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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一组特殊的师徒亮相在第31

届白玉兰戏剧表演奖颁奖典礼上。师

父是王汝刚，两个徒弟是因为电影《爱

情神话》而家喻户晓的中德混血小姑

娘玛雅和她的弟弟安栋。徒弟向师父

展示了沪剧《敦煌女儿》、上海说唱《金

陵塔》等自己的拿手好戏；师父则送给

徒弟们两颗白玉兰的种子，让艺术的

种子在孩子们的心里开花。玛雅和安

栋说：“这两颗白玉兰的种子，一颗我

要种在德国，一颗我要种在上海。”

姐弟俩和王汝刚可谓“神交”已

久。去年玛雅和安栋用上海话录了一

段视频，投稿参加了上海外语频道举

办的“爱上海的理由”，吸引了王汝刚

的注意。玛雅和安栋对于王汝刚也非

常熟悉，无数次跟着王汝刚的视频学

说上海话。这次，在白玉兰颁奖典礼

的牵线下，他们终于在舞台上相逢。

玛雅和安栋想要拜师王汝刚，王汝刚

欣然收下了这两个小“徒弟”。

电影和沪剧《敦煌女儿》的主演茅

善玉也来了，听导演组说有一对混血

的姐弟要唱《敦煌女儿》，她想先听为

快。令人惊喜的是，姐弟俩不仅为茅

善玉演唱了《敦煌女儿》中的选段，还

唱一送一，附赠了一段《燕燕做媒》。

茅善玉好奇姐弟俩是怎么学会的？姐

弟俩用流利的上海话回答：“妈妈买票

子带阿拉去电影院看了《敦煌女儿》，

随后妈妈又帮阿拉寻到了视频，阿拉

放学后就跟着视频学唱。”茅善玉被两

个小朋友学习沪剧的热情打动，她说：

“以后想学沪剧，我来教你们！”“还不

快拜师！”姐弟俩的妈妈在一旁说。于

是，玛雅和安栋向茅善玉行礼拜师，茅

善玉也欣然接受了。

昨天的舞台上，玛雅和安栋不仅

演唱了上海说唱和沪剧、越剧、京剧等

传统戏曲，还表演了一段中国功夫，一

招一式有模有样。

老“师父”王汝刚也在一旁表示：

“两个小朋友很聪明，他们都是利用课

余时间学习中国文化。我们要广开师

门，只要是喜欢上海文化、喜欢中国文

化的朋友，我们都愿意和他们一起分

享和学习。” 本报记者 吴翔

一场演出“收获”两位重量级老师
——“白玉兰奖”颁奖典礼幕后故事

一年里，你读了几本书？刚刚发布的《2022上海市民阅读

状况调查》显示，上海市民人均阅读超13本，均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虽然数字阅读率首次超过纸质阅读率，但纸质书支出为数

