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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对于一个人而言是成长，对

于一项文化事业而言，则是积淀与传

承。昨晚 ，“相信阅读的力量——第二

十届文津图书发布暨国家图书馆4·23

世界读书日特别活动”在国家图书馆举

行，不仅揭晓了年度优秀图书榜单，更

深情回顾了“文津图书”20年历程。

活动现场特别设置的“时光长廊”

充满寓意，文津图书评选活动自2004

年创办以来，始终秉持着一份深沉的

文化责任与对读者的殷切关怀。“读书

如稼穑，勤耕致丰饶。”国图希望通过

评选好书，给读者带去持续的文化体

验，充盈他们的内心。长廊尽头的仪

表盘，定格在象征世界读书日的

“423”，寓意着每年的这一天，文津图

书都将如约而至，与读者相遇。

第二十届文津图书的评选结果在

万众期待中揭晓，《满世界寻找敦煌》

《为国铸盾：中国原子弹之路》《亮世

界》等20种图书荣膺年度佳作，另有

46种图书获得提名。这份沉甸甸的书

单，是文津图书20年来，对“好书”理念

的又一次深刻诠释。

文津图书不仅是年度好书的推介

平台，更凝聚着一代代评委的心血与

坚守。资深评委周国平作为见证者，

感慨万千，“第一届时我60岁，刚退休，

今年80岁，从一个低龄老人变成了高

龄老人，但我觉得我没有老，靠的是什

么？阅读。”他强调了文津图书在评

选时的核心标准，在选择参评图书和

进行评选时，主要考虑知识性和思想

性，在图书品质上把好关，其次是可读

性和普及性，这是文津图书面向广大

公众的题中应有之义。他说：“文津图

书纯粹、干净，祝愿文津图书继续在安

静中履行引导全民阅读的使命。”

活动现场，“国家图书馆文津领读

人”代表靳东，以其富有感染力的声

音，重温了王蒙在文津图书初创时的

寄语，“好书最美。有价值的思想是美

丽的，学习着是美丽的，思想着是美丽

的，认识着的实践是美丽的。提倡写

好书读好书就是提倡思想提倡智慧和

光明，消除愚昧和黑暗。”这段饱含哲

理与期盼的话语，道出了文津图书设

立的深层意义——以好书为灯，照亮

民族的精神世界。

本届文津图书的多元化特色，也

印证了时代的发展与读者阅读需求的

变化。社科类图书关注现实，探寻历

史；科普类图书深入浅出，启迪科学思

维；少儿类图书则以丰富的想象和真

挚的情感，滋养着下一代的心灵。《自

然而然：曾孝濂自传》入选，曾孝濂说：

“20年来，每一本文津图书，都是文津

的选择、文津的态度、文津的情怀。文

化的薪火，被文津的灯塔高高举起，这

份坚守令人敬佩。”

《为国铸盾：中国原子弹之路》作

者荣正通认为自己这本书的入选，“主

要是因为它把握住了时代脉搏，大家

敬重‘两弹一星’精神，社会需要‘两弹

一星’精神。”这充分体现了文津图书

对弘扬时代精神和科学普及的重视。

《我们的乒乓球队》的作者刘海栖说：

“我书里的小主人公个个勇敢、诚实、

友爱、活泼，是我心中孩子的理想样

子。我书中的大人也都体贴、包容、呵

护、尊重，也是我理想中大人的样子，

他们共同构成我期待的成长环境。”

这番话语，饱含着对孩子们健康成长

的殷切期望。

“天光云影 一廿之间——文津图

书评选推广活动二十周年回顾暨第二

十届文津图书展”的同步开展，更像是

一部生动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文津

图书20年来的耕耘与收获。同时，国

家图书馆也正式启动“文津二十年 好

书中国行”活动，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阅

读推广活动将陆续展开，让更多人感

受到阅读的魅力与力量。

驻京记者 赵玥（本报北京今日电）

昨天，上影集团主投主
控、第一出品的电影《密档》
经过一个多月拍摄，在上影
车墩影视基地杀青。影片由
上影导演郑大圣执导，张琪、
贺子壮领衔编剧，袁弘、李妍
锡等主演。在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8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

周年之际，这部影片讲述了
隐蔽在上海石库门里的一段
秘战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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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弘（右）李妍锡领衔主演《密档》

