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既要“夺眼球”
也要“逮耳朵”

! ! !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经网友和专家
双重投票，近日，新浪“中国好书榜”!"#!
半年榜揭晓。在位列前十的口碑图书中，上
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江城》位列榜首。

除《江城》夺魁外，《余英时访谈录》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可操作的民
主》《乡关何处》《大国霸业的兴废》《大拐
点》《暴风雨的记忆》《冬牧场》和《爸爸爱
喜禾：十万个是什么》等图书也入选“十大
好书”。
纵观此次榜单，社科类图书占据了大

部分。榜首作品《江城》的作者彼得·海斯勒
$%&'&( )&**+&(,，曾凭《寻路中国》获新浪中
国好书榜 !-.#年度榜第一名。

! ! ! !昨天，收藏家
马元浩收藏的上世
纪 /- 年代电影皇
后胡蝶生前喜爱的
蕾丝旗袍在上海世
贸商城展出，引起
了沪上不少观众的
关注。胡蝶逝世后，
这件旗袍曾由一位
日本粉丝收藏。
本报记者 胡晓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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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不用是浪费
国产动画在进入大国时代后，又陷入了

如何转变为强国的瓶颈，!0万分钟的巨大年
产量和知名动画形象品牌的缺乏，构成了现
实的尴尬和无奈。钱建平表示，创建新品牌固
然重要，但其成本也是巨大的。“上海美影厂
具有别的动画企业所没有的先天优势，掌握
着一大批具有广泛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动画品
牌，如果我们不加以开发利用，让其在片库里
睡大觉，才是最大的浪费。”

国产动画在创作上存在严重的抄袭甚
至剽窃欧美、日韩动画创意、形象、故事的现
象，如何在原创上形成突破，是目前国内业
界急需破题的。钱建平告诉记者，美影厂制
定了“猴子（孙悟空）1猫（黑猫警长）12”的
创作规划。其中，猴子和猫是以这两个深入
人心的动画形象为基础，重新进行故事创
作，而 2 就是指老片的重新剪辑、加工和新
动画品牌的创建。“以美影厂现有的人才、物
力，我们重点放在经典品牌重新开发，也不
放弃新品牌。”

质疑声中看前景
据钱建平介绍，尽管网友对美影厂的老

片开发行为有质疑，但好评声也是不断，甚至
还激发了一些老艺术家的创作热情。《邋遢大
王奇遇记》重剪修复工作得到了当年三位主
创的全力支持，而当钱建平通过媒体公开下
一个目标是《阿凡提》后，已退休的该片美术
设计曲建方迅速打来电话，表达了自己希望
参与老片修复的意愿。

另外，一些国际知名的游戏厂商也与美

影厂进行了合作意向的谈判，这些巨头们看
中的正是美影厂拥有版权的那些经典动画形
象。钱建平透露，游戏厂商希望能推出带有中
国元素的新版游戏，而曾经影响过一代甚至
数代人的经典动画形象正是最好的载体。钱
建平的“野望”则是寻找到像“愤怒小鸟”和
《里约大冒险》那样游戏和动画片完美结合的
契机。

努力注入新元素
在形式上，美影厂计划以“第一年修复，

第二年翻拍”的交错节奏对老片库进行开发。
老片翻拍在创作上给了美影厂极大的再创作
空间，钱建平认为，这是注入新元素，让动画

作品和时代更贴近的好机会。他表示，第一部
翻拍片基本已经确定为《我为歌狂》。
《我为歌狂》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推出

的广为人知的青少年动画作品，不同于以往
以教育目的为主的儿童动画，该部动画片描
述校园生活，观众定位则为青少年，较之以往
有所突破。而据钱建平透露，目前正在与中国
台湾音乐制作企业进行密切接触，翻拍的影
片将以音乐为主打，同时引进一些在青少年
中受追捧的歌星来“献声”。他说：“这部翻拍
片会一改以往动画片的低幼面目，以大学和
中学生为主要观影人群，拓宽国产动画片的
观众人群。”

本报记者 罗震光 实习生 黄于轩

“小邋遢”醒来再上银幕
“厚家底”深藏不如一用

上海美影厂利用“先天优势”发展国产动画
还记得那个留着长刘海，

身着海魂衫的“小邋遢”吗？本
月17日，这个由上海美术电
影制片厂创作的经典形象又
要在各大影院与大家见面了。
《邋遢大王奇遇记》将原有
135分钟的 13集动画连续
剧，剪辑成80余分钟的电影
版。没有补拍、重拍一个镜头，
非传统意义上的“修复版”，此
举比起几年前添加了数分钟
镜头的《黑猫警长》电影版，更
是“偷懒”，网友因此质疑美影
厂的“吃老本”行为。记者日前
采访了美影厂厂长钱建平，他
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

引文过多
陈辽在文中表示3“我可以负责任地说：

谭著是一部引文超常、近滥，背离学术规范的
著作；‘鲁迅文学奖’评委给予谭著‘鲁迅文学
奖’是一次失误。”据陈辽按行数统计，引文占
全书正文篇幅比例为 405（弱）。陈辽指出，
谭旭东之所以超常、近滥地引用别人的文字
和材料，是因为他对电子媒介时代的中国儿
童情况和中国儿童文学情况并没有真正地、
刻苦地进行过调查研究，并没有把握足够的、
过硬的有关电子媒介时代中国儿童和中国儿
童文学情况的实际。于是，他便大量引用他阅
读过的外国的、本国的举凡与这一论题有关
的文字，堆砌成文。本来一条引文就可以说明
问题的，他非要再引第二条，第三条。

