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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说到现在最火的动物小说作
家，非沈石溪莫属。书展期间，沈
石溪参与的每场活动都围了里三
层外三层的小读者。昨天也不例
外，沈石溪携新书《小鹰逆风飞
行》来到上海书展开发布会，小朋
友们为了看沈石溪爷爷，宁可让
凳子空着，也不愿意坐下来被前
排的人挡住视线。
《小鹰逆风飞行》是“动物小

说大王”沈石溪的最新长篇小说，
很少涉及飞禽题材的沈石溪，此
次作品的主角是只小鹰。故事以
小鹰紫金冠的视角，讲述了它在
失去母亲成为孤儿之后，面对生
命的逆境顽强拼搏，一步一步努
力成长，最终展翅飞翔的故事。
沈石溪现场分享了《小鹰逆

风飞行》的创作缘起和写作过程，
他说：“我 !"岁从上海到云南插
队落户，连饭都不会煮，米被我炸
成了爆米花。那段日子虽然苦，但
也让我迅速成长。我用书中小鹰
的例子就是想告诉大家，生活的
道路不会一马平川，面对颠簸曲
折时要鼓起勇气来面对，相信大
家一定可以战胜困难。”

见习记者 赵玥

! ! ! !吾同，这名字听来，犹如一棵茂
盛的树。十余年前，两位同济学子从
同济梧桐大道的林荫走来，从“手工
大师”一个小小的种子开始，将梦想
落地生根。如今，渐渐枝繁叶茂，一
片苍翠。
其实，你可能从没有听说过“吾

同书局”，也并不知道它在哪里。甚
至，即便告诉你“方浜中路 #"$号”，
概念依旧模糊，但“豫园华宝楼三
楼”，可能会让你一下子明了它的位
置。是的，吾同书局，就坐落在上海
心脏处的最黄金地段。华宝楼外是

车水马龙，是游人如织，是金碧辉
煌，但踏上三楼，在古色古香的老城
厢，在琳琅的金石玉器店楼上，吾同
书局吹散历史的风沙，好像在守护
着熹光未泯的庙宇殿阁。
吾同书局，是一个有温度的地

方。在 %&''平米的空间里，满是文
艺却也实用的书册和阅读与思想的
乐趣。或者你还可以品一杯香茗，或
一口浓醇的咖啡，亲手采摘蔬果，调
成一盘爽口的色拉。兴味盎然时，还
可以找到手工大师，定制精心设计
的工艺品。窗外是熙熙攘攘的豫园，
而吾同却是清幽文雅，真正的“闹中
取静”。
作为上海书展的分会场，吾同

书局每天或放映艺术电影或组织小
型音乐会，还在上个周末带来多场
清新文艺的新书发布和签售活动。
第一场便和书店的气息相当契
合———当代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摄影
第一人奚志农，前来分享他的传奇
摄影之路，签售《野性中国》摄影集。
跟吾同书局一样，你可能也不

知道奚志农的名字，但你一定看到
过他拍的照片。!((#年至 %(("年，
他花费五年，首次拍摄到了滇金丝
猴珍贵的野外镜头。那张经典《母与
子》成功地挽救了 #''只滇金丝猴
的生存环境。%((&年底，他第一个
深入青海可可西里报道“野牦牛队”
保护藏羚羊的事迹，以及藏羚羊被

大肆猎杀的危急状况。在“用影像
的力量促进自然保护”信念的指引
下，他 )'年来风雨无阻，用顶级的
视觉语言促进了民间野生动物保
护意识的觉醒。他是唯一入选国际
自然保护摄影师联盟*+,-./的中国
摄影师 ，并被英国专业户外摄影杂
志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 0'位自
然摄影师之一。

这次，奚志农带着《野性中国》
来到读者中间，几乎经典作品都集
结在这本摄影集之中，如果你觉得
还不够过瘾，那么奚志农 )'年摄影
经典回顾展也正在华宝楼二楼举
办，展期一个月。

本报记者 孙佳音

吾同书局!

!动物小说大王"

沈石溪亮相书展

! ! ! !昨天下午，申城笼罩着阴霾，不时
飘着细雨。没有狂风大作，也没有电闪
雷鸣，似乎天空也同人一起，静悄悄地
悼念朱践耳先生的离去。
按照朱践耳先生的遗愿，不设灵

堂，不办追悼会，遗体捐献给复旦大学
医学院。不大的房间里，聚集了二三十
位朱老先生的亲友。朱老先生不愿声
张，这次遗体告别设在复旦大学遗体
交接站内，只通知了亲友。
“爱心和天地共存，精神与日月同

辉。”水晶棺的两侧写的正是朱老先生
一生的写照。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郭强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朱老先
生是中国交响乐的奠基，但是他一生
都十分低调，走得也如一贯安静。”谈
到生前的朱践耳，他说：“他的人品不
仅仅停留在口头，而是身体力行的。他
一生都在践行自己的高风亮节，他把
一生交给人民、交给党，最后把遗体交
给医学，做最后的奉献。”

哀乐中，众人向朱践耳先生的遗
体深深鞠躬。随后，环绕水晶棺一圈，
众人瞻仰朱老先生遗容。眼泪和拥抱
交织，这是最后一次的道别。
走出复旦的这个小小会堂，雨还

在下，但是阳光却透过云层照耀了起
来。朱老先生一定也化作这明亮，照进
了每个人蒙着细雨的心中。走好，朱
老。 见习记者 吴旭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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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十二三弦共五音，每声如截远人心。”
古筝表演是中国弹拨乐中的璀璨支流，始终
以其丰富的内涵向世人演说着“中国情怀”。
昨日，古筝再度跃入世界眼帘，成功以 1$1'

