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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为期一个多月的“2018
国际少儿艺术科普展”将于上海艺术
品博物馆拉开帷幕，这个艺术科普展
所展现的孩子丰富的想象力，让观众
感到吃惊。

由上海艺术品博物馆、长宁区科
学技术委员会和长宁区科学技术协
会联合主办的 2018 国际少儿科普
展，以“艺术科普。国际融合”为主
题，将科学知识以艺术创作、跨界融
合、互动体验等方式全新演绎，旨在
为各国少年儿童提供一场艺术与科
学碰撞的视觉盛宴。活动设置了室
内展示、户外集市、动态表演三个板
块，将室内展示和户外集市相结合，
静态展示与动态体验、表演结合。

其中，室内展览分纸、金属、石、
陶瓷、纤维五大艺术科普展区，将通
过少儿艺术作品和科学图文及实物
展示，让少年儿童畅游在艺术创作的
科技海洋中。结合声光电的技术，用
纸做的汽车和飞鸟竟然在缓缓移动、
轻轻展翅；利用水油不相容的原理，
让油墨在水面自由舒展，你会发现湿
拓画的奇幻意境；当纸浆遇上3D打
印技术，一个个生动可爱的小型纸艺
雕塑脱颖而出。

据悉，本次活动吸引了中国、日
本、韩国、乌克兰、伊朗、美国、法国、泰
国、巴西、马来西亚、捷克等众多国家
热爱创意艺术与科技的少年儿童广泛
参与，囊括陶瓷、金属、纸、纤维、石等
多种门类与形式的艺术人文、科学技
术作品。展览将持续到12月25日。

国际少儿艺术科普展
艺术碰撞科学 奇思令人惊叹

文学榜单评选成为娱乐闹剧
岁末临近，各种榜单铺天盖地起

来。文学圈的榜单过去一般都采取
专家评审的方式，但是这次或许为了
让评选更为热闹，有人引入了刷票打
榜等娱乐圈的做法。不久前某著名
门户网站推出了“2018你最喜爱的
作家投票”，结果风波不断。

对于这样的全民投票，有一个结
果是可以预料到的，那就是排在前列
的一定是时尚人气作家、青春写手，
而那些著作等身的老资历传统纯文
学作家要么不上榜，要么排在后面。
毕竟这从每次签售的队伍长短就可
以看出来。

这是可以预料的，但还有很多超
出想象的事情。据称，此次投票起先
关注度不高，后来，沈肯尼、沈煜伦的
粉丝号召大家去榜单投票。对于沈
肯尼、沈煜伦读者不会陌生，这两位
都曾在上海书展进行签售，以队伍超
长、读者超年轻超热情著称。这两位
90后都是畅销书作家，横跨文坛和时
尚界。经过粉丝们的投票，两个人都
进入排行榜的前列，沈肯尼一度成为
第一名。

但是事情在著名网络写手江南
出手之后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1
月16日当天，江南给自己投了一票，
结果微博自动分享了出来。之后，凭
借着庞大的粉丝基础，投票区内江南
的排名开始飞速上涨，逐渐超过两人
升至第一名。看到偶像的第一名的
宝座就这么被人抢去，沈肯尼和沈煜
伦的粉丝自然不肯罢休。很快，沈煜
伦网宣官博发文质疑其票数涨得太
快，并发起话题“江南买票刷榜”。这
些言论迅速引发江南粉丝们的回击，
并开始再次大规模投票，其他作者的
粉丝也开始互相拉票，差距逐渐拉

大。江南本人也在微博开玩笑回应，
“我这点流量还被怀疑刷榜……我也
得配啊。”一群粉丝互掐就这样愈演
愈烈。

文学引进娱乐方式并不合适
这是一个新的变化。一些组织

者为了打破文学榜单一贯的沉寂之
象，最近纷纷引入了娱乐事件的操作
方式，比如通过粉丝投票海选，通过
写手自己拉票，有的甚至刻意地制造
一些事件以吸引眼球。如此一来，热
闹是热闹了，但也争议不小。

资深文学评论人郭庆红也关注
了这一轮“文学票选”。她告诉青年
报记者，虽然这些票选多少反映了人
们对于文学的热情，但也有很多问
题。首先就是将人气作家、网络写手
和传统纯文学作家放在一起票选，这
本来就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些作家写
手之间没有可比性，这也反映出评选
组织者对于文学的无知。当然更关
键的是，将娱乐方式引入文学评选这
是不严肃的。文学的评选本应是具
有权威性的高雅之举，现在却变成了
刷票打榜和粉丝互掐，这哪里还有文
学的斯文？

郭庆红说，任何一个文学榜单的
评选，其初衷都应该是普及和推广文
学，现在俨然成为了一场娱乐的盛
宴，文学变成了娱乐消费品，这是与
文学榜单评选的初衷背道而驰的。
结果热闹是热闹了，文学依然孤独。

青年报记者注意到，现在消费文
学，尤其是文学经典的现象很严重。
比如有一个“最读不下去的书”的评
选，结果位列第一的是《红楼梦》，一
时间争议四起。也就在人们的热议
中，评选的主办方完成了一次自我营
销。其实这种“最读不下去的书”的
评选是毫无意义可言的。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2018年“师坛锦瑟——
全国高校美术院校教师优秀作品邀
请展”11月25日将在中华艺术宫举
行。届时，全国50所美术院校的教
师将拿出他们的500余件力作在这
个平台上一决高下。这也是对“文教
结合”的一次实践。

