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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的最后一天，一场名为

“见证：文化 40 年”的跨年直播公开

课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主讲人是中

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院长

范周，时长4个半小时，近30家网络

媒体参与直播，2200多万名观众在线

观看并即时互动。

“文化消费是人们利用文化产品

或服务来满足精神需求的行为，其发

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和

国民幸福感的重要标尺。”这个话题，

是作为文化学者的范周最为熟悉的。

在4个多小时的公开课上，观众

们了解到：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文

化消费经历了从匮乏、单一、模仿到

丰裕、多样、创新这样一个不断跃升

的过程。

范周以 1978 年为起点，每 10 年

为一个节点，通过“冰与火之歌”“有

诗有酒有高歌”“互联开启全民狂欢”

“时光折叠回首来路”4个篇章，以一

幕幕充满时代感的故事，带领 2200

多万名观众一起探寻文化消费发展

的内在逻辑：《庐山恋》的“荧幕初吻”

背后是人们思想的逐步解禁；《泰坦

尼克号》作为引进大片在 1998 年就

取得了票房 3 亿元的成绩；《超级女

声》热播标志着电视选秀节目的繁

盛，“秀”时代到来；互联网出现并迅

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IP开发、知识

付费、共享经济纷纷出现，传统文化

借助新兴技术开始重新焕发活力

……

“用知识总结过去，在思索中迎

接未来”——直播留言区，网友们给

这样的“知识跨年”点赞。

事实上，近年来，除了各大卫视

和视频网站举办的传统娱乐跨年活

动之外，“知识跨年”已经成为广受人

民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网民欢迎的

新跨年方式。比如，罗振宇“时间的

朋友”讲述互联网时代，创业者如何

把握趋势与机遇；吴晓波“国运 70

年”则将视角放在经济领域，解读新

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

这些颇具含金量的网络公开课，吸引

了为数众多的网民关注和讨论。

客观上看，“知识跨年”兴起背

后，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知识更新速度

加快，人们的“知识焦虑”强化了学习

需求。正如范周所说，将公开课与跨

年活动这种极具仪式感的形式创新

结合，通过网络直播实现全民参与和

共享互动，帮助人们获取新知识、提

升新能力，体现了专家学者的学术担

当。

期待这样的“知识跨年”能推广

到更多时点和节点，蔚成风气，成为

我们这个时代清新健康蓬勃向上的

学习型文化新风尚。 据新华社电

“知识跨年”
引领学习型文化新风尚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某二手书平台最近公布
了一份年度滞销书榜单，大批畅销书
作家榜上有名。这再一次提醒读者
注意，畅销不等于长销，图书一时的
热闹不等于永恒的经典。而一本书
的生命力还是要以内容质量来衡量。

新年伊始发布的各种图书榜单，
基本上都是畅销书榜单，所以这次公
布的滞销书榜单引起了广泛关注。
滞销书榜单依据读者将不想看的书
放到网上去卖，却长时间没有人买。
结果显示，郭敬明、韩寒、安妮宝贝、
杨红樱、安意如、蔡康永、张德芬、张
小娴、落落、桐华等作家的书都在滞
销书榜单之中。

这些作家都是读者印象之中的
畅销书作家，作品却落入滞销书榜
单，这一点确实让人感到意外。与之
相对应的是一份畅销书榜单，这份榜
单中上榜作品出自东野圭吾、村上春
树、金庸、王小波、阿加莎·克里斯蒂、
三毛、加西亚·马尔克斯、J·K·罗琳、
余华等作家之手。

一本书读完了放到网上去卖，再
买其他作品来读，这本是图书循环利
用的一种常见的途径。但是书读完
了放到网上却没人买，这就可以说明
一些问题了。有人将滞销书榜单和
畅销书榜单作了一番比较后发现，硬
知识和生活方式等与现实生活密切
相关的图书更受欢迎，青春、情感、职
场类书籍则大多滞销。这些滞销题
材恰好与滞销榜单上许多作家的创
作类型重合。

应该说，青春读物有很强的流行
性，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热门读
物，而情感和职场类图书则有很强的

时效性，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情感
和职场问题，一旦过了时间节点，这
些书的内容就不那么紧迫了。从这
个角度来说，无论是青春小说，还是
情感和职场类读物，要想变成畅销书
都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但其实还有一点值得关注。资
深出版人李德明告诉青年报记者，真
正内容扎实，对读者具有指导意义的
青春、情感、职场类作品还是有其生
命力的。但问题是，现在市场上的这
一些作品，很多都不能直面社会现
实，所多的是无病呻吟，逃避现实的

“鸡汤文章”。如果拨开那些华丽的
辞藻，读者会发现里面其实很是苍白
空洞。这样的图书当然也就难以有
长久的生命力了。

如果图书内容很空洞，仅仅是靠
各种包装营销来成为畅销书，那么这
些书其实也是难以畅销的。所谓的
畅销书作家，可能也只会昙花一现。
就像流量明星一样，火得快凉得也
快。所以图书的生命力关键还是要
以内容为衡量，那些可以畅销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的经典，一定是内容上具
有独特思考、精雕细琢之作。

[链接]
从榜单看图书市场现状

1.推理是最受欢迎的虚构文学。

2.关于社会研究的社科著作非常抢

手。3.经济类著作前所未有的卖得

好。4.育儿类书籍整体供大于求，可能

和新生儿数量减少有关。5.从滞销榜

来看，青春、情感和职场是重灾区。因

为买家中30岁以下的人占了75%。关

于现实，读者更喜欢硬知识和生活方

式；关于虚构，读者更喜欢脑洞大开的

幻想和刺激的悬疑。

畅销书作家入列滞销书榜单为哪般？

仅靠包装营销 火得快凉得更快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5
日在中国文联举行收徒仪式，中国戏
曲学院京剧系主任舒桐成为他的弟
子。本次收徒仪式以座谈会的形式
举行，前来的戏剧界专家学者也在仪
式上回顾了尚长荣的舞台生涯。