柴米油盐 众生百态
电影《密档》取材于中共地下工

作者守护“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

历时8年筹备，今年3月10日开

机。影片突破传统悬疑谍战片框

架，将几代中共地下工作者的传奇

经历浓缩于几位主角身上，讲述主

角作为文库保管员守护上万份绝密

文件的艰难斗争，也生动勾勒出战

火中上海普通市民的众生百态。袁

弘与李妍锡饰演的主角夫妻，表面

上是石库门弄堂里的寻常百姓，实

则是肩负重任的中共地下工作者。

在上海沦陷于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

至暗时刻，他们在如履薄冰的日常

生活中守护机密档案。

谈起《密档》的拍摄历程，袁弘

以一个“真”字概括。“首次与上影合

作，被整个剧组打磨精品的创作态

度感动。上影提供了当下难得的创

作空间，拍摄方式上也打破常规。

我们提前15天进组，进行剧本围

读、生活训练和即兴小品。”他说，

“我们像当年的上海人一样生活，从

学会生煤炉、织毛衣开始，从柴米油

盐的真实生活出发，还原那个年代

上海石库门里的芸芸众生。”剧组要

求将主演的服装直接挂在角色的衣

柜里，由演员自己挑选；在片场，演

员们相处起来也如同石库门里的左

邻右舍。他觉得，“真实”是这部作

品中最好看也是最动人的地方。造

型指导王海婷感慨，这是她从业20

多年第一次遇到的没有“服装”、没

有“化妆”的拍摄现场。她说：“每一

天，每一场戏穿什么全凭演员对当

天场景的理解，而且我们这次是全

裸妆，真的一点点妆都没有，导演

说，他们（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就该

像是化在大海里的水滴。”青年演员

李妍锡曾凭借电影《一江春水》获评

第15届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演

员”，她感到《密档》的创作模式让自

己收获颇丰，“摄制组给予演员很多

即兴发挥的空间，在当下快节奏的

时代，这种慢工出细活的创作模式

太可贵了。”她以“家常菜”来形容这

部电影，“影片中，住在石库门里的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秘密，每位演

员的表演都充满惊喜”。

《密档》杀青前夕，剧组特意来

到上影厂文学部旧址“永福路52

号”（见上图）拍摄一场重头戏。影

片将故事主要的发生地设定为“小

沙度路52号”，也是对这片上影“初

心之地”的致敬，寓意传承上影创作

传统，沉下心来打造出一部好作

品。令《密档》主创感动的是，导演

张建亚等不少上影艺术家都曾来剧

组探班，传授宝贵经验，共同托举这

部作品。

红色精神 接续相传
电影《密档》的故事背景为日本

侵占下的上海，带有鲜明的历史印

痕和强烈的情感冲突。为了展示在

风雨飘摇的时代，信仰与忠诚如何

支撑着个体的勇敢决策，也为了更

好地还原历史真实感，主创查阅了

大量文献史料，仅服装就修改了十

余版，拍摄现场还特别复刻了20世

纪40年代上海里弄的细节。团队

还曾多次前往中共一大会址、中共

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等地采风，感

受影片的时代背景和人物原型。两

位主演感叹，拍摄这部电影的过程

亦是一次接受历史教育、感受红色

精神的过程。而这份红色精神也在

众多参与拍摄的普通人身上接续相

传——在《密档》杀青的前一天，就

有一群特别的年轻人参与了拍摄。

通过《密档》摄制组和上影集团

团委发起的“我讲-我演-我是”活

动，来自18家单位的近200位各行

业青年、高校学生饰演了亲历上海

解放的爱国青年，以参演电影的方

式沉浸式感受近百年前为新中国而

呐喊的青春信仰与热血时刻。同济

大学建筑学硕士、来自澳门的吴家

兴被激昂的氛围所感动，表示“要传

承前辈的理想，为建设家园出一份

力”。在上海工作的哈萨克族青年

海萨尔 ·吾尔列吾感叹：“过去印象

中的上海是时尚大都市，这部电影

让我对上海承载的百年历史有了更

深的感触。”中国科学院博士张健在

表演中尝试重返历史现场，他在游

行队伍里努力诠释心目中“留洋归

来的青年科学家”形象——心怀用

知识建设祖国的热忱、眼神中满是

对未来的期望，“百年前中国青年前

赴后继报效祖国的精气神，也延续

到了今天的我们身上”。

据悉，电影《密档》杀青后计

划在上影昊浦影视基地进行后期

制作，依托上影制作一站式服务平

台，为观众打造一部彰显“红色底

色、江南风韵、海派特色、时代亮色”

的佳作。

本报记者 孙佳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