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讯（记者 杨建国）由文汇
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中国音协创作
委员会和透明思考联合主办的
“!"#$ 刘天华奖中国民乐室内乐
作品比赛”举办十年来，为坚守标
准，严保质量，前四届的一等奖均为
空缺。第五届比赛获奖名单昨天在
沪公布，上海音乐学院朱世瑞终于

凭借作品《随想!》摘得一等奖。
举办第一届比赛时评委们发

现，不少参赛作品追求前卫、先锋的
技巧，忽视了民乐作品必须具备的

民族气质，因此，从第二届起，明确
获奖作品须达到“悦耳动听、气质良
好、易于传播”的评选标准。为向社
会推出佳作，虽然每届比赛都有被

评委们认为可以“马上拿出来演出”
的作品，但一等奖却连续四届空缺。

昨天，上音乐手当场表演了《随
想!》。连续担任该赛事四届评委的

作曲家郭文景表示：“这届的一等奖
名副其实，在民乐室内乐新作缺乏的
时代，显得太有意义了。”据了解，运
作该比赛的五人小组成员，既非音乐
科班出身，也非来自专业院团，但坚
持十年，已使这个比赛积累了近 %&&

首民乐室内乐作品，为各大音乐院校
提供了教学和实践的丰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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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如果没有《收获》，没有个人与
《收获》的缘分，马原的人生、余华的
人生、苏童的人生可能都要重写。”昨
天，在纪念《收获》创刊 %%周年的庆
祝活动上，作家马原这样说。昨天，爱
神花园聚集了大批国内知名作家，在
《收获》推出的《金收获纪念文丛》之
《大家说收获》中，很多作家也回忆了
与《收获》间的交往。

有新作就找《收获》
谈到中国文学，余华、苏童、马

原、格非的名字经常被连在一起
提，昨天，他们也正好坐在一起，并
接连发言。余华说，自己四分之三
的小说都是在《收获》上发表的。马
原表示，自己的两部长篇小说、最
长的中篇《西海的无帆船》、最主要
的小说《虚构》都是在《收获》上发
表的。苏童说，《收获》是一条船，在
最黑暗、最茫然的文学洪水中的一
条救生船，而马原接着他的话说：
“《收获》就是这一条船，我们有幸搭
上了这一条船，因此我们名字被中
国读者记住了，或者是曾经记住。我
中断了足足 '&年写作，但是我回来

又有机会重新拿起笔写小说，第一
个能想到的还是《收获》。”马原透
露，自己正在写一部新长篇，“我希
望能够在一甲子的时候有了新作，
还是像当年那样诚惶诚恐地把新作
品拿到《收获》来，让《收获》的编辑
们选择。”

选作品一贯公平
艾伟说，《收获》有一个品格特

别好，就是它是好作品主义，它把人
情和作品分得很清楚，这是给他最
深刻的印象。“《收获》这样的杂志也
是一个社会公信，我觉得这样一种

品格对所有作家都是公平的，这一
点非常重要。”艾伟的说法得到了很
多作家的印证。陈村说，据他所知，
《收获》退过许多一线作家的稿子，
“它的标准是‘好文学’，而不是某一
流派或那种同人刊物”。
熊正良在《一根无情的横杆》中

写道，())&年《收获》发表他的第一
部长篇小说，他来上海改稿，并第一
次到《收获》编辑部。他看到一个准备
交寄的纸包，“那上面的名字很响亮，
属于我辈需要仰望的那一类。”他问
编辑钟红明这是要干吗？“她说我们
用了你的长篇，他的要退回去了。”

立规矩不登广告
不趋时、不媚俗、不跟风，是《收

获》的传统，虽然发行量是目前国内
同类文学杂志之冠，但它一直坚持
不登广告。孙颙说：“巴金先生不让
《收获》杂志登广告，我觉得他是在
坚持一个标准，他希望《收获》杂志
是由读者来养活的，他不希望商人
来参与。”孙颙说，巴金后面的办刊
人都坚持了这一个原则，为中国的
文学界、文化界保留了一片思想文
化的净土。

虽然坚持不登广告，但《收获》

执行主编程永新告诉记者，《收获》
一定会做电子阅读方面的尝试，更
多地争取年轻读者，消除文化断层。
“《收获》最新一期刊登了年轻作家
七堇年的小说，她的粉丝纷纷询问
哪里有电子版可以阅读，如果我们
不做，就是主动放弃市场。”

重沟通相互尊重
鲁敏提到，《收获》有一个特别

可爱的传统，就是编辑经常会跟作
者沟通。“我没见过《收获》的叶开老
师，但是我们经常会在电话里沟通
或通过邮件来交流。这个传统特别
珍贵，这在如今或在编刊物的过程
中可能已很少见了，每次接到电话
或邮件，我虽然不知道能不能认同
或者很好地执行修改意见，但总觉
得这本身特别珍贵。”

孙甘露的经历大概能说明《收
获》编辑与作者的心有灵犀，他的小
说《信使之函》发表在《收获》()*+年
第五期时，被主编李小林删去了一个
自然段，而这也是孙甘露誊抄留底的
复印稿删去的唯一一段。“这个巧合，
令我对《收获》充满了信赖”。
张楚则在《在南方》一文中说到

与《收获》编辑王继军的交往，“比如
《蜂房》里有个词叫‘毛寸’，他特意
打电话问我，‘毛寸’和‘板寸’有什
么区别？我只好告诉他，‘毛寸’是我
们这里的方言，它跟‘板寸’是一个
意思。他又反问，你确定吗？竟把我
问得心虚起来。”本报记者 夏琦

我们有幸搭上了这条“船”
知名作家昨在沪畅谈与创刊55周年的《收获》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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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TMSK刘天华奖中国民乐室内乐作品比赛”获奖名单昨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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