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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今日看点
● 13：15-14：15 《隋

书》修订本读者见面会（徐

俊、吴玉贵、孟彦弘、陈尚

君），中心活动区

●14：00-16：00 雨果

上海七日行：雨果与法国戏

剧（卢逸凡），建投书局

●18：30-19：30 “上海

地情普及系列丛书”新书发

布会（葛剑雄、薛理勇、田兆

元、张雪敏、王依群等），世纪

出版馆活动A区

● 19：30-20：30 《哈

利·波特》读者见面会（王瑞

琴、马博），中心活动区

今年上海书展推出“七系列”，其中就有“雨果上海七
日行”展览。在上海明珠美术馆参观“维克多·雨果：天才
的内心”展览的市民胡先生和儿子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他
们正在参加到上海书展中来。

这个展览汇集了巴黎博物馆联盟（巴黎雨果故居博物
馆）收藏的200多件大文豪雨果创作及相关作品，包含绘
画、雕塑、摄影、书籍、书信手稿、室内装饰、日常用品等全
方位立体展现。

上海书展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正在努力使书展
的样貌多样化，艺术展览正是书展的一种新形态。青年报
记者注意到，今年上海书展的展览不下10场，除了雨果展
之外，还有世纪文景推出的约翰·豪艺术展，约翰·豪是著
名插画师，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魔戒》三部曲。此外还有
上海译文出版社在静安嘉里中心举行的“日常之外，遇到
好奇心”特别策划。

胡先生告诉记者，“过去我们以为阅读就是看书，其实
阅读也可以是看艺术展览。”

会场增多、形式增多、内容增多

上海书展的16岁花季
今年上海书展给读者的一个强烈印象是，这个书展正在变得越来越“大”。事实上，上海书展早

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图书展销平台，通过“书展+”的方式，艺术展览、戏曲、音乐会、话剧等众多艺术
样式都与上海书展“无缝嫁接”。上海书展正在通过一些可行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的“朋友圈”，一个

“大书展”已经开始显现。 青年报记者 郦亮 实习生 陈丹

戏曲的传承必须靠戏曲人自

己去摸索，应该具有文化自信，而

不是自觉地退出阵地。国家级非

遗“越剧”传人、越剧表演艺术家茅

威涛作为此次书展最知名的戏曲

嘉宾之一，在接受青年报记者专访

时表示，她正在计划重返电台，像

戏曲前辈那样在电台里唱越剧，为

普及越剧加一把力。

茅威涛这次由上海音乐出版

社推出了有声读物《返场——茅威

涛从艺四十周年特辑》。这里的

“返场”一方面然是指茅威涛在进

行手术之后，重返越剧舞台；另一

方面则是指茅威涛“回到唱电台”

的计划。近年，越剧和其他戏曲剧

种一样，正在经历观众流失，剧种

发展出现困难的问题。茅威涛认

为，如果重拾戏曲演员唱电台的传

统，文化普及是有希望的。

曾经，唱电台是戏曲演员进行

艺术推广的一个重要方式。1939

年，越剧名伶马樟花和傅全香到电

台播唱特别节目为三友实业社作

广告，就此开越剧演员上电台之先

河。当时的戏曲演员白天唱电台，

晚上在戏园子唱戏，戏曲也就这么

传播开来。现在这种传统基本上

消失了，戏曲演员只会在舞台上演

出，这样的传播面十分有限。茅威

涛说，戏曲演员应该重返电台，将

听众们拉回从前，带回到曾经享受

的慢生活中。

很多青年人都是电台的听众，

这样一来，他们就有机会接触到戏

曲艺术。“我一直希望我的作品和

今天的人要有心灵碰撞。艺术家

要相信自己的直觉。通过上海书

展的平台，希望有更多爱书的青年

人关注越剧，关注传统文化。”茅威

涛说。同时她还透露，她正尝试将

越剧元素放进年轻人生活里必需

的东西，结合青年人追寻的新型文

化，让更多的青年人对越剧感兴趣

到挖掘越剧文化。她说：“希望给

自己一个交代，不要让尹派的血统

在传承中，被稀释甚至是消失。”

青年报记者 郦亮 实习生 陈丹

走过16届的上海书展现在面临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就
是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朋友圈”。

资深出版人李德明对青年报记者说，据他观察，今年上
海书展起码是从物理空间和业态两个方面在进行扩展朋友
圈的努力。物理空间方面，除了本埠分会场多达100个之
外，还首次开设了50个外埠分会场，把外地读者也纳入到
自己的影响范围，这是一个迅速扩展朋友圈的行之有效的
办法。另一方面就是业态。上海书展已经意识到书展不能
只卖书，单纯地依靠图书销售，文化的影响力是有限的。所

以出现了“书展+”。通过书展和展览、戏曲、音乐会等艺术
形式的结合，让书展最大限度地展现自己的魅力。换句话
说，上海书展正在努力是自己变得越来越大，成为真正意义
上的“大书展”。

事实上，“大书展”的影响力是无穷的。青年报记者在
采访中就注意到，有的原本不关注上海书展的人，因为参与
了上海书展中的艺术展览，而开始关注书展，进而走进书
展，参加其他阅读活动。“书展+”如同伸出了很多触角，所及
之处活力无限，书展的人气直线飙升。

书展和戏曲艺术紧密结合是今年上海书展的一大亮
点。在书展现场戏曲声悠扬，各色脸谱频线，让人仿佛进入
了一个戏曲的世界。上海京剧院此次在书展现场推出《大
圣来也——郑派悟空戏写真》。由一代京剧大师郑法祥开
创的悟空戏是京剧猴戏经典，几年前上海京剧院就推出了

“大圣来也”猴戏演出季。此次借着写真的首发，京剧表演
艺术家严庆谷带领上海京剧院的一众青年猴戏演员集体亮
相书展，为读者带来精彩的演出，现场叫好声不断。上海京
剧院将悟空戏的精彩瞬间定格成永恒，推出写真，同时为读
者带来演出，这是“书展+戏曲”的一次重要的尝试。

在书展现场，尚长荣与京剧名家陈少云、夏慧华等详细
讲述了京剧排演的过程，很多内容都是第一次披露，使得书
展现场俨然成了戏曲普及的舞台。

著名歌唱家王宏伟索性在书展中开起了演唱会，他高
歌了《在那遥远的地方》和《西部放歌》两首歌，博得现场阵
阵喝彩。上海音乐出版社此次在上海书展中推出《王宏伟
演唱歌曲精选》收录其20首代表作的歌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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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展览也是可以阅读的 歌唱名家现场亮相亮嗓

大书展名副其实 丰富的文化内涵让上海书展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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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演员
应该重返“电台”

读者在上海书展中能收获的越来越多。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