台敦煌古筝合奏的形式，刷新了古筝合奏的
吉尼斯世界纪录。在澳门，这一中国“一带一
路”的重要节点，向世人展现“盛世华筝”的
非凡魅力。

千人合奏
伴随着吉尼斯认证官布里塔尼一声

“-2345678967+23（祝贺）”，近 $''' 平方米宴
会厅里爆发出惊雷般的欢呼。来自南宁年仅
(岁的陈可月和小伙伴从地上蹦了起来，她
的眼睛笑成了月牙：“能和全国 1$''多个弹
古筝的人一起刷新吉尼斯纪录，我觉得挺自
豪的。”
将花白的头发整齐梳成一个髻，斜插着

一根簪子，李莹是广西壮族人，":岁的她不
服老，花甲之年才开始学筝，$年来风雨无
阻每日练习。参加此次吉尼斯挑战赛，于她
而言就是“为国争光”。

在一众娘子军中鹤立鸡群的是高健，这
个来自安徽六安的男孩挺拔如松、颇有古
风。他是这场千人古筝合奏中稀有的“壮
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学古筝就是女
孩子多了，我 (岁开始学筝，当时一个班里
%'个都是男孩子。我至今记得老师开蒙时
曾说，男子弹筝，会更刚劲、洒脱，不似女孩
子阴柔婉转，是另外一种味道。”眨眼 %1年
过去，当初和高健一起学琴的小伙伴只剩 )

个还在坚持，但他说：“不管别人如何，我是
不会放弃的，我喜欢弹古筝！”

绕梁筝音
据活动总策划、岭南文化艺术交流促进会

会长成毓婷介绍，参加此次古筝合奏吉尼斯挑
战赛的共 1$:$人，集中既有十分专业的音乐
学院老师，也有弹了三五年略有小成的古筝爱
好者，年纪最大的 &(岁，最小的才 "岁。

问八零后的成毓婷为何会想到策划这
样一场演奏申报吉尼斯，她直言：“或许很多
圈外人并不曾留意，古筝已成为中国民族乐
器之‘最’。在中国，学古筝的人数已经超过

一千万。”同样，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厂长王国
振也佐证：“这是个国乐文化繁荣发展的时
代，十年前我们每年生产 "'''台还需促销，
如今年产 (''''台依然供不应求。”
在他们看来，古筝的兴盛亦是中国传统

文化复兴的缩影。王国振坦言：“我们就是想
让这响彻大江南北的筝声，绕梁中华大地余
音，通过澳门这‘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传向
世界。” 本报记者 朱渊

! ! ! !当地时间 :月 1%日，上海交响乐团在结
束了在琉森音乐节上的演出之后，驱车离开
这个瑞士小城，踏上了赴欧洲巡演的第二
站———奥地利蒂罗尔节日剧院夏日艺术节。
上交此次欧洲巡演四站，每一处皆为中国的
交响乐团首次到访。在这两个星期里，“中国
声音”将在欧洲不同城市回响。
今年恰逢分为冬夏两季的蒂罗尔厄尔音

乐节 1'周年。在这片奥地利的山区内，蒂罗
尔厄尔音乐节自 %((:年举办，使得当地成为
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音乐重镇。指挥大师古
斯塔夫·库恩数十年如一日地在那里的受难
剧场和节日大厅默默耕耘，硬是把这个风景
秀美的度假胜地打造成除拜罗伊特以外，欣
赏瓦格纳歌剧的最佳去处。

每年，库恩都会在那里高密度地演出半
舞台版瓦格纳歌剧。除歌剧外，音乐节也有
交响乐团和室内乐内容，所有内容都由库恩
组建的节日乐团承包。蒂罗尔厄尔也会开放
舞台，邀请其他乐团到访，高质量的演出贯
穿全年。1'%$年，古斯塔夫·库恩来沪演出
10小时《尼伯龙根的指环》引起轰动。那个
版本正是蒂罗尔音乐节的制作。此次上海交
响乐团在奥地利蒂罗尔节日剧院夏日艺术
节上的演出，也是上交与世界级艺术家和乐
团之间深度合作的延续。

今晚，在音乐总监余隆的率领下，上海
交响乐团的演出曲目在编排上既有能体现
乐团实力的西方经典之作，也有展现城市文
化包容性和温度的中国声音，依次定为《北

平胡同》、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肖斯塔柯维
奇 ;小调第五交响曲。今晚演奏《梁祝》的小
提琴手是上海交响乐团特别邀请的、1'%"
年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获奖
者斯特凡·塔哈哈，为年轻音乐人提供展现
自己的舞台。《梁祝》这部绚丽多彩、真挚感
人并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的民族交响作品，
还将出现在上海交响乐团此次巡演的最后
一站汉堡易北爱乐音乐厅。
“现在中国团的巡演越来越多，但缺少

的是真正有质量、有高度、能够代表中国
‘立’起来与世界顶尖文化对话的内容。”上
交团长周平说。

特派记者 徐翌晟
!本报今日蒂罗尔厄尔电"

上交今晚亮相瓦格纳歌剧重镇

2520台古筝同场齐奏
创吉尼斯世界纪录

“中国声音”在欧洲响起

闹中取静
清幽文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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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筝演奏现场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