字阅读的近2倍，纸质书作为生活中阅读仪式感的表征，地位不

可替代，上海人还是愿意为纸质书付出更多的金钱。

阅读行为在城市中随处可见，大部分市民对公共图书馆、书

店和书吧等公共文化阅读设施较为满意。近八成市民在过去一

年里曾使用过公共文化设施，近半数的市民每月至少使用一次公

共阅读设施。70.6%的上海市民在过去一年中至少参与过1次公

共阅读活动。书籍展览活动是最受上海市民欢迎的阅读活动，

27.56%的市民在2022年参与过旧书交换活动，27.02%参与过读

书交流会活动。具有社交属性的公共阅读活动赋予市民浓厚城

市归属感，让阅读主体之间相连接，让人与城市相连接。

上海市民家庭阅读率为82.44%。市民家庭阅读周时长为

143.06分钟。与家人共读时，大家更多选择的是读文学作品、人

文历史以及自然科学类作品。

市民前往书店的主要目的依次为购买图书、在书店进行个人

阅读、放松并体验慢生活。调查显示，市民对实体书店的功能需求

趋于多元，除了买书、浏览和学习外，实体书店的空间舒适感和文

创、咖啡等服务也是吸引市民去书店的要素。实体书店的延伸功

能是一种基于文化底质的社会交往，并成为市民社交的新场景。

过去一年里，超半数的市民都有一家自己常去的书店，并且

频繁到访，形成独特的文化空间依赖。73.99%的受访青年人在

过去一年去过业态丰富的实体书店。

对市民关于书店各项元素重要性的认知调查显示，市民认为

书店最重要的是选书品位，分值为1.28；其次是书店氛围，分值为

1.18；然后是书店理念，分值为0.84。这也说明了实体书店极大地

满足了市民对书店购书以外其他文化功能的需求，但图书和阅读

仍然是市民心中书店最核心的元素。 本报记者 徐翌晟

白玉兰花开，艺术的薪火传递绵

延。第31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

奖颁奖晚会昨晚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

现场揭晓获奖演员名单。由蓝天、黎

安、刘恋主唱，小荧星艺术团参与演唱

的《白玉兰之歌》，拉开了第31届上海白

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晚会的序幕。

本届白玉兰戏剧奖颁奖晚会以

“礼赞新时代”为主题，尚长荣、奚美

娟、岳美缇、许承先、谢涛、魏松、谷好

好、辛丽丽等著名表演艺术家一一揭

晓奖项并为获奖演员颁奖。

胡维露获本届白玉兰戏剧

奖主角奖榜首，吴正丹、张怡、万

正红、张佳春、张露、唐诗逸、朱

福、佟瑞敏、章益清获主角奖。

配角奖榜首由小翁双杰获得，顾

亮、杨春荣、樊婷婷、丁美婷、范

祎琳、朱红星、蔡瑜、华渭强、许

海俐获配角奖。此外，顾芯瑜获

得新人主角奖榜首，刘李优优、

谭一梅、杨萤、笪雪莹获新人主

角奖。尹春媛获得新人配角奖

榜首，黄兆函、徐均朔、范雅婷、

王炜佳获新人配角奖。本届白

玉兰戏剧奖“特殊贡献奖”授予

了94岁高龄、从艺75年的著名

表演艺术家陈奇。

本届白玉兰戏剧奖颁奖晚会首设

红毯入场仪式，一条名为“复兴之路”的

数字红毯第一次出现在上海文化广场

复兴中路主入口。160多位来自全国各

地的历届白玉兰戏剧奖获奖代表，本届

白玉兰戏剧奖评委、提名奖演员，相关

中外剧组主创代表、特邀嘉宾等盛装出

席，走上这条为辛勤奉献的文艺工作者

们铺设的独特的荣耀之路。

今年白玉兰戏剧奖将“特殊贡献

奖”颁发给94岁高龄的著名表演艺术

家陈奇。陈奇是一位有着77年党龄

的老党员，也曾作为播音员向世界播

送了上海解放的消息。她师从戏剧大

师黄佐临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将求真

务实、抱朴守正的戏剧精神践行

在舞台工作中。她从艺75年，是

上海戏剧界当之无愧的常青树。

白玉兰戏剧奖之所以拥有今

天的影响力，与长期以来坚持正

确的传播和评选导向密不可分。

中国文联副主席、上海市文联主

席、第31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

艺术奖评委会主任奚美娟代表本

届评委会上台致辞。5月下旬到

6月上旬，还将有10部本届白玉兰

戏剧奖主角奖获奖演员出演的优

秀剧目在上海进行展演，把名家

云集、剧种荟萃的艺术盛宴送到

百姓家门口。 本报记者 朱光

第  届“白玉兰奖”
昨晚揭晓

两位上海演员分获主配角奖榜首

上海人“爱读书、读好书、善读

书”，今天由上海市委宣传部、杨浦区

委、杨浦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人民

城市全民阅读”——2023年“4·23”世

界读书日上海全民阅读主题活动在杨

浦区创智天地举办。同时发布《2022

年上海市民阅读状况调查》和“书香杨

浦”阅读地图，推出2023上海全民阅

读重点项目，由14家电商平台联合发

起《出版物发行网络交易平台规范经

营倡议书》，跨界联动，从不同维度彰

显了上海这座城市浓郁的书香。

《2022年上海市民阅读状况调

查》显示，2022年上海市民综合阅读

率达96.83%，人均阅读超13本，全民

阅读各主要指标向上向好。市民对于

公共参与的读书项目充满了热情，

2023全民阅读重点项目包括解放书

单、思南读书会、“上图杯”阅读马拉松

共读共创活动、上海故事节、沪版好书

周历、亲子朗诵声音档案大征集、春日

种书计划、数字阅读周、讲书人大赛等。

网络购书给许多爱书人提供了便利选择，书在哪里买放

心？当当、天猫、京东、抖音电商、哔哩哔哩、拼多多、得物、小红

书、京东到家等14家电商平台发起《出版物发行网络交易平台

规范经营倡议书》，倡议严格落实本平台主体责任、坚决打击出

版物盗版行为。

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习惯，在这个春天各类阅读活动尤

其丰富。各区分别推出了名师沙龙、文化集市、市民晒书节、诗

歌朗诵会等各具特色的活动。此外，市书刊发行行业协会指导

全市实体书店在“4.23”世界读书日前后推出70多场“申爱阅读

在书店”主题阅读活动；全市各新华书店和上海书城推出“与世

界共读书——阅享读书月”活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策划推出首

届“世纪好书节”，近40家出版单位、实体书店、专业印制机构、

艺术品经营企业、文创产品研发机构汇聚一堂，100多场线上线

下阅读文化活动将与广大读者相遇。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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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你读了几本书
“市民阅读状况调查”显示

纸质阅读并未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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