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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4 月 23 日至 25 日，由中宣部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在浙江杭州举

行。专家学者、从业人员齐聚西子湖畔，为如何满足人民的阅读需求，出谋划策，为全民

阅读鼓与呼。

“处处可读、时时可读、人人可读”,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为公众描绘了最美的社会风尚——

让书香飘到每一个角落

视 线G

赵琛

“爷青回！”这几天，不少人的朋友圈被

电影《灌篮高手》刷屏。作为不少 80 后、90

后青春岁月里的“白月光”，《灌篮高手》动画

版定格在湘北男篮出征全国大赛的新干线

列车上，电影版恰是故事的延续，吸引了众

多书迷、影迷和球迷前往电影院观看。

观影热潮下，“灌篮高手遭遇史上最严

重屏摄”的话题也冲上热搜。屏摄，通俗地

说就是观众在观影过程中，用手机等设备拍

摄了大银幕里的电影画面。在社交平台上，

各式各样的屏摄片段由此而来，甚至还有人

将高燃的“名场面”拼接成了小视频，获得了

可观的流量。

屏摄不是第一次走进公众视野，不少电

影都饱受过屏摄的困扰。4 月 20 日，电影

《灌篮高手》的官方微博也发出倡议，呼吁观

众抵制盗录盗播行为。在社交平台上，不少

网友发声抵制屏摄，但也有网友认为，电影

的上映，让无数关于青春的回忆涌上了心

头，自己观影时情不自禁地拍照或录像只是

为了纪念。

的确，用手机拍摄大荧屏，记录下的照

片和视频画质并不佳，绝大多数屏摄的初衷

只是为了“打卡”、分享到社交平台，满足内

心的参与感和社交需求，而非传播牟利。不

过，诚如《灌篮高手》电影在倡议书中所言：

“盗摄行为不但严重侵害了创作团队和片方

的权益，更影响了其他观众的观影感受。”

不是所有电影都可以靠“情怀”留住观

众，对影视作品来说，保持神秘仍是必要之

举。“打卡”式屏摄存在泄露影片内容的可能

性。毕竟，看过了九宫格、十六宫格图片甚

至“高光”视频片段后，一些原本准备踏入影

院的观众可能会失去好奇心，放弃进入影院

观影，“一不小心就在社交平台上看完了整

部电影。”

对于观影过程中的录音录像行为，禁令

早有。2017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未经权利人

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

音录像。发现进行录音录像的，电影院工作

人员有权予以制止，并要求其删除；对拒不

听从的，有权要求其离场。”

从观影体验来说，屏摄虽然短暂地记

录下了画面，却中断了自己的观影过程，也

有妨碍他人体验之嫌。看电影时，如果周

遭时不时就亮起小屏幕甚至闪光灯，体验

难说很好。

青春虽已落幕，纪念却可以有许多方

式。观众完全可以通过更多元、更没有争议

的方式证明自己“爱过”“来过”“感受过”。

从热搜下的评论来看，屏摄这个“热话

题”对不少观众来说还是“冷知识”。有网

友留言称，自己是第一次知道观影时不能

录音录像，并表示不会再为了“打卡”而举

起手机。

《咬文嚼字》评出的 2022 年十大流行语

中，“沉浸式”榜上有名。电影是一门艺术，

观众在观看时完全可以放下刷不完的手

机，沉浸式地感知影片里的画面、细节、故

事与情绪。对于热爱电影、热爱某种文化

IP 的观众来说，让“名场面”留在影院里、留

在影片里，也是对电影、对文化的保护。在

拒绝屏摄的道路上，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共

识与默契。

拒绝屏摄还需形成共识与默契

河南安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开馆
据新华社郑州电（记者桂娟 史林静）象征天子礼制的 12

