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wh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本版编辑/谢 炯 视觉设计/竹建英2019年8月21日/星期三

文体新闻 15文娱

! ! ! !从雪山走来，向东海奔去———长江，这条
伟大的长河穿越了中华文明数千年历史，滋
养哺育了一个民族。

!月 "#日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扶
持项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牵头，联合湖南、
浙江、江苏等 $$家省级卫视创制的六集大型
纪录片《长江之恋》将在东方卫视播出。

展现恋恋深情
展现中华儿女对母亲河长江的恋恋深

情，一直是文艺作品的一个母题，其中就包括
两部经典纪录片《话说长江》《再说长江》。时
间跨越了 %&多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伟
大进步，长江流域沿岸地区旧貌换新颜，人们
对于长江生态建设的理念也发生了转变，提
升到新高度。于是，讲述长江流域人民的奋斗
历程，展现中华民族新时代的生机与活力的
又一部纪录片新鲜出炉。
“在过去几十年中，长江曾出现很多环保

危机，这部片子就是聚焦大保护政策下长江
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中华儿女如何
反哺母亲河的故事，同时强调我们与长江更
深层次的情感互动。”《长江之恋》总导演刘丽
婷说。
纪录片《长江之恋》从人物、细节入手，力

图展现长江沿岸地区人民“共饮一江水”，但
孕育了人们对长江不同的眷恋之情和故事。
与此同时，不仅回访经典纪录片《话说长江》
《再说长江》的故事和场景，还寻访社会变迁、
绿色转型中的鲜活故事。比如牧区的第一个
大学生，沱沱河畔的吐旦旦巴，从青海民族大
学毕业后回到长江源头三江源地区，开始保
护环境和野生动物的事业。十几年来，他承担
起了长江源头动植物保护、数据记录、环保宣
传等工作，用镜头见证了雪域高原肉眼可见
的变化；金沙江边，昔日的赶漂人严梁和他的
'&&&多个同伴，放下撬杆，拿起锄头，踏上了

“为绿色而战”的天然林保护之路；长江入海
口，顾玉亮和同事们用了 $(年时间，在崇明
岛边的滩涂“青草沙”上，为上海人民找到了
优质的水源地。

故事生动感人
为了给长江沿岸这些变化和故事寻找理

论支持和学术背景，主创团队走访了近百位
水文、水利、地理、气候、动植物、历史、经济、
人文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包括十几位中国科
学院、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其中有最早提出长
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院
士，被称为“三峡之子”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
设计总工程师郑守仁院士，水利部长江水利
委员会总工程师仲志余，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原秘书长范恒山，诺贝尔奖得主、美国国
家实验室环境与能源学部原主任马克·列文，
纪录片《话说长江》的作曲、中国音乐家协会原
副主席王世光先生等。他们都是白发苍苍的老
者，有几位甚至是坐着轮椅接受采访。他们以
丰富的学识和经验，增强纪录片的学术性和权
威性。同时，这些学者也充满了对长江这条母
亲河深切的爱，他们用自己几十年研究长江
的过程中所见所闻，为我们的纪录片增加了
许多生动而感人的故事。

)&$(年初春，!个摄制组从上海出发，沿
'%!&公里的长江溯源而上，足迹遍及长江沿
线各省市，辗转 $&万多公里。“摄制组的拍摄
都是沾着泥土、带着露水的，希望能够全景
式、立体式的记录长江。”

据悉，《长江之恋》全部采用 *+拍摄，并
采用了阿莱顶级摄影器材，在视觉上力求呈
现最美的“长江之恋”，为当代中国积累、保存
真实、珍贵的影像素材。
《长江之恋》将于 !月 )'日—(月 %&日

每周一晚 )$,%&在东方卫视、!月 %$日—$&

月 - 日每周六 )$：&& 上海纪实频道全国首
播，随后该片还将择时登陆湖南、浙江、江苏、
安徽等 %&多家省级卫视及地方台。

本报记者 吴翔

溯江而上 镜头向下
大型纪录片!长江之恋"下周开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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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昨天，第十六届上海
书展最后一天传来消息：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正式落户杨
浦，预计 )&)$年建成，献礼建党 $&&周年。在中国近现代出版文
化史上，上海出版可谓大家辈出，建成后的博物馆将集“征集保
护、陈列展示、学术研究、公共教育、文化交流、产业创新”等于一
体，是国内第一家新闻出版专业博物馆。在上海成立一座与城市
光辉出版历史和地位相称的新闻出版博物馆，是全国新闻出版人
的多年夙愿。

