，有
情怀，有着深深的感染力。他的画中
有时光的烟尘，有历史的氤氲，给人的
感觉似曾相识又恍如隔世，足以唤起
我们共同的城市记忆。”

课外阅读已成许多学生学习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