件陶鼎、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字样的石牌、薄如蝉翼

的云母片、晶莹剔透的玛瑙饼……27 日，河南安阳曹操高陵

遗址博物馆举行开馆仪式，曹操高陵出土的 400 余件（套）精

美文物首度集中亮相。

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位于安阳市殷都区西高穴村，依托

曹操高陵而建，是一座集收藏、研究、展示、宣传教育等为一体

的遗址类专题型博物馆。

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馆长孔德铭介绍，博物馆充分利用曹操

高陵遗址原有地形，立体呈现曹操墓本体、神道、陵前建筑基址、

围壕、垣墙、陪葬墓等遗迹，将遗址展示与文物展示充分融合在一

起。其展示主题为《往事越千年——曹操高陵历史文化展》。

曹操高陵是曹操的归葬之地。2008 年，经国家文物局批

准，曹操高陵开展了抢救性考古发掘，2009 年曹操高陵得到

考古确认，2010 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3 年被国

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社科院考古学部委员刘庆柱说，曹操高陵的发现为

汉魏考古学树立了准确的年代标尺，也为研究汉魏帝王陵寝

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2013 年当地启动曹操

高陵本体保护与展示工程。“近年来，曹操高陵周边进行了大

范围的考古调查、勘探和部分发掘工作，发现了陵园、陪葬墓、

疑似晚期守陵户建筑等重要遗迹，揭示了曹操高陵的文化内

涵和历史风貌变迁，也为保护展示工程的实施提供了科学支

撑。”孔德铭说。

目前，曹操高陵本体保护与展示工程和配套环境整治工

程均已完工，整个遗址博物馆由遗址展示区、博物馆展示区及

陪葬墓展示区组成，遗址展示区建筑总面积达 18488平方米。

本报记者 苏墨

恰如 1982年路遥小说《人生》一经面世便引发轰动反响，

电视剧《人生之路》一经播出再次掀起全国观众的讨论热潮。

从《人生》到《人生之路》，这段穿越了 40年时光的文学名著与

影视作品的对话，重新为经典文学作品赋能。

电视剧《人生之路》部分取材于路遥中篇小说《人生》，讲

述了生活在陕北高家村的青年高加林为了改变命运，努力奋

发图强，历经世事变迁，在时代的浪潮中谱写平凡人不平凡人

生的故事。该剧自播出以来收视飘红，连续两周稳居全频道

同时段黄金档电视剧收视冠军，创下了央视一套一年多以来

的收视最高纪录，3轮播出收视强势依旧。

与此前同是路遥作品的《平凡的世界》改编思路不同，《人

生之路》前半部基于原著，后半部则是高加林精神的续写。它

将叙事时间延伸到网络时代，将叙事空间由西北县城农村延

伸到了上海，体现出更为广阔的时代景观和人文命运，改写充

满智慧。

“在《人生之路》以前，极少有此种形式的改编，敢冒风险

才能勇于创新。《人生之路》在深入挖掘经典作品的恒久主题

基础上，发出振聋发聩的时代新声。”在日前由中国电视艺术

委员会主办的研讨会上，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