具有独特历史资源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和出版业的发源地。据统计，$($)

年!$(*(年间，全国 !&.以上共 %&&余家出版机构集中在上海；
列入中国近现代学术名著的千余种图书，近 (-"为上海出版。经
过百余年的发展，上海构建了中国学术文化出版的制高点，确立
了“中国出版重镇”的历史地位。百年以来，张元济、陆费逵、史量
才、胡愈之、邹韬奋、叶圣陶、赵家璧等上海新闻出版群星闪耀，大
家辈出，风潮鼓荡，厚积薄发，积累了大量珍贵史料，拥有得天独
厚的历史资源。
上海是红色出版的重要基地。$()&年 !月，第一个《共产党

宣言》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印刷出版。$()$年 (月 $日，中国共产
党成立不久便在上海组建了自己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
社，出版了《马克思全书》（三种）、《列宁全书》（四种）等理论著作。此
后，上海书店、崇文堂印务局、上海长江书店相继成立，出版、发行
《向导》《新青年》《前锋》《中国青年》等革命刊物。在党的领导下，左
联团结进步作家，创办《萌芽月刊》《前哨》《北斗》《文学月报》等多
种进步刊物，创作出不少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作品。$(%!年，我国
第一部《资本论》全译本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生活》周刊、《新
生》周刊等进步书刊虽几经查禁，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仍然
辗转出版了大批革命书籍，发出了救亡图存的时代强音。

收藏侧重档案史料
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有 $&家左右的新闻出版博物馆，与国

外新闻出版博物馆偏重于讲述一个个新闻故事，围绕新闻故事收
藏的有关物品不同，筹建中的新闻出版博物馆收藏专注于档案史
料：博物馆筹备之初征集到的第一件藏品就是由商务印书馆上海
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捐赠的巴金为商务百年庆题字手迹（$!!"
年），上书：“我是‘五四’的产儿，我通过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
走上文坛。”)&&!年，为新闻出版博物馆建立的藏品库和藏品管
理信息系统也应运而生。现有入库藏品数万件，包括 $(*(年之前
的报刊、图书，还有木活字、石印机、铜字模等出版工具。中国著名
出版家范用的藏品可谓一大亮点。这些藏品包括巴金、钱钟书、黄
裳、黄苗子、黄永玉、艾青、柯灵等名人签名本图书 ))&&册，钱钟
书、茅盾、华君武、李公朴、黄洛峰、李一氓、巴金、聂绀弩、楼适夷、
黄永玉、叶圣陶等名人大家与范用的书信手稿 )$%*件，以及上世
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 $-%$册珍贵期刊。
筹备中的出版博物馆还征集到了与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

济相关的很多藏品：张元济生前使用的生活用品手表、剃须刀、
笔套、小方桌等实物 )%件；张元济用过的涵芬楼古今钞书箱实
物；《校史随笔》手稿残片 * 页；张元济各时期照片，电子文件
/'张等等。
博物馆珍贵馆藏档案在逐步披露中。本届上海书展上首发的

《生活书店会议记录 $(%!0$(1(》就是根据馆藏整理出版的，此书
采用全部影印的方式公开，不修饰、不删节、不遮蔽，以史料的本
来面目示人，公开了生活书店 $(%!至 $(%(年的临时委员会会议
记录、业务会会议记录、理事会记录等。

! ! !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选址定海街道 #$" 街坊西块

%&'(地块!位于周家嘴路"隆昌路路口!交通便利!毗邻上海出

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上海理工大学"上海电力学院"复旦软件

园"城市概念园"互联宝地电竞主题产业园和阿里体育总部等!周

边文化"体育"教育和商业等业态集聚效应显著#杨浦区高校和产

业资源底蕴深厚!拥有$百年大学%百年工业"百年市政&的独特历

史资源!近年来在文化产业和事业发展上特色鲜明!大学

出版社与数字出版产业齐头并进!最终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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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导演刘丽婷

采访陆大道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