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从第一届的 !"岁中年人作为
最年轻参与者，到如今 #岁儿童竞相
登台，上海浦江沪剧节用了四年时
间，为百年沪剧传承输入新鲜血液。

昨晚，第四届上海浦江沪剧节
暨“乡音和曲”沪剧邀请赛颁奖展
演在上海城市剧院火热上演。#岁
女孩毛珺宜在京剧、沪剧融合作品
《智斗》中演绎机智沉着的阿庆嫂，
并由沪剧名家王明道和上海京剧
院国家一级演员傅希如配戏。在两
位大咖的衬托下，个子娇小的毛珺
宜毫不怯场，演唱有板有眼，对角
色的表达远远超出稚嫩的年龄。王
明道表示，小姑娘特别有灵气，台
风稳健，无论是彩排、走台都一遍
就过，“看到沪剧后继有人，真是比
什么都开心”。除了毛珺宜，张浩轩
的沪语表演唱《小镇之恋》，唐藩真

的《飞上蓝天》都让人印象深刻。在
$%& 名演员带来的整场演出中，'
个七八岁的孩子展现“初生牛犊不
怕虎”的风采。
不过，四年前浦江沪剧节的舞

台上并没有孩子的身影。和不少戏
曲剧种一样，沪剧一直处于传承与
发展的瓶颈。浦江沪剧节总策划朱
伟忠回忆，开始两届浦江沪剧节的
参赛参演百姓主要集中于老年观
众，“第一届最年轻的参赛者达到
!&岁”。为了吸引更多孩子走近沪
剧，去年浦江沪剧节首次增加了儿
童沪剧表演环节。今年沪剧节再下
一城，从前期的比赛设置着手，首次
细分为少儿组（()$#岁）、中青组
（$')*&岁）、老年组（*$岁及以上）。
“今年，上海每个区的孩子都很踊
跃，娃娃选手猛增，同时高质量的作
品也多了。”他介绍，只有最终获奖
的选手才能进行展演。像这次登台
的毛珺宜、张浩轩等都一路过关斩
将，舞台实力自然不俗。

本报记者 肖茜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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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追求“爆款”的创作风潮中，影视
剧正越来越依赖大数据的测算。但最近，
山东影视总经理晋亮、编剧洪靖惠等都
直言，现在都拿大数据说话，但大数据其
实都是滞后的，都是在跟风，而不是鼓励
艺术创新……

大数据让编剧痛苦
随着云计算和大数据的蓬勃兴起，

通过大量数据分析，来挖掘观众的兴趣
所在，从而指导影视创作已越来越多地
引起影视业的关注。有专家认为，美剧
《纸牌屋》第一次将大数据技术运用于
影视创作之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对我
国投拍的电影《美人鱼》的大数据分析，
也为今后影视创作提供了大量可供参
考的依据。甚至有人认为，得大数据者
得天下。
大数据真有这么牛、这么神吗？
对此，曾创作了电视剧《亲爱的翻

译官》（见上图）《我是杜拉拉》等和话剧
《大清相国》的编剧洪靖惠对本报记者
说，由于现在影视圈经常有人会拿着大
数据，要求编剧如何设计人物、如何安
排情节、如何在数分钟内出现高潮，这
让编剧们感到十分苦恼，因为好的剧本
都是编剧有感而发，来自他们对社会生
活和人物情感的独特感悟，绝不可能像
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可以不断复制、跟
风。但资本却拿大数据说话，用市场营
销的一套来取代艺术创作规律。据她所
知，有家公司用大数据来测《甄嬛传》，
评分并不高，相反大数据得分很高的
剧，往往收视遭受“滑铁卢”。

大数据屡屡"看走眼#

在近日举行的全国电视剧工作座谈
会上，曾接连推出了《闯关东》《老农民》
《父母爱情》《北平无战事》《琅琊榜》《伪
装者》《欢乐颂》等荧屏佳作的“山影”晋
亮团队受到了表扬。而引领这些佳作不
断涌现的也并不是大数据，而是绝不跟
风，坚持不断创新。晋亮说，如当初《父母
爱情》也有人用大数据分析，并不看好
它，但事实则完全相反。
中国电视制片委员会副会长李洋近

日在上海也指出，许多军事题材影视剧

在上映、播出前并不被市场看好，但最终
都成了“爆款”，比如电视剧《亮剑》《士
兵突击》，比如已拿下 *(亿元票房的《战
狼 +》。市场屡屡“看走眼”，是大数据不
靠谱，还是观众太难捉摸？
《亮剑》开机前，李云龙的故事其实

是被市场质疑的，理由就是“之前没有同
类项”。但谁能料到，这部 $&多年前拍摄
时每集投资仅 !,万元的电视剧却创造
了收视奇迹。《士兵突击》更是如此，但当
时被业内认为是“三无产品”，即无美女
爱情，无明星效应，无传奇故事，连一点
点走红的元素都没有，李洋当时请了 $&