长李京盛表示，剧集再现了原著中的时代风貌与人物故事，又

从原著人物性格特征和命运悬念中，续写了时代机遇与人生

抉择的相互支撑与相互成就。

该剧编剧洪靖惠对人物命运的设计细节出发，详细阐述了创

作初衷与创作目的。她认为作品的成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

切的功劳，一切的荣誉都是源于路遥的原著，致敬路遥先生。

诚如专家所言，该剧的改编没有荒腔走板，没有胡编乱

造，而是体现出独具一格的艺术性、创造性和文学性，可以说

是开创了处理文学作品与电视剧艺术关系的一条新路，对当

下焕新时代经典的文本产生了重要意义。

值得关注的是，该剧 18 岁到 44 岁的观众占比超过了

83%。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李春利认为，高加林从黄土高

坡到繁华都市，几起几落的人生曾经感动过无数人。作品中

出生在寒门的年轻人对知识改变命运的渴望，对事业和爱情

的艰难抉择等，道出人们当下的困惑和追求，正是这种对现实

的关照，引发了当下观众的共鸣，增添了时代特色。

从经典文学作品到经典影视作品，离不开导演、编剧、演

员和项目团队坚持不懈的努力。爱奇艺高级副总裁、总制片

人杨蓓坦陈，团队在项目筹备之初，就看中了小说原著所涵盖

的千姿百态的人生，以及文本对现实的关照。在内容创新的

同时，也要做到与现实对话、和观众共情。据悉，整个项目从

筹备到播出，耗时 7年，仅剧本打磨就用了 6年之久。

音乐剧《拉齐尼·巴依卡》在京展演
本报讯（记者陶稳）4月26日至29日晚，新时代舞台艺

术优秀剧目《拉齐尼·巴依卡》音乐剧在北京保利剧院展演。
全剧共分为 5 幕，分别是“帕米尔少年”“帕米尔青

年”“帕米尔汉子”“帕米尔勇士”“帕米尔雄鹰”。
国家一级编剧、该剧剧本创作人王铁军说，作为一个

现实主义题材的英雄故事，创排时为了获得更多年轻观众
的喜爱，在音乐设计方面，采用流行音乐和塔吉克音乐相
融合的创作方法，让旋律听起来更动听、细腻，通过音乐将
拉齐尼·巴依卡的童年、青年以及成年后的故事娓娓道来，
让观众深入全面地了解拉齐尼·巴依卡，以及塔吉克民族
人民的家国情感。 （活动方供图）

从《人生》到《人生之路》：
一段穿越40年时光的对话

本报记者 邹倜然

“要着力满足人民的阅读需求，加快构建

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提供‘处

处可读、时时可读、人人可读’的文化条件，推

动读书习惯的养成。”4 月 23 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在第二届全民

阅读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处处、时时、人人，全民阅读无处不在，无

时不在。

如何用阅读改变人生、改变生活？如何

为阅读障碍者更好地提供文化知识服务？阅

读如何助力乡村振兴，讲好共同富裕新故事？

此次会议的一系列活动，让我们看到，阅

读早已成为全社会最美的风尚。

“文字的世界是没有残疾的”

“小时候，由于身体有残疾，当别的孩子

在村口玩耍的时候，我只能安安静静地坐在

书房里看书。打开书本的一刹那，会发现这

个世界原来有很多美妙的风景，并且离我如

此的近，我的人生也因此开始褪去灰色，渐渐

明亮起来。”

