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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昨日，由新民晚报和新民网共
同主办，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者协
会、上海语文学会和沪语网协办的
“新民晚报上海闲话创版 !""期座
谈会”在文新大厦举行，沪上众多
知名语言专家和学者参与了座谈，
与晚报的老读者们一同探讨“上海
闲话”版面。多数与会人士认为，该
版面不仅传承了上海方言及文化
传统，是新、老上海人的语言天地
和学习园地，更成为了新民晚报的
一张特色名片。

传承海派文化
新民晚报总编陈保平说，新民

晚报“上海闲话”专版创办于 #"!"

年 $月 %日，是目前全国唯一用书
面语言表达上海方言的报纸版面。
从一开始的小专栏，发展到半个
版，又扩大到一个版，“上海闲话”
引起了读者越来越多的关注。究其
原因，陈保平认为，在经济全球化、
人口高速流动的背景下，新移民不
断增加，以至于都市人对于一种地
方语言的保护和发展有一种危机
感，“如今的媒体总在报道，会说上
海话的孩子越来越少，使得人们越
来越重视上海话日后的保护和发
展，一些语言上的问题也成为本地
人和外来人员争论的焦点。”而新
民晚报作为一张地方性报纸，除了

满足本地读者的知情权之外，也要
保护上海的海派文化。
不少与会专家表示，上海话是

吴方言的重要代表，也是上海历史
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文明成果之一，
承载着上海的人文脉络和文化传
统，是国家不可再生的重要非物质
文化遗产。“没有上海话的海派文化
是难以想象的，没有任何事物比方
言更能原汁原味表现出社会生活的
韵味。”

广受读者欢迎
新民晚报“上海闲话”版的责

任编辑吕争说，刚创版时，她被爆
满的邮箱惊呆了，“一夜之间就接
到读者来信来邮 !&""多封，美国、

法国、加拿大、新加坡、香港等地及
全国各地的读者，以诚挚的感情抒
发了对上海闲话的热爱和对保护
传承上海文化传统的急迫心情。”
据悉，在“上海闲话”创版的 #年时
间里，报社共收到电话、短信和邮件
近 #万条，“来信中既有 '"岁的老
读者，也有 !"岁的小学生，他们以
短信和邮件的形式向我们表达了对
上海这座城市的喜爱。”吕争介绍
说，“上海闲话”以“上海闲话，海上
味道”为主题，既突出晚报特色，又
尊重本土地域文化传统；既珍爱、正
视上海方言的发展现状，又普及、传
承上海方言。版面精心推出了“上海
话有奖答题”“沪语小词典”“老里八
早”“弄堂茄山河”“侬问我答”“沪渎

码头”和“沪语童谣”等引人入胜的
栏目，通过对城市记忆的渲染，让
读者感受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
史风貌和人文魅力。

适度保护有益
对于上海话的保护，不少与会

学者都同意上海语言文字工作者
协会秘书长张日培的观点，就是
“要有度，要适度”。“现在新上海人
的孩子比例越来越大，有人认为上
海话在 #"年后就会消亡，但更多
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张日培表
示，保护上海话不会影响上海的现
代化进程，晚报作为上海发行量最
大的、历史最为悠久的报纸，以“传
承本土文化，珍爱上海方言”为宗
旨，将“上海闲话”版面做成一个与
读者交流互动的平台，被读者誉为
“一条荡在黄浦江上承载乡音的舢
板”，是具有积极意义和作用的。

对于上海话可不可以规范化、
标准化、信息化，与会的语言专家也
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任何
一种方言都在不断变化，张日培说：
“上海话不应该有自己的文字限制，
因为它毕竟不是独立于汉语之外的
语言。其书面表达应该以普通话为
基础，同时也可以包容和发展有自
己独立语音特色的文字。”

本报记者 张艺

“承载乡音的舢板”展现上海韵味
新民晚报“上海闲话”创版100期座谈会昨举行

! ! ! !本报讯（记者 夏
琦）昨天，第十届华语
文学传媒大奖在台山
举行颁奖典礼，方方获
得 #"!!年度杰出作家
称号。阿乙、李静、赵越
胜、黄灿然、杨显惠分别
获得 #"!!年度最具潜
力新人、年度文学评论
家、年度散文家、年度诗
人、年度小说家奖项。

方方原本被提名
的奖项是年度小说家，
这也是她第三次获得
该奖项提名。据悉，方
方是在终审环节，由马
原提议，经终审评委动
用增补程序而进入年
度杰出作家的角逐，并
最终获奖。方方去年推
出的长篇小说《武昌
城》，叙述了 !'#%年前
后武昌城的一段历史。
小说以两个青年人陈明武和马维甫
为主线，讲述战争对老百姓生活的摧
毁以及战争中人的成长、毁灭和重
生，讲述了一段城墙永久的消失和一
段历史永久的定格。
方方获奖后笑称，多次参评大

