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对于巴洛克音乐爱好者
来说，丹麦哥本哈根协奏团是如雷贯
耳的名字，这支世界知名巴洛克乐
团，近日在室内乐大师拉斯·乌尔里
克·莫特森的执棒下亮相上海大剧
院，带来了难得一闻的全套巴赫《勃
兰登堡协奏曲》。这次的演出，颇有
新意，对此，莫特森解释：“我们不希
望音乐像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使音
乐尽量有时代特色，且 新鲜、出人意
表，就像我们来到巴赫300年前刚刚
写作它们的时代那样。”

《勃兰登堡协奏曲》是巴洛克时
期德国最重要的作曲家约翰·塞巴斯
蒂安·巴赫最负盛名的管弦乐作品之
一，由六首乐曲组成。作品展现出巴
赫的创作天才和精湛严密的作曲技
巧，也如同一座由音乐构筑的博物
馆，将巴洛克时期的乐器演奏技法、
复调音乐创作技法等留存至今，被瓦
格纳称为“一切音乐中最惊人的奇
迹”。

据透露，此次在上海大剧院的演
出，也是丹麦哥本哈根协奏团2019中
国巡演的第一站。协奏团还将前往北
京、天津、武汉、长沙、广州进行演出。

上海大剧院上演原汁原味巴洛克音乐 大师莫特森：

不希望音乐像博物馆里的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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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2019 年初，湖南卫视
《歌手》节目组选出了一位专家推选
歌手。这位名叫毕书尽的男歌手，现
场演出实力让节目制作部门及参与
竞演的歌手们给予了大大肯定，也被
网友赞为“被颜值耽误的好声音”。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其实已经出
道9年，这么久的坚持，对任何一位
歌手来说都不容易，他坦言：“音乐给
我了梦想和希望，我现在希望把它传
递下去，希望我的歌能带给正在为追

梦而苦的人一些慰藉。”
毕书尽是中韩混血歌手，出生在

韩国，属于唱作型歌手，是在中国台
湾、东南亚拥有超高知名度及优秀传
唱作品的新生代唱将，同时兼具偶像
魅力。他创作了很多歌曲，也发表了
许多专辑，大多是自己创作。

很快，这个九年来不断努力的男
孩等来了自己的巡回演唱会。近日，
毕书尽2019“Be better”巡回演唱会
在上海宣布正式启动。

发布会现场公布了此次巡演城
市，包括上海，成都，广州等。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一年一度的上海城市
艺术博览会（AArt）今天到5月12日
将在衡山路十二号豪华精选酒店举
办第八届展会活动。春秋两季素来
是上海的两大艺术旺季，上海城市
艺术博览会此次选择从秋季移师春
季，将为5月的上海艺术世界带来更
多艺术市场互动和艺术生活的对话
交流。

今年的上海城市艺术博览会最
大看点还是“画廊荟萃”板块。有近

40家世界著名画廊和文化艺术机构
参展。其中包括奥赛画廊、传承艺术
中心、敦煌艺术中心、朵云书院等。
在过去举办的历程中，上海城市艺术
博览会发现这座城市的青年艺术力
量的旺盛，并且认为只有抓住青年艺
术，未来才有希望。所以今年的博览
会也将提供年轻创作者、设计师、艺
术经理人，以及文化创意品牌更多的
展示、互动机会。除“画廊荟萃”展区
之外，推出了“城市创新秀”及“艺术
礼物”两大展区，这里汇集了中国目
前最新锐的青年艺术家。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最近一些地方出现了一
种公共藏书楼，为读者提供图书托管
服务。据青年报记者了解，公共藏书
楼的模式一经推出就受到了读者的
热烈追捧。不过，由于公共藏书楼对
硬件和软件的要求都很高，这种模式
能否推广尚需观察。

公共藏书楼：众藏、共阅、分享
在北京西城区有一家停业已久

的红楼电影院。最近当地政府将这
座有近70年历史的二层小楼，改造
成了全国首座公共藏书楼，采取的是
政府提供空间，委托社会机构运营的
模式。这座公共藏书楼很不一样，因
为整座藏书楼对私人藏书开放。

青年报记者了解到，这家公共藏
书楼运作模式的核心就是“众藏、共
阅、分享”。所谓“众藏”，就是指藏书
来源于社会公众，读者可以把自己的
书拿给藏书楼保管。目前，藏书楼已
经入藏了8万册图书。而“共阅”指
的是这些藏书是供读者免费借阅
的。而“分享”则是图书藏家、作者通
过读者阅读来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
思想感悟。

当然这家公共藏书楼最关键的
还是“众藏”。这相当于读者将自己
的藏书拿给藏书楼托管。据青年报
记者了解，公共藏书楼入藏图书分托
管、捐赠和合作三种方式。“托管”是
指图书所有人将藏书存放在藏书楼，
所有权还属于委托者，但可以供公众
免费阅览，一期以5年为限，5年期满
后根据托管者意愿延期托管，或永久
托管，或转捐赠。

