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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月读书香 夏季邮你”

系列文化活动昨天在和平书院内的和平艺术馆启

动，同时，首个24小时城市公园阅读集群和平书院

也迎来了开馆“满月”。

和平书院由综合馆、少儿馆、刊茶社、艺术馆、

中心阅读绿地组成，开馆首月的阅读报告显示，截

至5月23日，和平书院馆藏文献总计8万2千余册，

累计接待读者16.5万人次，实现图书借还超5.1万

册次，新增借阅卡读者逾1800人次，最小的读者

只有三个月大，最年长的读者有103岁。据虹口

图书馆副馆长翁凌红透露，一个月来，和平书院

人流最高峰在五一期间出现，一天达到1万人次，

周末也有7000—8000人次，日均5000—6000人

次。每天至凌晨一两点，书院还会有10位左右的

读者停留。有一天零点之后，一对老夫妻前来还

书13本，又借了9本书。人流带来了更大的工作

量，馆内有限的工作人员之外，许多大学生参与到

图书馆的志愿者工作中。

和平书院开馆首月期间，围绕“和平书香，拥抱

春光”开馆季主题，，围绕文学、艺术、自然、生活等

主题，开展阅读分享、新书发布、亲子体验等形式活

动十余场。正在进行的“打开。自然时刻”共艺大

展上，艺术家从视觉听觉嗅觉各个感官角度邀请参

观者互动、体验，至今，亲子家庭、青年群体参观者

累计高达5万人次。

昨天，虹口区文旅局与虹口邮政联合打造的

“和平书院个性化邮筒”和“和平书院定制明信片”

