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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 中国武术博物馆、上海
体育学院和上海卢式心意六合拳会
馆昨在沪举行“海派武术文化研讨
会”，围绕余江的《卢式心意六合拳》
展开讨论。 （郭新洋）

! ! ! !本报讯 !月 "#日，“中国小说
之乡”授牌仪式在兴化市举行。兴化
自古以来，名宦乡贤著书立说蔚然
成风。目前，兴化市共有中国作协会
员 ##名、省作协会员 "$名，文学创
作爱好者数以千计。 （袁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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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拥抱数字化时代”这句时髦的
口号，让不少中国出版社担心输在
电子出版开端的“起跑线”上%于是
奋力介入数字化的内容产品。上海
译文社用收费形式登陆苹果软件商
城，放上少量译文，也可谓小心谨慎
之举。

“译文经典”首次试水
本月初，上海老牌出版社译文

出版社登陆苹果软件商城 &''

()*+,，该社首批 -.种外国文学经典
名著能在 /'01上付费阅读。只要在
搜寻栏里输入“译文经典”就可以阅
读这 -.本世界名著。

这 -. 种电子书系从译文社
“译文名著文库”、“译文名著精
选”、“译文经典”精挑细选而出，由
国内一流翻译家翻译的译本组合
而成。其中包括《浮士德》《十日谈》
《简爱》《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
《傲慢与偏见》《雾都孤儿》《罪与
罚》《瓦尔登湖》《泰戈尔抒情诗选》
《老人与海》《动物农场》等%这些脍
炙人口的经典文本都是长销不衰
的图书品种。电子读物的数字装帧

采用“译文经典”系列的 $"开精装
本。首批 -.本图书中有《动物农
场》等三本图书供读者免费体验，
其他都供付费下载。

译文社推出 /'01 版名著电子
书，为忙于职场打拼、阅读时间碎片
化的白领上班族和广大外国文学爱
好者，提供了亲近名著、拓展阅读的
新的可能。译文社成为国内首家以
平板电脑为载体，有规模、成体系推
出外国文学精品的出版社。

传统出版固守阵地
如果说译文社的电子书大多收

费，意图是保护纸质书，那么，近日，
记者在伦敦书展期间拜访了若干欧
洲的大型出版社，发现其电子出版的
改革步伐并不如传说中那么大刀阔
斧。谨慎前行的目的，就是生怕新技
术革命会冲垮自己的老本行———传
统出版。
从目前看，传统出版依旧是欧洲

出版集团安身立命之本。培生集团、
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接待负责人都表
达了相似的观点。
在伦敦书展上，除亚马逊的展位

和 "个小型的数字出版论坛外，几乎
难以闻到数字化的气息，各大出版社
还是用图书海报展示纸质图书，传承
出版业这门古老生意的法则。
记者还前往牛津大学出版社了

解“数字化转型”的情况，这是一家
以教育学习等内容产品著称的出版
社，和上海教育出版界有合作关系。
牛津大学出版社国际区总经理尼
尔·托姆金斯开门见山地说道，在学
术出版方面，很多已经数字化，但都
是为内容服务，“牛津大学出版社不
是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

托姆金斯告诉记者，牛津大学
出版社教育产品的数字化的收入
占教育产品总收入的"2，在普及方
面世界各地也是差别很大的，如香
港地区3.2，非洲地区只是零。托姆
金斯说，牛津大学社出版纸质的内
容产品，会在配套上做数字化的辅
助，而不是将数字化产品替代纸质
产品。 本报记者 乐梦融

出版电子书 莫冲“龙王庙”
“拥抱数字化”谨慎要记牢

———从上海译文社推出经典名著iPad版说起

! ! ! !本报讯 （记者 乐梦融）近
日，“雕虫三老”书画展在上海梧
桐美术馆（上海嘉定区金园四路
"45号）举行。
王智量、颜逸明、许光华三位

华东师范大学的老教授，都是文
化领域的著名学者，他们在工作
之余潜心研究书法和中国画技
艺，退休后依然自强不息，命名为
“雕虫三老”，把自己对中国文化

的热爱体现在笔墨上。“雕虫三
老”从文学的道路上走来，在舞文
弄墨的过程中厚积薄发，创作出
一幅又一幅优秀的书画艺术作
品———王老喜欢用大写意手法涂
虾；颜老喜欢泼墨写生和诗配画；
许老喜欢大写意画葫芦和写行
草，三位老学者用他们最淳朴的
情感体会着书画艺术。
展览从即日起至 4月 ".日。

#沪女$林宝!用沪语唱%歌女&

文化学者“雕虫三老”展书画

兴化成为
“中国小说之乡”

海派武术文化
在沪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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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智量摹八大山人画鸭

! ! ! !本报讯（记者 乐梦
融 林明杰）昨日，有报道
称，几件上世纪 $.年代
的外文信件、照片惊现虹
口区北川公寓 $楼 !室，
而这座公寓的前身正是
闻名上海滩的拉摩斯公
寓，鲁迅曾居住于 $楼 $

室，因此，有学者认为，这
些信件、照片，可能成为
鲁迅研究的另一项重要
依据。不过，鲁迅纪念馆
馆长、鲁迅研究专家王锡
荣表示% 这些信件与鲁迅
先生可能并无瓜葛。

位于四川北路 ".6$

号的北川公寓，前身是
#6". 年代由英国人拉摩
斯建造的公寓楼，因而被
称为拉摩斯公寓，这里也
曾是鲁迅躲避反动派抓
捕的隐匿地之一。因信件
与照片的发现地恰是鲁
迅当时居住房间的隔邻，
有学者据此认为，这些发
现可能对鲁迅研究及拉
摩斯公寓传奇的研究具有一定
价值。但王锡荣告诉记者，拉摩
斯公寓是独门独户的，鲁迅于
#6$. 年 4 月 #" 日至 #6$$ 年 !

月 ##日隐居于此，当时正处于
被反动派通缉状态，出入、举止
皆十分小心谨慎。

可以肯定的是，邻居得知其
为大名鼎鼎的鲁迅的可能性很
小。又由于当时正被通缉，鲁迅
处于隐居状态，不可能也没必要
主动与邻居交往。

! ! ! ! 4月 #5日、#6日晚，上海歌手
林宝将在兰心大戏院举行“夜·上
海”演唱会，而她近日推出的全新
专辑《上海歌姬》中的歌曲，自然也
是演出重点，其中包括她用沪语演
唱的《天涯歌女》。
专辑中，《天涯歌女》采用了沪

语来表现，而在片尾最后一首《天
涯歌女!音乐故事》里，则还原为
用普通话来唱。林宝介绍说，《天涯
歌女!音乐故事》的企图，是希望
在短短 3分多钟的时间内，将周璇
的一生""由出身艰困!坎坷!成
功!得意!失意!罹病到殒落的故
事，通过音乐与歌曲结合的刻意编
排缓缓道来。这首歌虽然写的是周
璇的故事，从从大一点的角度来
看，它同时也是当年上海滩娱乐生
态的真实写照。
身为上海人的林宝，从小受沪

剧的耳濡目染，并生长在中文流行
歌曲发源地上海，歌声与演唱技巧
都不成问题，但怎么把一个长年演
唱 789歌者和奔放的舞者，转变
成一位温柔委婉的小调歌手，才是
最大的考验。“《天涯歌女》是金嗓
子周璇的代表作，我们创新用上海
话来唱，是希望现在的年轻朋友，
通过我们的流行乐，更了解上海的
老歌。”林宝说。

本报记者 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