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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光）电视剧《繁花》引

发的海派文化热潮持续中，又一部包含沪

语、宁波官话、陕西话、苏北话的方言话剧

《魔都俏佳人》今晚在上音歌剧院首演。该

剧自今晚至8日、13日至17日连演10场，

这是“演艺大世界”首次推出的方言贺岁

剧，也是推动上海新春文旅融合、增添贺岁

剧品牌的尝试。

该剧由何念导演、赵化南编剧，汇聚越

剧演员出身但也时常主演话剧、影视剧的

何赛飞，话剧演员出身但也时常主演影视

剧的郝平，沪剧名家茅善玉，越剧名家赵志

刚，滑稽戏名家毛猛达，歌星出身、在电视

剧《繁花》中扮演“金凤凰老板娘”的黄龄，

话剧演员出身但因《繁花》而令人印象深刻

的何易……每一位主演本来就浑身是“戏

胞”。方言话剧也结合了他们的家乡语言。

《魔都俏佳人》是一部合家欢喜剧。上

海观众耳熟能详的名家、明星，在日常生活

里也都是老朋友。老友同台飙戏，连演员自

己都表示“相当期待”。

茅善玉和赵志刚曾是上海沪剧和越剧

的领军人物，上世纪80年代两人同时出

道、一起成名，私下两人是莫逆之交，戏曲

舞台上更是合作很多。而现在，两人都已

退休，却又在《魔都俏佳人》这样的话剧大

戏中再度合作，两人的粉丝都表示“一定要

看”。赵志刚自我调侃说：“我们这次演一

对‘退休CP’，茅善玉演22岁的女大学生，

我相信她一定有能力演好。我呢，就尽量

演出一些青春气来，不能太成熟了。”

将和“阿德哥”毛猛达饰演“老夫少妻”

的著名歌手黄龄，向来对跨界表演兴致勃

勃。此次受偶像茅善玉邀请加盟时，她说

自己“毫不犹豫就答应了”：“要演茅老师的

‘小妈’呀，这种机会太难得了，一定要参加

的！”而茅善玉本人也笑着说：“真实年龄我

好做黄龄的妈了，但剧本这样的设计，我很

期待最终的效果。”