这段话，是来自杭州市富阳区“永昌镇

残疾人之家”的工作人员应涛所说。刚出生

时的一个意外，使他的脑部受损，以至于从

小说话、走路困难。尽管身体的残疾给他的

行动带来障碍，但阅读为他打开了另一个世

界。2015 年，他出版了个人第一本诗集《阳

光下》。

本 次 大 会 ，阅 读 权 益 保 障 被 反 复 提

及 。 去 年 5 月 ，马 拉 喀 什 条 约 对 中 国 生

效。它旨在为阅读障碍者提供获得和利用

作品的机会，从而保障其平等获取文化和

教育的权利。国家版权局为此出台了《以

无障碍方式向阅读障碍者提供作品暂行规

定》，进一步把条约对阅读障碍者的支持落

到实处。

据介绍，目前全国已有 1377 家公共图书

馆开展了经常性的视障阅读文化服务。“盲人

阅读数字工程”联合全国 400家图书馆和 100
家特殊教育学校，配置了 20万台盲人智能听

书机终端。盲人出版社每年出版上千种产

品。中国盲文图书馆已有 60 多万册书籍和

20T的数字资源。

在杭州图书馆一楼大厅，记者看到了

“无障碍阅览空间”。在这里各种新技术设

备，可以为不同视力等级的视障人士提供

助力。

俗称“天使眼”的便携式智能阅读器，外

观就像一副普通的眼镜，但当盲人读者戴上

它，把书籍平放在眼前，单击眼镜旁的按钮就

可以拍照并自动进行文字识别，而后自动转

化为语音进行播报，读者就从“看书”转为“听

书”了。

这里的电脑也配备了“盲文点显器”。将

读屏软件读出的文字通过盲文显示到点显器

上，点显器上的盲文按点会自动凸起，读者可

以通过触觉来感受文字，进行电脑操作。

“我一直觉得，每本书里都存在着一个世

界，打开不同的书，就打开了不同的世界。我

的身体残疾，但文字的世界是没有残疾的，所

以，每天能看书、能写作，我特别快乐。”借助

这些“神器”，应涛的世界越变越大。盲人无

障碍阅读，已经成为现实。

从物理空间到数字空间

诸暨市马剑镇大山深处的上和村结束了

一周的静谧。一个个放了学的“小书包”从状

元村、马剑村等周边村庄飞奔而来，村中央的

侯门山乡村图书馆顿时童趣盎然。

这个坐落在山头的图书馆，前身是始建

于 1957年的上和学校，曾承载着周边孩子学

习文化、走出大山的希望。2017 年，陈可英

了解到小学母校由于学校撤并废弃了 10 多

年，便萌生了改造学校、再现书声的想法。在

她的带动下，30 多位上和学子慷慨捐款 7 万

多元，一座以爱为名、以书香凝聚的乡村图书

馆——侯门山乡村图书馆建成。

“这是我的母校，我从这里走出去，更懂

得阅读的意义，希望乡村的孩子能够通过阅

读走向更广阔的世界。”陈可英表示，乡村图

书馆主要为儿童服务，尤其是农村留守儿童

和外来务工子女。

“这里所有的物资都写着爱的名字。”陈

可英告诉记者，曾在这里工作过的教职工成

了图书馆的义工，从学校走出大山的学子纷

纷捐献出爱心款。

小小图书馆不仅留住了乡愁，更种下了

乡村振兴的希望。据了解，目前全国共有农

家书屋 58.7 万家，覆盖了全国有基本条件的

行政村，累计配送图书近 13亿册。开展数字

化建设的农家书屋达到 18万多家，免费提供

数字阅读内容上百万种。

未来已来。中国移动咪咕公司负责人介

绍，未来农家书屋将聚合实体书店、“5G+云

书店”、比特书房等创新阅读场景，物理空间

将延展成更为广阔的数实空间，成为促进乡

村数字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为广大农村朋友

提供全新的阅读体验。

让职工随时随地读到书、读好书

近日，浙江省“阅读经典好书 争当时代

工匠”职工主题阅读活动也在舟山拉开帷

幕。全国工会职工书屋“阅读学习成才职工”

周昱人是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仪表班长，每天读书 2 小时，年阅读量 30 余

册，解决了一个个技术难题。

提到平时喜欢看什么书，周昱人结合自

己的经历说:“读完《从工人到工匠》这本书，

我体会到了现在国家对工人队伍建设的重

视，也为技术工人的发展规划出了一条很好

的发展道路。我会更加努力的发扬工匠精

神，并带领团队创新发展，共同进步。”

在工会大力开展职工书屋建设的同时，

不少企业也不断探索如何让职工阅读更便

捷。中建五局华东建设有限公司浙江分公

司，把推动全民阅读作为企业精神文明建设

的一项重点工作。在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项

目打造“红色巴士”移动书屋，设置车厢党史

学习区、有声学习厅，开展内容多样的“流动

课堂”，让阅读延伸至一线工友，打造职工、工

友精神文化家园。

在这里工作的建筑工人刘师傅，如今最

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他说：“网上常看见人家

说‘没文化真可怕’。我是没什么文化，但我

家孩子上大学了，我也担心跟孩子会聊不到

一起。现在有了这个书屋，让我这个建筑工

人也能在闲着时候长知识，以后她放假我们

也能聊聊了。”

在 图 书 馆 沉 浸 式 探 案
近日，“Case Lab元世界——福尔摩斯大型沉浸式主题展”在国家图书馆开幕。
该展览从《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的诞生过程切入，延伸到福尔摩斯的创作者柯南·道尔的传奇人生，再到

介绍福尔摩斯探案对后世推理的影响及相关IP衍生作品。展览与国图的甲骨文等经典藏品展相邻，为观众
营造沉浸式观展环境，增强探案真实体验。 本报记者 蔚可任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