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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王剑虹）一年
一度的东方艺术中心“名家名剧
月”春节后又将启动。今年是“国家
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启动 !"周年，
“名家名剧月”也将目光投向了历
年入选“精品工程”的剧目，今年的

!"台剧目中有 #台已获“精品工
程”的荣誉，另有一台刚刚入围最
新一届“精品工程”的初选剧目。

今年“名家名剧月”的剧目集
中在京剧、昆剧、越剧及黄梅戏 $

个剧种，其中上海京剧院的《成败

萧何》、上海昆剧团的精华版《长生
殿》、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陆游与
唐琬》及《藏书之家》、安徽省黄梅
戏剧院的《雷雨》都曾入选“国家舞
台艺术精品工程”，上海昆剧团的
《邯郸梦》则刚刚入选新一届“精品
工程”的初选剧目。此外，“梅花大
奖”获得者、戏曲表演艺术家裴艳
玲也将首次在“名家名剧月”亮相，
以个人专场《寻源问道———裴艳
玲》作为本次“名家名剧月”的闭幕
演出。

素来名家名角荟萃的“名家名
剧月”此次的演员阵容相当豪华，
除了裴艳玲之外，蔡正仁、张静娴、
计镇华、梁谷音、陈少云、茅威涛、王
珮瑜等各剧种的名家名角都将登台
亮相。而裴艳玲、茅威涛、王珮瑜还
形成了女武生、女小生、女老生“系
列”，将集中展现戏曲舞台上“巾帼
不让须眉”的特色。

! ! ! !本报讯 %实习生
张莹 记者 乐梦融&昨
日，由中央文史研究
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主办的《世纪》杂志推
出《揭秘宋氏老宅百年
风云》，独家披露宋氏
老宅珍贵史料。

该文由孙中山宋
庆龄管理委员会研究
室副主任黄亚平撰写，
讲述了宋氏家族发祥
地、孙中山革命活动秘
密据点、宋家产权诉讼
风波、亟待保护的民主
革命历史遗产等，配以
宋氏老宅平面设计图、
老宅历经 !'" 年沧桑
后的外貌和宋氏家族
创始人宋耀如与家人
的珍贵合影。杂志中
附有著名古建筑保护专家阮仪三教
授的《宋氏老宅的历史文化价值》，
呼吁对宋氏老宅“妥为保护，并进行
修缮、复原，使其历史风貌得到恢
复，成为名副其实的名人故居”。

! ! ! !本报讯 （记者 林明杰）《'"!!
上海油画雕塑院年度作品展》今起
在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举办。
《韵———上海中国画院中青年艺术
家沙龙 '"!!年展》亦于上海中国画
院举办。
在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推出

的年度展，#"件油画雕塑作品展示
了该院 !(位艺术家过去一年的创
作成果，全方位地呈现当下油雕院
既有主旋律又多元化的艺术状态。
《韵———上海中国画院中青年艺术
家沙龙 '"!!年展》集结了上海中国
画院中青年艺术家沙龙成员的近
#"幅作品。他们力图以不同的视野
与笔墨诠释对中国画的感受。

! ! ! !本报讯（记者
王剑虹）由上海市
戏剧家协会、上海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上海沪
剧院联合主办的
民间沪剧传承保
护“十佳优秀组织
者”和“十佳优秀
演员”选拔评比活
动即将启动。

作为上海的
本土戏曲剧种，沪
剧在上海拥有为
数众多的爱好者。
据此次评选活动
的发起人之一许
中介绍，上海现在
具有一定规模的
沪剧沙龙和民间

沪剧团队不下千余个，加上 !"人
以下的小规模沪剧沙龙，则总数
多达数千个，一年 )*#天每天都
有沪剧沙龙或教唱班等民间沪剧
团队在活动。有的社区内有多个
沪剧沙龙、沪剧教唱班同时活动，
因而常常有沪剧爱好者赶场子唱
戏、观众赶场子听戏的现象，乐队
更是“供不应求”，十分紧俏。

此次评选活动从本月开始启
动，专业院团在编及退休演员以外
的具有一定演唱能力的沪剧爱好者
均可报名参评“十佳优秀演员”。“十
佳优秀组织者”的参评者则要求有
相应的推动民间沪剧活动的经历。
终评和颁奖将于今年 *月“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日”前后举行。

! ! !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
藏地的阳光赐予了陈坤麦色
的皮肤。昨日，他来到上海签
售文学处女作《突然就走到
了西藏》，将回忆和静悟与读
者分享。

大段文字，几张照片，摄
录下陈坤眼里的修行路。翻
阅后，媒体记者们的赞赏和
一些文化圈人士的看法不谋
而合———身处演艺圈多年的
陈坤，还能老老实实地作出
心灵告白，警惕虚荣，寻找内

心的平静，这不容易。该书策
划人之一、暨南大学教授费勇
透露，陈坤的爱书是意大利文
豪卡尔维诺的作品。
在书中，陈坤写到了贫困

自卑的童年、挣扎的大学时
代、幸运走上的演艺之路、一
夜成名之后的迷失、他的儿
子、行走西藏的真相等。从书
中的陈述可以看出，陈坤通过
禅定、行走的方式走出了成名
之后的迷失，并决定要在有生
之年帮助更多的人。

