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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青年报记者 冷梅

本报讯 12月31日-2022年
1月1日，为纪念老舍先生诞辰
123周年，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邀
请沪上观众在跨年时分共赏京味
儿大戏《牛天赐》，该剧改编自老
舍先生的长篇小说《牛天赐传》，
讲述了主人公牛天赐的成长历
程，从孩子的视角传递成长中的
酸甜苦咸。该剧由方旭导演，任
岳彬主演。岁末将至，这部好戏
堪称中国家庭必看，一起和观众
共同探讨“中国式少年的烦恼”。

作为在四合院里长大的老
北京，方旭导演深爱着北京文
化，而今俨然成为“老舍专业
户”，话剧《牛天赐》是方旭自《我

这一辈子》《猫城记》《二妈》等作
品之后，与老舍作品的第六次结
缘。他称此次的《牛天赐》是他
改编作品中最难的一部，也是他
倾注心力最大的作品之一。

由方旭改编的老舍话剧在
保留传统京味儿气质的前提下，
着眼点发生了变化。从创作立
意到美学态度，方旭重构老舍话
剧的独特风味，通过独特的美学
风格，尝试在“写意舞台”上讲

“现实故事”。
“天赐的故事，像极了我的

故事！”话剧《牛天赐》讲述的是
一百年前一个孩子的成长历程，
时间跨度从出生到二十岁。一
名刚刚出生的婴儿被遗弃路边，
被本无后嗣的牛家收养，取名

“天赐”。 这也是老舍专门讲述
孩子教育的一部作品，讲述了一
个既不“官样”，也不“体面”的小
青年蹒跚成长史。

剧中少年牛天赐成长中的那
些故事，在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中
都能找到相似的地方。全剧以牛
天赐这一个体为中心，那些成长
历程中酸甜苦咸共同组成了牛天
赐生命中获闪光或灰暗的瞬间。

这个故事值得每个中国家
庭来看，“人人都是牛天赐，孩子
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困惑、烦
恼，不会因为时代的不同而发生
本质的改变。我相信在这个故
事里，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的影
子。”方旭导演认为，这部小说在
今天仍具有非凡的现实意义。

六度挑战老舍作品

跨年大戏解密
“少年的你”

《牛天赐》剧照。 本版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随着许东阳、李文
嘉历经生活的磨炼和新冠疫情
的洗礼，分飞的两人再度在上海
街头偶遇，重拾初见记忆，再续
情缘，国内首部“8K全流程”制作
电视剧《两个人的世界》也像他
们的“上海之恋”一样，于12月6
日晚在东方卫视温情收官。收
官日该剧也举行了研讨会，不少
普通观众告诉记者，该剧众沪漂
奋斗经历以及很多上海城市细
节，“很有共鸣”。

接地气的剧情引共鸣
《两个人的世界》由上海尚

世影业有限公司、上海邦成影视
传媒有限公司、苏州传视影视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梦继
执导，郭京飞、王珞丹领衔主演，
讲述了两个“沪漂”青年，从相
遇、相知到相爱并共同成长与奋
斗的故事。

该剧作为SMG大小屏联动播
出的第一部长剧集，受到了外界的
高度关注。能有好的收视成绩，自
然说明故事打动了观众。剧中，两

位主角许东阳和李文嘉从相识相
恋到组建家庭，一路互相扶持，共
同打拼，既有幸福的甜蜜记忆，也
有无法言说的艰难抉择。和很多
在大城市奋斗的人一样，乐观向
上的许东阳信奉“人得活得开心，
更得活得有人味儿”，在大上海从
基层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
自己的梦想；坚守初心、不卑不亢
的李文嘉一次次挑战“不可能”，
用奋斗创造着自己的价值。成家
立业以后，他们也曾为学区房而
搬家，也曾因为育儿方式和彼此
家长的关系陷入争吵，因为人生
道路的不同选择而渐行渐远，引
人深思什么才是幸福？

值得一提的是，《两个人的
世界》不仅体现了“新上海人”奋
斗的酸甜苦辣，更体现了个人努
力背后，一家人的共同奋斗。许
东阳、李文嘉在前面打拼，岳母
婆婆给他们照顾孩子，打理小家
庭，冒雨占车位，去洗车店打工，
全力做他们事业的坚强后盾，堂
弟嘉亮更是发挥才能，和李文嘉
共同创业、并肩战斗，打出了一
片新天地。有网友表示：“每个
成功者，背后都有家人的支持和

帮助。”“在陌生的大城市打拼，
家是我们温馨的港湾，也是永恒
的动力。”回归普通人的生活、以
平凡人的视角诠释平凡幸福的
意义，正是本剧可贵之处。

不同年龄的观众被吸引
2006年在上海读传媒管理的

观众唐溯，后来在张江工作、在上
海成家，她说，剧中郭京飞的沪漂
角色让她感触很深：“上海这座城
市，容纳了来自各方的人，只要你
有一种奋斗的心愿和付出的想
法，它是愿意接纳你的。”

上海市公安局轨道交通总
队人民广场派出所民警罗华，也
是一名“沪漂”，他2010年在广西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来上海考进
了公安系统。