尚长荣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尚小云之子，工花脸。半个多世纪的
舞台艺术生涯，尚长荣为观众奉献了
《野猪林》《将相和》《李逵探母》等经
典作品，而他在《曹操与杨修》中塑造
的性格复杂的曹操形象，更是广受赞
誉。2017年尚长荣被授予中国文联
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

尚长荣介绍，近年来，他的工作
重心开始从舞台转向戏曲艺术的传

承和推动上。“要将我们京剧花脸艺
术精准传承下去，为国粹的发展奉献
自己的力量。”

据了解，早在1996年，舒桐就曾
向尚长荣先生学习过《曹操与杨修》
（片段），近年来又向先生学习了《连
环套》《取洛阳》《黑旋风》等多出代表
剧目。作为大量花脸优秀传统剧目
的继承者，舒桐的表演文武兼备，艺
术风格规范大气，曾获第27届“白玉
兰”戏剧艺术表演奖主角奖。

“此次得拜尚先生门下非常荣
幸，我将继续踏实向尚先生学习花脸
艺术，在认真继承的基础上教给更多
的青年学生。”舒桐说。

据新华社电

京剧名家尚长荣喜收高徒

■文化动态

美国南加州大学日前发布的最新
报告显示，2018年是好莱坞黑人导演

“丰收年”，共有16位黑人导演参与执
导了北美年度票房收入最高的100部
影片，人数是北美影史最多的一年。

根据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传播
与新闻学院发布的报告，总共有112
名导演参与执导了2018北美年度票
房收入最高的百部影片，其中黑人导
演16位，约占总人数的14.3%，这一
数字是2017年的2.7倍。

黑人导演执导的影片包括2018
年北美票房收入最高之一的《黑豹》
等。然而这16位黑人导演中15位
是男性，只有一名女性，即《时间的皱
纹》导演阿娃·杜威内。

报告显示，在2018年北美年度
票房收入最高的100部影片中，索尼
公司有5部影片起用了黑人导演，是
起用黑人导演最多的好莱坞主要制

片公司，其后是环球影业，有3部影
片起用了黑人导演。

报告分析认为，黑人导演2018
年在好莱坞“丰收”有多方面的原因，
比如2016年奥斯卡奖由于“太白”而
广受批评以及《月光男孩》《隐藏人
物》等黑人题材影片的成功等都促使
好莱坞各大电影公司愿意考虑起用
更多黑人电影人。

报告撰写人、南加州大学教授斯
泰茜·史密斯表示，去年北美年度票
房收入最高的百部影片中黑人导演
的数量创下纪录，但是这种变化并没
有反映在女性和亚裔身上。

报告指出，好莱坞总体上仍然是
以白人男性为主导，少数族裔和女性
的代表性严重不足。2018年，只有4
名女性和4名亚裔导演参与执导了
北美年度票房收入最高的百部影
片。 据新华社电

报告显示2018年
是好莱坞黑人导演“丰收年”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被誉为“民歌之母”的中
国台湾资深广播人、音乐人陶晓清日
前携新书《生命的河流》亮相钟书阁
徐汇店，在分享会上，陶晓清这次不
说音乐说人生，她和读者分享了自己
人生的七个阶段，并详解了人生的七
大危机和应对办法。

由凤凰联动策划推出的《生命的
河流》是陶晓清根据恩师陈怡安的著
作《人生七大危机》的框架而写。陶
晓清从出生、上学、青少年、婚恋、中
年、老年、死亡这人人都会遇到的七个

方面，结合自己的人生故事，温柔地向
读者诉说自己、家人、朋友的病痛和死
亡，以及为了追求心灵平静所遭遇的
波折的学习旅程，向人们展示了看似
柔弱，却依然勇敢的人生经历。

陶晓清1946年生于苏州，台湾金
曲奖“特别贡献奖”及广播金钟奖“特
殊贡献奖”得主，20世纪70年代“民
歌运动”的有力推手，是李宗盛、蔡琴
的乐坛介绍人。著名诗人余光中盛
赞其为“民歌之母”。简体版确定在
内地发行后，李宗盛、陈绮贞、马世芳
等重量级大咖纷纷亲笔作序，倾情推
荐。

“民歌之母”新书谈人生

电影《诺恩吉娅》摄制项目6日在
京启动。影片通过讲述塞北敖汉蒙古
王府诺恩吉娅格格传奇而短暂的一
生，再现了一首经典民歌的形成及对
后世的巨大影响，歌颂了民族团结。

导演乌兰宝音介绍，为了草原和
平，诺恩吉娅听从父亲安排和亲远嫁漠
北蛮荒，日日吟唱自编小曲来寄托思乡
之情，不久思念成疾郁郁而终。人们把
她生前吟唱的歌曲命名为“诺恩吉娅”

并广为传颂，它曲调苍凉，歌词醇美，浸
透着深深的离情别意和浓郁的亲情，成
为极具地域特色的经典蒙古族民歌。

乌兰宝音说，电影《诺恩吉娅》里
不仅有旷世凄美的爱情，还着重呈现
了一个末代蒙古王府的兴衰及一个
古老的马背民族如何将传统文化、民
俗、民风，用最古老、最朴拙的方式坚
韧不拔地传承下去，一代又一代经年
不息。 据新华社电

《诺恩吉娅》展现蒙古族文化风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