也正式推出，作为融合书香和书信文化的独特纪念

品，承载着对月满书香的记忆和全民阅读的期待。

区文旅局与中共一大纪念馆也将开展合作。至6

月30日，馆内将为读者奉上形式多样的阅读分享、

文化体验、艺术导赏等精彩内容。

翁凌红告诉记者，图书馆还将与大隐书局合

作，给予读者美丽的风景，实现书香绿意环绕的美

好生活，并根据读者需求调整馆藏，“希望把原来不

来图书馆的人，变成喜欢来图书馆的人”。

“光荣之城”有一支光荣连队
现代越剧《好八连》演绎上海红色血脉传承

首个  小时公园图书馆满月了

一条大江
记录十年巨变

日本导演镜头里的中国故事

喜欢长江，更喜欢普通人
《再会长江》已经于4月12日在日

本院线上映，不仅荣登文艺片榜首，更

以跨越语言和文化差异的温暖影像，

吸引日本影迷走进影院，通过电影作

品认识到一个更加现代、真实的中国，

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文化

影响与意义，并获得中国外交部的点

赞和肯定。

不过，竹内亮说，让日本观众看完

后“来中国”并不是拍摄的目的：“我不

是旅游公司的人，拍的也不是宣传片，

我的目的只是互相了解。”他强调完全

是按照自己兴趣在拍纪录片，“自己过

去在全世界拍过许多河流，但从没有

哪条河的入海口像长江这样，大到用

无人机也无法拍摄完整”。竹内亮看

过《话说长江》《再说长江》等中国纪录

片，发现这些影片的视角都比较宏观，

会讲述长江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引用

古诗和文学作品侃侃而谈，但这些宏

大的视角和民族情感是外国观众难以

理解的。“我和许多外国观众一样，对

现在的中国感兴趣。我喜欢普通人，

喜欢看江边的故事，好奇住在江边的

人是什么样的。我的片子里没有历史

和诗，拍的都是老百姓接地气的故

事。”他说。

见证巨变，感受思想变化
就像他所说的，比起上一次从陌

生人的角度探寻、发现的角度，这次的

《再会长江》更像是一次“老友记”，通

过寻访曾经的拍摄对象，从具体的人

物出发，通过个人化的视角，讲述大时

代背景下的小人物故事。“10年前拍

摄时，长江的水很脏、很臭，尤其是下

游的江边有很多工厂，废水就直接流

下去。现在不一样了，江水变得干净，

而且长江十年禁渔计划启动后，水里

有很多鱼，还能看到江豚。”对于两次

长江之旅的不同感受，竹内亮在上海

影城首映现场深思后给出了两个字的

答案——“巨变”。

2013年迁居南京，并已经成为中

国女婿的他动情地说：“中国就像一个

永动机，时刻都在开足马力向前奔

跑。十年过去，这里变化很大，环境变

得更加干净，住所变得更加宽敞气派，

生活也变得更加富裕，最重要的是人

们的思想也变得更加开放包容。我非

常喜欢中国充满活力的变化，希望能

通过我拍摄的纪录电影，让更多的朋

友认识中国，继而亲身来中国走走看

看，感受现代中国的发展脚步。”竹内

亮在首映礼上还分享了他未来的计划

——希望通过更多的纪录片作品，继

续记录和展示中国的社会变化和人们

的生活故事。

参与其间，捕捉真实瞬间
这种变化，在《再会长江》中通过

茨姆的故事集中呈现。2011年去香

格里拉拍摄时，竹内亮一行人遇到了

在景区抱着小羊和游客合影留念的藏

族女孩仁青茨姆，这个仿佛生活在“异

世界”的17岁少女不明白飞机如何开

在“路”上，无法想象100层的楼是什

么样。为了帮茨姆看见更大的世界，

竹内亮带茨姆和母亲到上海旅行，从

此改变了她的人生。十年后故地重

访，茨姆已经变成了干练的民宿店老

板。“这些是如果没有在大城市开过眼

界，在以前我们保守的观念里，想都不

敢想的事情。”茨姆说。

十年前，竹内亮首次将茨姆从香

格里拉带到上海，给纯真的心灵打开

了一扇看向更广阔天地的窗口；十年

后，《再会长江》又再次让她走红网络，

民宿生意也变得火爆。这种深度介入

拍摄对象生活的方式，使得竹内亮的

作品不仅仅是简单的记录，更是对人

物命运的主动参与。“有些人跟我说，

作为纪录片导演不应该干涉他人的人

生，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就可以了，但我

觉得拍摄本身已经构成干涉了，所以

不如更进一步，捕捉到更为真实和动

人的瞬间。”竹内亮相信，即便不是自

己，也会有其他人带茨姆走出高原，去

往更远的地方——因为，中国巨变的

脚步不可逆转。

本报记者 孙佳音

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一堂身

临其境的“党课”、一次感悟初心的洗礼

……为庆祝上海解放75周年暨上越男女

合演团建团65周年，作为“光荣之城”

2024上海红色文化季参演剧目，上海越

剧团创排的现代越剧《好八连》昨今两晚

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上演。

“过去，党叫我们站马路，站就要站

好；现在，党叫我们搞特战，搞就要搞成。”

这句贴在好八连宿舍楼里的警言，表明了

八连过去与现在的不同任务，也支撑起越

剧《好八连》“两次转型”的叙事线，并通过

两代指导员的心灵交流串连起两个时

代。作品突破了越剧原先的表现题材，

“全男班”阵容也让观众看到越剧男演员

演绎男儿热血的飒爽刚劲。

故事始于一次军事考核，激烈的矛盾

冲突、紧迫的时间任务，构成全剧硬朗飒

爽的气质。与此同时，作品坚守越剧本

体，在军事考核外壳下，细腻饱满的思想

情感是本剧的内核，借此发挥越剧的抒情

性、细腻性和善于刻画人物心理的特色。

就连熟悉了越剧唯美凄婉画风的老戏迷

也感慨：“越剧展现军旅题材，有种别样的

浪漫。”

眼中所见，是清一色的军装；耳中所

听，是“越”味纯正、流派纷呈。陆派、尹

派、范派、徐派、袁派等不同流派唱腔带出

不同的人物性格特色，凸显了越剧长于抒

情的风格特色。以情叙事，以情塑人，以

情感冲突展开矛盾，时而深沉、时而柔

情、时而激烈、时而悠长，紧紧扣住观众

的心弦。

春妮去看望陈喜，为他缝衣袖，“针儿

走，线儿留”唱段，发挥了越剧最擅长表现

男女细腻情意的特点。春妮将自己质朴

热烈的情感融入针线，又将陈喜心猿意马

的心思嵌入针线，针线如情，牵连勾扯，时

连时断，好听好看。严斌被秦小军误解，

大失所望、心痛不已地唱出“一声指导员，

叫得我痛彻腑肺”，这一核心唱段突显陆

派的表现力，以尺调为基础，散板、慢中

板、中板、嚣板、快板等，板式丰富、层次多

变、情感跌宕，刻画了严斌复杂的内心活

动。

这是一次难得的上越“男宝贝”的集

体亮相。黄金一代的许杰，不仅在剧中扮

演第一任指导员，在剧外也是“指导员”。

他帮青年演员细究台词、唱腔和人物塑

造；新晋中生代徐标新、裘隆、顾爱军等扛

起大旗，演绎了军人的阳刚之气；第10代

新秀冯军、姚磊、张杨凯男等，也以青春演

绎让人耳目一新。其中，冯军、张艾嘉曾

在大学期间有过两年服义务兵役经历，军

姿的标准度还曾得到八连指导员的高度

赞叹。

“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故事一直在延

续。1949年至今，从站岗放哨到特战转

型，连队始终守卫着上海。剧中，“南京

路”更是连接过去和现在，“霓虹灯下的哨

兵”与“新时代霓虹灯下的哨兵”交叠呈

现，让人感受到上海这座“光荣之城”的红

色血脉的传承。

本报记者 朱渊

2011年，日本导演竹内亮为NHK拍摄了一
部大型纪录片《长江天地大纪行》，6300公里的
长江，一路上的风土人情和壮美景色，都在他的
镜头下被永久定格。在这个过程中，他深深
地被这片土地吸引，并决定迁居中国。

2021年，竹内亮再次出发，重走长
江之旅，拍摄了纪录片《再会长江》。
2022年，这部纪录片先以9集剧集的体
量登陆各大视频网站，至今豆瓣评分
高达9.3。又两年之后，电影版《再
会长江》将于今日上映，竹内亮提
炼了新的思路和主题线索，通过一
条河展现中国十年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