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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参赛
沪语也时尚

自 !月 "!日启动以来新老上
海人参与热情高涨，年龄最小的 #

岁，最大的 $%岁，参与市民上百万，
!万余市民直接报名参赛。为了吸
引更多年轻选手参赛，特地开辟了
网络微信分赛区，通过网络、微信报
名、答题、上传音视频，总共吸引了
&''万人关注，近 "万人答题参赛，
其中 $'、&'后选手占 $'(。此外，
还通过新民晚报新民网官方微博等
社交媒体多渠道传播，组织开展“我
最喜爱的沪语童谣”微信评选、沪语

表情推广等赛事预热活动，受到年
轻网友们广泛关注和参与。
网络参赛的 $'、&'后选手个个

有绝活，他们充分发挥创造力，用多
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将上海话的生动
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有把沪语童谣
串串烧唱成 )*+风的，有改编流行
歌曲《最初的梦想》追忆小辰光的，
还有模仿经典沪语广播《谈天说地
阿富根》的 $'后老上海，也有 &'后
说唱淮海中路的, 还有把自己做小
姑娘时“哪能娇滴滴”，做了妈妈以
后“哪能有责任感”的事迹编成小品
的。来自网络的年轻人将自己的生
活故事用时尚、流行的艺术方式表
达出来，丰富了沪语的艺术表现力。

$' 后的李斌是 $ 号线地铁司
机，闲暇之余，他把工作中记录下的
点点滴滴改编为属于自己的“海派
清口”，“阿拉地铁里向每天有各种
好白相个事情，我想用上海话把这
些事情讲给大家听。”展演现场，他
和钱程合作带来令人爆笑的海派
脱口秀《地铁站逃票》，这些故事让
天天乘坐地铁的上班族感到熟悉，
让逃票者羞愧。&'后上师大学生杨
雯丽自称“小上海”，她是个彻头彻
尾的沪剧迷。沪语大赛上她一曲
《馄饨赋》让评委老师们惊叹，她还
在大学里开办了“海派文化社”，带
领一群外地同学用沪语“说学逗
唱”，力求让外地同学更好地了解

上海、融入上海。

沪语表情!萌萌哒"

传播方言添新意

侬好、接翎子、辣手……这些日
常生活中常用的沪语如果有生命，
会是什么模样？为推广沪语、增加沪
语视觉记忆，本次沪语大赛还别出
心裁地推出了一系列生动有趣的沪
语漫画表情“海小萌”，系列沪语表
情由一位新上海人提供，他不会说
上海话，苦学数年，成效寥寥，情急
之下找来上海朋友一起创意策划了
一组共计 -'个沪语漫画表情，除了
在家里随处“张贴”外，为了扩大影

响，准备在朋友圈发布传播。听说市
民文化节要举办沪语大会赛事，便
将这套精心创意的沪语表情提供给
了大赛主办方，以便让更多的新上
海人更直观、形象地学习沪语。
“.'强沪语表情”的评选活动，近万
名网友参与到浏览和评选活动中
来。最终，“发嗲”———这个代表着上
海女人特有的撒娇方式的表情，以
“萌萌哒”的可爱形象，被网友选为
最受欢迎的沪语表情。而在生活中
十分常用的“组撒”（表示“干什
么”）、“戳气”（表示“讨厌”）紧随其
后，与“发嗲”一起荣登最受欢迎沪
语表情前 !强。