“入藏门槛”是藏书楼生存关键
青年报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

还没有出现公共藏书楼。在与记者
进行交流时，一些上海的图书人都普
遍地认为公共藏书楼是一个很好的
模式，但又认为在管理机制上需要细
化才能长久。静安区图书馆宣传辅
导部负责人杨圣洁对青年报记者表
示，如果公共藏书楼的图书都可以供
人阅览，那么一些名家的藏书、一些
珍贵的读本在借阅的过程中发生了
损坏怎么办？图书馆的借阅都是有
层级的，对于越珍贵的藏书，借阅的
门槛就越高。那么公共藏书楼的借
阅是不是也应该有这样的区分？这
都是需要细化的。

当然另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是，什
么样的书才能入列藏书楼？杨圣洁
说，这自然是需要把关的。其他不
说，如果有人把盗版书放到藏书楼
来，那岂不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图书
界资深人士、钟书阁缤纷广场店店长
朱兵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告诉
青年报记者，公共藏书楼是一种更高
端的“图书漂流”，应该有相当一部分
读者藏书在通过被借阅之后（可能会
折旧损耗）而成为赠书。这就需要把
关了。像北京的公共藏书楼有上下
两层2000多平方米，也不过能藏10
万册图书，现在已经藏了8万册，即
将饱和。如果对读者藏书来者不拒，
那没有一家藏书楼能支撑很久。 当
然，为了让公共藏书馆能够生存，显
然不是所有的书都能被托管的。这
就需要一个“入藏门槛”，但是这个标
准如何制定，谁说了算，这都是需要
探讨的。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提起网络剧，很多人的
第一印象是它们都在用流量明星去做
大IP。但近些年来的实践却证明，这
两者往往不能帮助网络剧成为一个

“精品”。昨天，上海网络视听季2019
第一期活动举行，来自政府、平台、企
业和网络剧创作者们共同的认知是，

“回归内容”正越来越被行业重视。
网络剧的市场变得越来越大，这

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这两年，它的发
展似乎碰到了瓶颈。腾讯视频电视
剧副总监孙宏志也在发言中提到，在
线视频行业的增长近年有所放缓：

“2015、2016年增长比较快，最近几
年增长率有明显放缓的迹象。同时
网络剧的播出数量还是在逐年上升，
尤其 2018 年的时候上升数量比较
大，反映出环境有一个变化。在这样
的背景下，对每个视频创作者和视频
网站都是挑战。”爱奇艺戏剧中心网
剧商务总经理胡蝶也说，大的制作并
不意味着大的流量，反而“从2016-
2019年，爱奇艺单个分账网剧的收
益值都在不断往上突破，不断突破自
己的天花板。”

这是为什么？当然是因为观众
变得更加挑剔，以往“大IP+流量明星
=成功作品”的模式，已经失灵了。在
这样的情况下，创作好的内容成为了
行业共识。“以前，内容人在山这边，
观众在山那边，中间的山就是平台，
内容人把内容给平台，平台决定你好
不好，给你多少钱，这是间接的沟通

模式。现在，比较直接的方式取代了
间接沟通，就是我们直接让内容人拿
个内容跟观众对话。”阿里大文娱优
酷事业群网剧中心总经理迟铭说，对
内容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了视频行业
的重大变化。孙宏志也表示，用户可
能很快、甚至已经开始了直接决定内
容人的收入。

怎样做到内容为王？“一定要创
新，《延禧攻略》爆了，马上一堆《延禧
攻略》出来了，什么什么爆了，马上同
一类超了很多，其实都没有新的水
花。一定要创新，你的创新一定在某
一方面做到极致，不用说题材创新，
比如说很细小的地方做到了创新，就
能为剧带来关注。”迟铭说好的创意
能为网剧带来关注，好的故事可以产
生高粘性、高时长，但只有精良的制
作才能产生口碑，“很多项目非常可
惜，故事非常好，因为画面呈现的质
量，服化并不是很出色，导致观众很
挑剔，直接在这个环节就流失了，也
不能产生后续的口碑和传播。”有了
口碑和传播，才能引发更多的关注，
再能良性循环，让市场越来越大。

市场和观众，主导了整个行业的
急剧变化，这也让上海文化和旅游局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处处
长游海洋感慨不已，他说：“在这些
年，尤其是从去年到今年，网络视听
产业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市场
趋于理性和稳重，对内容质量和口碑
日益重视，网络视听节目品质继续精
进；一方面网络视听内容趋向多元
化，满足日益增长的用户需求。”

内容回归受行业重视

网络剧不再迷信IP和流量明星

公共藏书楼为私家书提供托管

第八届上海城市艺术博览会揭幕

出道九年终被发现实力

毕书尽：音乐给了我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