由国家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文广局、上海市教委、上海大
学联合主办的此次展览，是去年启动
的“全国高等美术教育成果系列展”
筹划三个展览中的第二个。去年第
一个展览“杏林撷英——全国高等美
术院校优秀学生作品邀请展”汇集的
是各美术院校学生的佳作。今年的
展览则瞄准了美术院校老师的作
品。明年还将举办“春华秋实——中
国高等美术教育文献展”。

此次展览策展人、刘海粟美术馆
副馆长、上海美术学院院长助理李超
昨天对记者说，艺术教育讲究教学相
长，老师的创作水准直接关系到艺术
教育的质量。此次“师坛锦瑟”展就
是对美术学院老师创作水准的一次
大检验。活动分为展示和论坛两部
分，还有两个特别的活动单元。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为“师坛锦瑟”
精心策划了两个特别的活动单元。
其中之一是“中国美术教育名家谈”，

由新中国第一代美术教育名家靳尚
谊、詹建俊、邵大箴、全山石、常沙娜、
陈汉民、陈家泠等，就美术教育工作
者在教学、创作、科研与服务社会等
方面的实践体会与经验总结进行专
题讲话。特别活动之二是“上美讲
堂”，上海美术学院将结合本次展览
内容，邀请相关院校的优秀教师，举
办多场公开教学课。

上海美术学院执行院长汪大伟
告诉青年报记者。明年就是新中国
美术教育70周年，将全国那么多的
美术院校师生的作品集合起来展示
交流，这还是第一次。这是对中国美
术教育文脉历史的一次回顾和审视，
是对当下美术教育问题的思考，也是
对中国高等美术教育未来发展的展
望。

这个三年展示项目已经入选上
海文创50条。同样被视作实践文教
结合，打造上海文化品牌的一次重要
尝试。汪大伟告诉记者，这些活动通
常实在院校之内举办，现在走进了中
华艺术宫，向所有观众开放，让艺术
教育真正走近普通人。当教学资源
和文化资源相结合之后，其释放出来
的能量是巨大的。

中华艺术宫执行馆长李磊表示，
文教结合，对公众进行美学教育也是
中华艺术宫的一项职责所在。此次
展览将会成为文教结合的典范。

全国美院教师佳作
接受上海观众检验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曾以一本《大卫，不可
以》而为读者所熟知的绘本作家大
卫·香农最近来到上海。怎么样才能
创作出让孩子喜欢的作品？如何捕
捉到孩子们的天真？大卫·香农笑
道：“我不需要去特意捕捉，我自己心
里就是一个孩子。”

大卫·香农是享誉国际绘本界的
凯迪克奖获得者，绘本有着非常鲜明
的个人特色，充满奇思妙想的故事、
形象饱满的人物、色彩浓郁的画面。
他的诸多作品如《鸭子骑车记》《大
卫，不可以》在国内出版以来畅销至
今，在孩子和家长当中获得了十分良
好的口碑。

大卫的灵感，常常来自于他对童
年的回忆。《大卫，不可以》就来自他
儿时的一本涂鸦，画的都是他小时候
不被允许做的事，比如偷偷拿高处的
饼干罐，在床上跳来跳去……而整本

书只有两个词，就是“No”和“David”
（大卫，不可以），因为这是五岁的他
最常听到，并且唯一会拼写的词。三
十多年后，大卫的妈妈把这本书寄给
了他，“我看着它，心想，它可以成为
一本不错的儿童绘本，”大卫回忆道，

“多年前那个小孩一直在我心里，
‘他’一看到这本书，就被深深吸引
了。”

大卫的书通常被认为适合男孩
阅读，其实他的书里也有很多女孩，
大卫自己也有女儿。女儿给到爸爸
最好的意见是什么？“冷静啊，老
爸。”大卫说还好女儿都非常喜欢他
的书。“比起我的女儿，我似乎更淘
气一点。我不会特意为了别人而创
作，如果我自己都不能从中得到快
乐，那别人怎么能感受到快乐呢？
绘本虽然是给孩子读的，但也需要
父母为他们选择，父母在阅读的过
程中，应该先感到快乐和有趣，才会
传递给孩子。

大卫·香农来了
这回,鸭子要开车

刷票打榜 粉丝互掐

文学榜单评选不应成为娱乐盛宴
最近，“2018你最喜爱的作家投票”正在成为一

场闹剧。当刷票打榜、粉丝互掐等娱乐圈行为入侵
文学榜单，事情一下子就变得充满了娱乐性。但是
这对文学的发展是一种损害。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文化动态

11月21日是“世界电视日”，来
自我国电视界的上千名人士参加了
此间举行的第四届中国电视大会。
与会人士认为，互联网新技术的快速
发展，正推动电视行业“从电视向大
视频”方向发展，为此需加快改革，推
动上、中、下游各方主体融合发展。

从2018年的数据来看，电视收
视市场格局正发生新的变化，网络收

视观众规模增长迅速，时移收视即电
视大屏点播回看率明显增长，电视直
播和网络视频平台竞争加剧。与会
人士认为，新技术、新模式的出现给
电视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
来了升级发展的机遇。为此，应进一
步加快传统广电体制改革，完善相关
机制，以开放发展的思维推动各类市
场主体融合发展。 据新华社电

“世界电视日”
我国电视界聚焦“大视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