本报记者 朱光

百名沪语高手亮相 十强沪语表情揭晓

!发嗲"!组撒"!戳气"荣登前!甲

! ! ! ! !阿拉欢喜讲上海闲

话"# 迭句普通而朴素的闲

话#成为今年上海市民使用

频率非常高的一句闲话 $

!沪语大会"#迭个既扎劲又

好白相的文化赛事活动#成

为今年市民文化节的一大

亮点$

近年来上海话的传承出

现危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小朋友讲勿来上海闲话#年

轻人讲不好上海闲话# 中老

年人勒浪交关场合也勿讲上

海闲话$ 迭次沪语大赛可用

四个字来概括# 就是 !大"%

!小"%!多"%!少"$

大#沪语大会规模之大#

前所未有$ 全市 !""多个街

道社区侪组织了初赛# 各区

又组织了复赛# 再加上新民

网的参与# 开辟了网络参赛

的途径# 吸引了大量网友的

参与$

小#参赛小朋友之多#前

所未有$起不到传承的目的#

比赛的意义就大打折扣$ 所

以主办方在制定比赛规则的

辰光#用规则做导向#特别规

定每个区勒浪选拔选手的辰

光# 小朋友参赛的人数最低

必须达到六分之一$ 迭能一

来# 一记头改变了以前各类

上海话比赛中白发多黑发少

的状况#从初赛到复赛#再到

决赛# 处处可以看到年轻的

身影和稚嫩的脸蛋#交关侪是幼儿

园的小囡#其中 #%$岁的小囡进入

百名达人竞争的就占了大约十分

之一$

多#参赛总人数之多#参赛者

身份的多样性#前所未有$ 由

于参赛者身份组成的多样

性# 特别是较高文化层次人

士的参与# 使本身比较通俗

的沪语比赛# 呈现出更浓的

文化气息$ 不少选手用沪语

朗读徐志摩的 &再别康桥'%

朱自清的&背影'和刘禹锡的

&陋室铭'%范仲淹的&岳阳楼

记'等#读得来琅琅上口#也

再次证明了上海话上得了厅

堂# 下得了厨房( 吟得了诗

词#谈得了家常$

少# 对沪语比赛误解和反

对的声音之少#前所未有$老底

子勒浪保护传承上海话的一些

活动开展辰光# 多多少少会有

一眼误解和反对的声音# 认为

保护传承上海话会得干扰推广

普通话# 事实证明推广普通话

和传承上海话是相行不悖的#

并不会干扰推广普通话$

欣喜之余觉得一年一度

的比赛固然重要# 但哪能把

市民的热情可持续地保温#

那能把比赛的热闹效应转化

为对上海话保护传承理性思

考和多样化推进# 比方讲学

校开设沪语课程# 广播电视

用沪语播报新闻#公交%地铁

用沪语报站# 政府班门有沪

语服务等$ 保护传承上海话#

需形式创新#宜多管齐下$

一个好的文化赛事鸟飞

留影#踏雪有痕#市民文化节

的!沪语大会"留拨阿拉的思考交

关交关))

评委 葛明铭

*上海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王小毛"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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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挥笔写作，门槛不高，要求不
低。"'./年上海市民文化节“01 上
海”市民写作大赛，日前在普陀区图
书馆颁奖，百位市民作家在红毯上
一一亮相。他们还聆听了名家对自
己作品的朗诵品读。
在弦乐伴奏下，蔡金萍舒缓、低

沉的嗓音仿佛把大家带进了怀旧、
浪漫的甜爱路。当她品读作品《甜爱
路，从此与我有了结缘的小路》时，
上海风情和影像就在品读声中一一
铺展。藏族女孩扎西尼珍，只身一
人，来沪求学，从一件小事中感受到
了上海的温暖和包容，写出了《有爱
的地方就有家》。田园声情并茂的朗
读，深深地感染了在座的每一位观
众……当天，“市民作家俱乐部”宣
告成立，为“市民作家”们提供了一
个交流、沟通、提升的平台。
与去年市民文化节“十大赛事”

偏重舞台表演和动态展示，今年则
主打“听、说、读、写”，更注意培养和
提升市民的文化内涵与底蕴，更注
重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
传播。写作大赛由普陀区承办，并联
合了上海市民文化节指导委员会、
市作协、少儿出版社、红领巾读书指
导委员会、创世中文网等单位，统筹
作协的专业资源及区域公共文化服
务资源展开。通过推动市民多阅读，
一起品经典、说梦想、写美文。此次
写作大赛，倡导“生活即写作，写作
即生活”的理念，以“四手联弹”的方
式呈现诸多亮点。