“青溪”作为青浦的雅称，展现了当地

水资源丰富、景色宜人的特点，也体现了此

处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人文风

景。江南书局落户青浦的新店就以“青溪

之源”为名，今天开门迎客。“青溪之源”是

新华传媒旗下江南书局自奉贤区“书的庭

院”、嘉定区“疁城之瞳”后在上海五个新城

的又一次拓展。

书店里藏着“一角江南”
江南书局“青溪之源”位于青浦城区公

园路凯特利广场，藏身在一排沿街商场中，

却是“风景这边独好”。书局外观则采用白

墙黛瓦的传统江南美学意象，瓦片中勾勒

出吴冠中笔下的江南色彩，将无形的江南

之韵化为有形的江南之美。

门店店招所用“江南书局”四字用的是

宋代书画家米芾的字。他曾在青龙镇做

官，与青浦有着深厚的渊源。站在书店前

往外望，眼前绿化带似绵延山脉的剪影，流

线型休闲长椅融于景中又具实用功能。门

前屋檐的设计简洁大气，设置沿用中式庭

院的规格，正中以巨型书架作为“影壁墙”。

步入书局细品，从设计元素到运营布

局，处处透着“匠心”。海棠窗取自江南窗棂

元素，运用借景的设计手法，移步易景，使得

窗内的书局空间与窗外的人间繁华相映成

趣。埋首书籍的间歇抬头，视野交叠，带来

一份“时间之外”的闲适。设计团队运用现

代手法创新江南元素，将代表着东方意蕴的

柳叶瓶作为展示道具。这一元素突出了青

浦的区域文化，也打造出品牌辨识度。

距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崧泽文化”因出

土于青浦崧泽村而得名，它上承马家浜文

化，下接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重

要的文化阶段。“江南书局”青浦店以“青溪

之源”为名，围绕崧泽文化中的“陶纹”，结

合江南“窗”“瓦”等元素，以书为媒、以窗为

景，打造了一个极具新江南特色的社交型

文化空间。在崧泽出土的双层镂孔陶壶中

的花纹也被提取出来，独具巧思的“江南书

局 ·青溪之源”标识前两个绿色小三角点

缀，图案灵感就源于此，千年前的美绵延至

今，依旧时尚。

舒适雅致的文化空间
“江南书局 ·青溪之源”总建筑面积约

1100平方米，分三层。一二层包含图书、

文创文具、餐饮三大区域。图书品种多达

12000个，主营文学、艺术、少儿、教育等类

别；文创文具约2000个品种，含学生用品

及时尚潮玩。

餐饮仍以新华传媒连锁“磨辰光”品牌

呈现，除咖啡软饮外，加入意面、披萨等轻

餐，给予读者更全面的用餐服务。书局中

还设有多元化功能区，包含会议厅、自习

室、自助微创空间等区域。

“江南书局”把“人”作为衡量城市的尺

度，将文化艺术生活化，打造舒适的、全新

社交属性的复合型美学文化空间。从上海

书城福州路店到“江南书局 ·青溪之源”，

“新华悦读”不单将品牌阅读推广到青浦，

还将推出非遗文创、淘书换书、音乐生活等

多元文化活动和生活方式。

据新华传媒连锁销售中心总经理助

理陶舒婷介绍，之后“江南书局 ·青溪之

源”还将结合元代书画家、青浦才女管道

昇及丈夫赵孟頫的书法作品以及青浦当

地农产品等食品特色，打造特有的文化创

意产品。 本报记者 朱渊

青溪之源觅书香
海棠窗里望世界

江南书局今落户青浦

著名漫画家郑辛遥在新民

晚报夜光杯开设30余年的专

栏“智慧快餐”，凸显了他的创

作思想：真、理、奇、趣。他的

新书《漫有意思——“智慧快

餐”漫画逗本（英汉双语）》，昨

天在福州路上海书城与读者

见面。

郑辛遥每周捕捉一个生活

瞬间，幻化为图文并茂的“智慧

快餐”在新民晚报夜光杯上坚

持了30余年，堪称独一份。作

为郑辛遥的代表作品，“智慧快

餐”系列漫画于1992年开始在

《新民晚报》发表，每周“一题一

画”，诙谐幽默中蕴含哲理。30

多年来，郑辛遥的“智慧快餐”

曾获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奖、

第三届上海文学艺术优秀成果

奖，4次获上海新闻奖漫画一

等奖。此次，上海辞书出版社

最新推出的《漫有意思》漫画

“逗本”，精选了“智慧快餐”

1600多幅漫画作品中的863

幅，集中体现了郑辛遥40余年

漫画艺术创作成果和其“中国

式的幽默”。《漫有意思》漫画

“逗本”，是128开的袖珍开本，

页数多达960页，可以让读者

找回小时候看小人书的感觉。

“逗本”源于日系名词“豆本”，

即迷你书。“豆”谐音“逗”，更切

合漫画书的主题。为起个好书

名，郑辛遥干脆取贺友直先生

在2012年为“智慧快餐”漫画

专栏20周年题词中的“漫有意

思”4个字为主书名，倒也蛮有意思。

“智慧快餐”漫画专栏集结成三本书。2022年

推出了《智得其乐——“智慧快餐”漫画专栏三十

年》，是一部颇具学术含量、全方位展现一位漫画家

40年成长史的志书，在中国新闻史、中国漫画史上

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此次面世的这本《漫有意

思——“智慧快餐”漫画逗本（英汉双语）》，是一本

适合大众阅读的漫画书。全书英汉双语、双色精印，

按26个英文字母排序。从头开始逐幅阅读漫画固

然不错，随手翻阅或更能有所得。今年，郑辛遥还将

推出第三本书，是一本海派城市考古图文书《叩街问

巷——一个人的上海马路叙事》。

与此同时，郑辛遥还绘制了“十二生肖简笔画”，

每年以不间断的一笔，为生肖勾勒出生动的形象。

今年，他手绘的“龙”，就在上图东馆的“龙——生肖

艺术大展”上展出。由市美术

家协会、市动漫行业协会和新

民晚报联合主办的这场有438

条别具一格、“放飞自我”的龙

主题视觉盛宴，也“漫有意

思”。看书，静；看展，动——

动静相宜的新春文化生活，也

蕴含“真、理、奇、趣”。

本报记者 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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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城市空间 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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