作家为何“扬长避短”？
———文学界人士剖析一窝蜂写长篇小说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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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朱光）人民滑稽
剧团与大宁剧院日前联手向大宁街
道的贫困户送票，请他们观看正月
初四、初五上演的曲艺新作专场《笑
迎龙年》和古装滑稽戏《连升三级》。
日前，人滑副团长陶德兴、演员

钱懿与大宁剧院总经理唐维瑛一
起，前往市劳模杜少帆等居民家中

探望。杜少帆虽然身残，但是一直热
情为居民配钥匙，解决琐碎的困难。
得知他的事迹后，陶德兴等自掏腰

包购买了戏票。有意思的是，陶团长
送的是由钱懿等青年滑稽演员挑大
梁的经典古装滑稽戏《连升三级》的

门票，而钱懿送的是由王汝刚、陶德
兴等滑稽名家担纲的《笑迎龙年》曲
艺新作专场门票。
《笑迎龙年》将荟萃王汝刚、李

九松、毛猛达、陶德兴等众多笑星；
《连升三级》则被改编得相当“时
髦”，加入各地戏曲方言、流行歌曲
等元素。

!"#$%&'(

陈坤推出处女作《突然就走到了西藏》

自掏腰包送票至街道
滑稽戏演员请居民“笑迎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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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坤展示新作

实习生徐思涵 记者郭新洋摄

! 位于东长治路的宋氏老宅 图 +,

! ! ! !“从上个世纪 ("年代的后半
段开始到现在，有一个现象越来越
突出，国内的文学界、出版界都在
追逐长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
和上海 ((读书人联合策划出版的
“短经典”丛书即将推出第三辑，人
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潘凯雄对文学
界“扬长避短”的现象进行了批评。

长篇受到追捧
潘凯雄说：“大家都在争着出

长篇小说，不管是好的还是一般
的，反正是长篇就成为一个重
点。”他指出，现在的一些年轻作
家，起手就是长篇，中短篇不写，
从写作、出版到大家对文体的认
识上，这个观念好像约定俗成就
成了合理的了，“我们冷静想一
想，好像这个合理又没什么太多
道理。”作家刘庆邦亦表示，每一
个作家无论写短篇还是中篇、长
篇，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本无可厚

非。目前的问题是形成了对长篇的
崇拜，大家一窝蜂都在写长篇，形
成了“扬长避短”的风气。
一窝蜂写长篇，并不等于能出

更多的好作品，潘凯雄评价说：“有
些几十万字的长篇其实就是短篇
或者中篇的放大，这种有几十万字
的长篇带给我们的阅读享受，带给
我们心灵的震撼和思考，远不如几
千字、万把字的短篇。我们读契诃
夫的短篇，那样一种震撼，那样一
种感动，恐怕是在读很多长篇时候
没有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利益驱动写作
世界上有一些公认的文学大

师，可能一辈子就是写短篇，中国
很多著名作家也都没有写过长篇，
为何现在会出现追逐长篇而漠视
短篇的现象？潘凯雄认为，文学界、
出版界追逐长篇，有观念上的原
因，也有经济上的原因。刘庆邦则

透露，很多人热衷于写长篇，写电
视剧、电影，确实是市场在起作用。
“比如写短篇，至少要用一个星期
到半个月，现在考核制度是什么样
呢？就是千字一百块钱，万字挣一
千块钱，比起写电视剧来付出和得
到的不成比例。那么很多人就说，
我干嘛费神巴力写短篇，我写电视
剧、写别的不行吗？这种心情可以
理解。但是我们要真正地忠于我们
的艺术，忠实于我们的所感所思，
我们要有坚守，这样我们才有可能
继续地写短篇。”

短篇渐受重视
虽然存在“扬长避短”现象，但

已有不少出版社开始意识到这一
点，由人文社和 ((读书人出版的
这套“短经典”丛书着重遴选现当
代世界各国文学大师、短篇小说名
家及重要新作家的代表性短篇小
说集，截至 '"!!年底已出版前两

辑 !)部，第三辑也将陆续推出，将
在 #年内出版 !""部左右世界各
国的一流短篇小说集。上海九久策
划编辑彭伦透露，目前已经确定的
已经有 #"部。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所长陈众议说，现在译林、重庆等
出版社都在开始做短篇小说集，
但他提出，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
评价标准，“拿出几部长篇就是大
作家，这个是很荒唐的。”彭伦也
透露，过去拿国际短篇小说的版
权是比较容易的，但最近他们有
几个看中的短篇小说被其他出版
社抢走了，说明短篇小说也获得
越来越多的关注，竞争越来越激
烈。“竞争我们并不怕，这个市场
还是需要整个出版行业一起来做
的，希望能够通过‘短经典’丛书，
带动起读者对短篇小说这种文学
形式的热爱。”

本报记者 夏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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