缺乏见解
杨剑龙也将谭旭东的《童年再现与儿童

文学重构》看作是一部过度引用的编著之作。

他在文章中指出，学术著作有大量引文并非
绝对不正常，该著引文的缺乏规范在于其“以
引代论”的方式，以至于呈现出缺乏著者见解
的非正常现象。这种外国人 6说、7说、8说、
9说，中国人张三说、李四说，却基本没有著
者说的“以引代论”的言说方式，成为《童年再
现与儿童文学重构》基本的论说方式，该著受
到柯棣祖的诟病就不足为怪了。杨剑龙还点
出，在该著大量引文中，著者却不乏对于引文
的误释现象，这或者说明了著者并没有深入
领会引文的内涵，或者说明了著者急于借权
威表达自己想法的思路。

反思制度
尽管谭著存有种种问题，但还不能说这

部著作毫无价值。从谭著看出，谭旭东读了不
少有关电子媒介时代的童年与儿童文学的著
作，摘引了不少外国人和中国人在这一问题
上的见解的文字。如果将它们集中起来，汇编
成一部资料选集，对于读者了解电子媒介时
代的儿童与儿童文学，还是有相当参考意义
和价值的。但谭著是“专著”，不是资料汇编。
他把这篇背离学术规范的博士论文提交给答
辩委员会，负有不可推卸的个人责任。但是，
后来的谭旭东的博士论文答辩通过，谭著的
出版，谭著获得“鲁奖”，主要责任应由论文答
辩委员会、出版社、“鲁奖”评委会承担。尤其
是“鲁奖”评委会，在评奖中出现失误已经不
是第一次。杨剑龙希望中国作协对文学评奖
的机制、程序、方法、标准进行切实有效的改
革，防止类似事故和事件再次发生。 闻逸

引文确实超长了
以引代论缺见解

两位专家审读谭著后撰文表示：胡蝶旗袍
再现沪上

! ! ! !北京人艺 !"周年庆上海展演活动的压

轴大戏!窝头会馆"终于与观众见面了#可以

这么说#新版!茶馆"的定位#!窝头会馆"代表

了北京人艺目前的最高水平$

首演当天# 大剧院一楼到三楼坐得满满

的#连走道上也站着人$但是#当观众沉浸在具

有浓浓京味的!窝头会馆"中#品味剧中人物的

命运和剧情的表达#一个最大的困惑#就是语

速很快的老北京话造成了观众的听觉障碍$著

名编剧宗福先说%&我还算是能听得懂一些北

京话的#但这部戏的台词太多'语速太快#确实

不能完全听懂#有些只能隐约知道是在骂人$ (

坐在剧场三楼的一位观众表示%&我已经把耳

朵竖成小白兔了#还是有很多台词没听清$ (

但是# 导演林兆华对上字幕的建议却不

以为然%&都是国语#又不是鸟语)(这话不对$

对于普通话#辞典上早有解释$ 进剧场看戏#

即使是国剧京剧也要打字幕# 话剧作为一种

语言艺术#台词如同戏曲的唱词#一台好戏由

于语言的障碍#只&夺眼球(而&逮(不了耳朵#

就会影响感染力#造成审美的遗憾$ 吴为忠

! ! ! !本报讯 （记者 朱光）今年第
#4届中国国际艺术节将推出“扶持
青年艺术家计划”，为培养、孵化青
年人才搭建立体化、多层面的展示
平台和发展渠道。

在与国际各大艺术节交流时，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工作人员经
常被问及是否能推荐中国艺术家与
国际名团合作。在这样的背景下，
“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应运而生。
这项中长期计划将围绕“委约创作
项目”、“青年作品大赏”和“国际制
作”等三个贯穿全年的活动展开。其
中，“委约创作项目”最为重要。每年
由艺委会遴选、艺术节出资，委约来
自音乐、舞蹈、戏剧等领域的优秀青
年创作人才。最终，在艺术节开幕期
间呈现。优秀作品将被送到爱丁堡
艺术节、阿维尼翁戏剧节进行交流
演出。

今年“委约创作项目”的主题为
“上海·梦”。据悉，国话导演田沁鑫已
成为上海国际艺术节和香港艺术节
联合“委约”的导演，委约作品为话剧
《青蛇》，将于明年艺术节期间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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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书榜”半年榜揭晓

上海译文社《江城》领跑

! ! ! !本报讯（记者 王剑虹）本月 :日起，来
自苏浙沪三地 ;个评弹表演团体的优秀演员
将汇聚上海的乡音书苑，举行为期 !个月的
展演，演出书目均为不久前举办的第五届中
国评弹艺术节的参赛作品。
此次在沪举办的展演活动共 ;场，;月 :

日以江阴评弹团、常熟评弹团、张家港市艺术
中心合作演出的一台弹词、评话专场拉开帷

幕。之后苏州评弹团的原创中篇弹词《老子·
折子·孝子》和一台折子、选回专场将相继亮
相。最后两场则是汇聚了上海评弹团优秀青
年演员的《四大美人》系列。

“评弹节”优秀节目
本月在沪展演

! !邋遢大王奇遇记"剧照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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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报》“新批评”专栏此前
刊文批评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
谭旭东的《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
重构》,引发轩然大波，昨天出版的
《文学报》又刊登了两篇专家对谭
著的审读报告:评论家陈辽的《谭
著背离学术规范“鲁奖”评委理应
反思》和上海师范大学博导杨剑
龙的《一部引用过度的“编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