写作大赛，以“四手”方式，“联
弹”出华彩乐章。

第一手———“01 上海———倾听
你的上海”写作比赛，正是主题板块
的“主旋律”，下设六个分主题，分别
是：“城市记忆中的上海风情”、“喜
欢上海的理由”、“眉目间的亲情”、
“这些年家的变化”、“上海，梦想升
起的地方”、“写给未来的上海”。这
七个分主题的设置，把土生土长的
上海人和为了梦想来沪的“新上海
人”，以及远离故土在外打拼的游
子，都凝聚到写作中来。征稿从 /月
"!日启动至 $月 !.日截止，全市 !

万余人参赛，选送组委会稿件 !$#%

份（其中学生组来稿 $'$份）。参赛
单位遍及全市区县，稿件由知名作
家、学者、资深编辑等经过初审、复
审与终审三轮评审，最终产生百强。
初审由四位专业作家、知名媒

体人、编辑组成的评审组将参赛作
品分成一、二、三等，从 !'''余篇参
赛稿件中遴选出 -''篇进入复审。
复审由七位专业作家、知名媒体人、
编辑组成的评审组，以 .'分制形式
对进入复审的 #!-篇参赛作品逐一
打分（保留到小数点后一位），总分
排前的 "''篇（其中成人 .$'篇，学
生 "'篇）进入终审。终审由九位专
业作家、知名媒体人、编辑组成的评
审组，以 .''分制形式对 "''篇作
品逐一打分，总分排前 .''篇（成人
&'篇，学生 .'篇）的应征稿件作
者，荣获“百位市民作家”称号。

第 二 手———“书本 里 的 童
梦———我与小伙伴的奇幻之旅”，好
比“前奏”，面向青少年和小朋友。活
动围绕 .'部由本土作家创作或者
由上海作家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
让孩子们开动脑筋，幻想并写下和
书中主人公一起展开的奇幻旅程。
组委会从近 " 万件稿件中筛选出
!#''多篇进入复审。著名儿童文学
作家张秋生挂帅 &人组评委团，每
位评委分别对 !''篇稿子打分，然
后排出前 .''名。最后评委团对前
!'名进行集体讨论，最终评选出 !'

位“写作小达人”。
第 三 手 ———“2 姆 妈 的 模

样———微写作比赛”，调动起了各年
龄段参赛者的积极性。或叙事，或描
写，或议论，或抒情，在短短 !''个
字内，描绘心目中母亲的模样。

第 四 手———“说出 我 的 梦
想———写给 "'年后的自己，电子明
信片创作活动”。如果说，前面“三
手”，是前奏，是主旋律，是柔美的和
声，那么这个活动就是整个乐章的尾
声，它能让人们对乐曲以外的世界产
生强烈的联想。在日新月异的信息化
时代，给 "'年后的自己递送一封明
信片，书写对未来的憧憬和愿想。
市民写作大赛通过“四手联弹”

的方式，为丰富市民文化活动奏响
了一曲华丽的乐章。它充分调动了
各年龄段人群的广泛参与，获得了
社会大众的积极参与。

本报记者 朱光

文笔真挚 直抒胸臆 写尽人间“真善美”

!!"上海"市民写作大赛颁奖

! ! ! !一辆黄包车拉来一位身着旗袍的上海女士% 原来
是 "#$%年上海市民文化节沪语大赛展演的两位主持
人&&&滑稽剧团副团长钱程与长宁民俗文化中心的黄
之琳' 由长宁区和新民网主办的沪语大赛前天在中山
公园落幕%!侬好上海"参与主办了此次网络赛区活动%

网络赛区十强选手全部入选!百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