看了这部电视剧，他感慨万
分：“时间过得太快，转眼间11年
过去，这11年来，我见证了上海
飞速的发展和巨大的变化，也亲
身感受了上海这座城市对我们外
来青年提供的那种资源和创造的
条件。我觉得只要心存梦想、脚
踏实地，在上海也可以体会到满
满的归属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两人世界”已收官“海”纳百川引共鸣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第33届陈伯吹国际
儿童文学奖今日揭晓。记者昨
天获悉，今年是陈伯吹国际儿童
文学奖40周年，参评作品的数量
和水准都达到了新的高度。而
陈伯吹文学馆和上海陈伯吹国
际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会也将启
动。

今年过了不惑之年的陈伯
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是中国连续
运作时间最长、获奖作家最多的
文学奖项之一。1981年儿童文
学大家陈伯吹拿出5.5万元巨额
稿费创设了“儿童文学园丁奖”，
积极鼓励国内作家参与儿童文
学创作。2014年，在上海市新闻
出版局、宝山区人民政府和陈伯
吹儿童文学基金专业委员会三
方合作下，正式升级为“陈伯吹
国际儿童文学奖”，并将颁奖典
礼永久落户上海宝山。

儿童文学作家陆梅这次担
任文字作品的评委。她对青年
报记者说，今年参评作品水准齐
整，让人眼睛一亮。小说通常是
儿童文学的主流，但陆梅这次也
注意到有纪实和报告文学参评，
而且质量比较出挑，体现了陈伯
吹“给小孩子写大文学”的思
想。儿童文学作家张弘这次担
任了绘本组评委，她告诉记者，

今年共收到28个国家和地区的
347 种绘本，其中海外绘本 190
种。数量创了历史之最。而且
在文字和画面趋同的情况下，这
些作品都体现出了强烈的地域
性，十分难能可贵。

很多作品都给人温暖。在
此次的评奖推荐书目中，以民间
非遗为创作主题的绘本《泥叫
叫》，就讲述了一个呼唤光明、礼
赞团结的故事，鼓励更多的读者
小朋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非遗
文化，在当代孩子的心中生根、
发芽。而绘本《大流行》还得到
了张文宏教授的倾情推荐，读者
从书中能切实感受到“隔离和善
良互助赢得了胜利”的希望之
光，安抚疫情之下焦虑的心情。

计划明年5月对外开放的陈
伯吹儿童文学馆是目前上海市
唯一的以陈伯吹儿童文学为主
题，集“阅读体验+文献展示”为
一体的综合主题馆，由儿童文学
作家梅子涵和殷健灵担任主理
人。该馆位于宝山区罗店镇美
兰湖大道，建筑面积约650平方
米，藏书5万册。馆内设有陈伯
吹文献手稿展示区、陈伯吹主题
图书展示区、全球儿童文学阅读
区、亲子绘本阅读区等。同时，
还设有100坐席的多功能活动空
间，未来可定期开办“儿童文学
创作培训班”等。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生于1989年的上海
市群艺馆音乐指导孙彬彬这两天
参加了上海市组织的“我们的节
日”系列民俗文化培训。虽然孙
彬彬已是中国群文最高奖“群星
奖”的获得者，但她在这个民俗培
训中依然收获不小。上海正在加
大对于青年群文工作者的培养力
度，而一支综合素养齐整的群文
人才队伍的建立，决定了上海公
共文化服务的整体水准。

上海市群艺馆副馆长吴榕美
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
征集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十大集
成，抢救了一大批民间音乐、舞
蹈、故事等，老一代群文人很多人
都参与了其中的工作。这本身也
就说明，那一代群文人对民间艺
术，对民俗文化有着比较深入的
了解的。但是现在不少群文人这
方面的素养有待提高。

在吴美榕看来，上海群文系
统培养民俗文化青年“守护人”
已是当务之急。此次培训，围绕
节日文化，对上海的青年群文工

作者进行一次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普及。

为什么江南民居的门庭、屋
脊、飞檐随处可见飞鸟？为什么
我们结婚是送喜蛋？“羽化成仙”

“东道主”“东家”这些词从何而
来？“鸟是江南文化形象代表”，
华东师大终身教授陈勤建老师
在“江南文化之根——稻作鸟文
化”的讲座中用详尽的田野调查
资料讲述了江南地区从稻作生
产中萌发了鸟崇拜、太阳崇拜，
并反映在江南建筑、服饰、民间
文学等上面。

青年报记者了解到，目前80
后和90后青年群文工作者在很
多公共文化馆中已经占到一半
以上，并且已经扛起了指导群众
文化的重任。但其实很多参与
群文的市民都是中老年人，他们
对传统文化有着亲身的体验，而
很多青年市民对传统文化的兴
趣也日益浓郁，这就对青年群文
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培
养中西并序、古今皆识的青年群
文工作者，也成为决定上海群文
事业发展成败的关键所在。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今揭晓

“四十”不惑 传递温暖

民俗文化需要青年“守护人”

精美的民俗文化需要青年的传承守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