奖都是陪太子读书，没想到今天也
成了太子，“我从 !'岁当搬运工人
开始写作，一直写一直写，写到今
天，在我最迷茫、最困难、最空虚、最
寂寞的时候，都是文学陪伴我、帮助
我、支撑我。”方方说，“它也解决了
我的生计问题，是我的主要经济来
源，我用稿费先是养活了我的母亲，
后来是我的女儿。有时我甚至想，文
学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位著名作

家、诗人、评论家参加了颁奖典礼，
包括马原、叶兆言、麦家、王小妮、徐
敬亚、谢有顺、朵渔、林白、李西闽、
魏微、张翎、苏童、王小山、欧阳江
河、笛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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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朱光）成长需
要被尊重，爱的本质是成全———
昨晚在艺海剧院上演的百老汇名
剧《蝴蝶是自由的》!"周年纪念
版，通过一名盲人青年与嬉皮士
女孩的恋爱故事，透析了爱与自
由的关联。

业已成年的盲人青年家宝，因
为总是被母亲当做“!!岁的盲童小
超人”而急于脱离她的羽翼，一人
租住在外。他的邻居安妮可爱纯
真，机灵奔放，准备成为一名女演
员。渴望与外界交往的家宝被安妮
吸引……说好一个月后来看他的
母亲突然造访，正遇到这对青年男
女激情过后，衣着暴露。剧情随后
急转直下，母亲感觉 #$岁前曾嫁
人仅 &天就离婚的安妮最终会伤
害儿子，因此急于把家宝带回家。
而家宝则惦记着当晚两人约定的
火锅晚餐，岂料安妮果然带回家一
名曾与她有染的导演，并表示要搬

去他家。伤透了心的家宝决定跟母
亲回家，但母亲竟然拒绝了，因为
她不希望儿子“缩”回家“疗伤”，认
为如此反而不利于他成长。犹豫再
三的安妮终究觉得真爱更重要，返

回来找家宝。家宝领会了母亲给予
自己的自由后，回答安妮：“我不希
望你因为我是盲人就离开，也不希
望你因为我是盲人才留下。”

该剧通过人物性格产生的矛
盾推进。起先母亲因爱和儿子的
盲，想“圈养”他，遭遇安妮这位“潜
在女友”的“争夺”。家宝觉得不受
母亲尊重而更倾向于安妮。接着，
安妮欲转投他人怀抱。母亲利用这
个契机，给儿子上了一课，而儿子
的反应也让母亲认识到爱一个人，
就是成全他（她）想要的自由。最
终，安妮回到家宝身边，三人增进
了彼此的了解，人性得到升华。

扮演母亲的宋忆宁和饰演安
妮的焦媛，都在舞台上释放出了
各自的能量，演绎出角色美好的
一面。剧终后，该剧监制、导演高
志森透露，这是迄今为止，香港出
品的舞台剧中上演次数最多的一
部，昨晚上演的是第 !&$场。

宋忆宁焦媛上演“争夺战”
《蝴蝶是自由的》昨演出第163场

! ! !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上海文
汇出版社有限公司与上海鹿骋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近日签订一揽子项目
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出资出版大型精
品图书《文汇·鹿骋原创系列丛书》。

双方合作出版发行的图书共有
五个系列，第一批将用三年左右时间
精心打造《大艺术家画传》和《新锐文
丛》两大系列。文汇出版社表示，《新
锐文丛》将在全国范围内发掘视角独
特、风格鲜明的新生代作者，为文学
新人出版专著。《大艺术家画传》将以
作家写艺术家的形式为当代知名书
画家立传，图文并茂，可读性强。

社会资本注入文化事业

文汇鹿骋
打造精品书

! ! ! !本报讯 为纪念著名声乐教育
家温可铮先生，静安区将于 (月 #"

日晚在上海商城剧院举办“岁月如
歌———温可铮纪念音乐会”。活动主
办方特为音乐爱好者准备了 #""张
免费入场券，明天 !$)$"在陕西北
路 &""号赠票。届时，“上海外婆”陈
奇与温可铮夫人、著名钢琴演奏家
王逑女士将到场签赠。 （静文）

! ! ! !本报讯 本市数百名摄影家和
摄影爱好者日前相聚上海鲜花港，
参加“聚焦上海鲜花港”摄影大赛。
举办本次摄影大赛是为广大影

友搭建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提高
摄影者纪实摄影的能力。本次大赛
特别开通了网络系统，参赛者可网
上投稿，主办方还举办网上展览、公
众投票和人气指数排行榜等，直观、
形象地展现上海鲜花港生态和人文
环境的魅力。 （闵才弟）

#温可铮纪念音乐会$

入场券明免费发放

百名摄影家
聚集上海鲜花港

! 艺术家马莉莉!中"#钱程!左二"等参加研讨会 本报记者 胡晓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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