多位专家来看，都一边倒地认为前景不
妙。但恰恰是它异军突起，风靡荧屏，剧
中许多金句流传至今。具有爱国主义情
怀的《战狼 +》遭遇同样如此，一些院线
经理起先也有不少疑虑，认为此片不见
得“好卖”，理由就是“观众不喜欢”。不能
认为这些经理都是在故意刁难，其实他
们就是根据以往数据“误判”了。但《战狼
+》最终轰动了，创下了中国影院票房新
纪录。

数据扼杀创作才华
大数据频频“看走眼”说明了什么？
其实，数据经过统计都是客观存在，

关键是你如何理解它、运用它。如果把大
数据作为过去市场的数字参考，这一点
没有错，但若用大数据来指导创作却大
错特错。因为，艺术贵在创新，不是一味
模仿、盲目跟风。问题恰恰在于，资本在
介入时就用大数据来说话，并由此来决
定选题、人物、情节、桥段……编剧很多
是委托创作，命题作文。这就是说，剧本
创作前，数据分析就已规定了许多条条
框框。这样一来，再有创作激情和艺术才
华的作者，也会被冷冰冰的数据所扼杀。
“敢为天下先”“勇于突破”“别出心裁”
“独树一帜”等艺术创新就不会再有，更
不敢去超越前人。
难怪有业内人士指出，古代诗词、书

文朗读，是怎么也无法用大数据来“算出”
它会红火于荧屏的，《中国诗词大会》《诗
书中华》《朗读者》《见字如面》等如果不是
节目组的文化坚持和模式创新，根本不
会有今天的成果。大数据监测虽能对市
场风险进行一些规避，但把它捧为神话，
却导致了趋同化跟风；跟风，其实是误入
了创作死胡同。 本报记者 俞亮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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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很有意思!鼓吹大数据神话的人常

以美剧"纸牌屋#为例!但"纸牌屋$编剧

之一约翰%曼凯维奇却并不这么认为&

他直言'大数据的运用被夸张了!至少

从剧本创作的环节来看!(纸牌屋#并没

有关注网络数据& )

约翰%曼凯维奇在担任上海电视节

评委时说!(纸牌屋$共有 !名编剧!创作

时!大家并未关注过网络数据!而是集中

精力将故事讲得有趣*专业且有深度&他

的这番话!直接拆穿了国内某些专家所谓

大数据的神话其实是吹牛&(纸牌屋$火爆

根本就不是网络大数据的测算结果&

制造出大数据的神话当然有其目

的&因为!艺术规律无疑更难把握!大数

据却能让外行一夜间变成'内行)!并挟

资本之重对艺术家'说三道四)!但神话

太神!最终只会害了艺术创作& 俞亮鑫

大数据被吹成了神话

! ! ! !本报讯（见习记者 赵玥）近日，
有读者反映上海图书馆的不少馆藏
在网上有销售，经过详细调查后，昨
天上海图书馆回应澄清：不属实。之
后又发布了长篇调查报告。
最近，上海市杨浦区、松江区两

家区级图书馆的部分图书外流至旧
书网，部分系图书馆逾期未还图书。
这些珍贵的古旧书籍流出图书馆后
甚至被标上了天价售卖，一套 $+册
的《册府元龟》售价 $### 元，一套
#+册的《古今图书集成》售价甚至
达到了 $-#万元。

随后，上海图书馆馆藏也被曝
在网上有销售，如作者签名捐赠
给上图的《盛宣怀研究文集》（见
上图）《空谷回音》等。上海图书馆
对此非常重视，'月 ( 日先发布了
一则情况说明，表明网传签名本
中除个别调拨他馆馆藏或转赠他
馆文献，其余均非上海图书馆馆
藏。部分捐赠的签名本已被收入
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
长期保存，其余仍在提供正常文

献借阅服务。
经过详细调查后，昨天上海图

书馆又发布了长篇调查报告，每一
本网传图书都被工作人员在系统里
查找出来，确认在架后拍摄了近百
张照片罗列在报告里。网售的《盛宣
怀研究文集》，+&&# 年上海图书馆
曾接受作者捐赠 !册，+&.+年将阅
览本调拨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图书
馆，+&$*年 (月返回后，上海图书馆
将此书作剔旧处理，另外 ,本仍在
架上供外借和阅览。
读者指出的多数网售书籍都安

然陈列在库，还有一部分上海图书
馆表示从未有过馆藏记录。对于部
分名人题词书籍，上海图书馆工作
人员比对了网传本和馆藏本题词的
落款、笔迹、印章的位置以及尺幅大
小，均有所不同，确认了网售图书是
伪造本。网传川崎良孝《少数知识的
自由、图书馆》有签名本在售，上海
图书馆表明，川崎良孝先生从 +&&!

年至 +&$%年多次捐赠的图书均在
架上，但从未有过签名本。

上图馆藏流入旧书网？
上图回应!不属实

浦江沪剧节用四年时间"""

最年轻参与者
降了3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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