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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台北今日电 !特派记
者 丹长江）由上海市人民政
府、台北市政府指导举办的第
三届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今天
上午在宝岛台湾台北市开幕。
上海市市长韩正为大会发来贺
词，祝贺本届大会圆满成功。
韩正说，收藏是人类文明

的传承载体，延续一个民族的
文化基因。本届大会以“收藏，
回归人文的精神家园”为主题，
对促进海峡两岸以及海内外华
人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
意义，相信本届大会定会为弘
扬中华文化作出新的贡献。
台北市市长郝龙斌也发来

了贺词，他高度评价发源于上
海的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认
为本届大会将在台北与上海双
城交流史上添加新的一页。
上海市领导屠光绍、杨振

武也为本届大会发来贺词。本届大会由上海市文管委、市文
联、市文广影视局、市政府新闻办联合发起，由上海世界华人
收藏家大会主办，吸引全球知名华人收藏家近 "#$人汇聚台
北，共赴两年一度的华人收藏盛会。台北市副市长丁庭宇、上
海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组委会主任陈东出席大会开幕式并
致词。会上还宣读了《大会宣言》，旨在促进世界华人收藏界
的团结与发展。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数千年来收藏品丰富多彩。盛世兴

藏，博古知今，进入新千年以来，世界华人收藏事业更是蓬
勃发展，令世人瞩目。据世界著名机构统计表明，%$&&年大
中华区艺术品拍卖额高达 '()亿元人民币，连续两年超过
英美等国，蝉联世界第一。
昨天，作为此次大会的特邀展览，华人圈最大的收藏团

体“清翫雅集”%$年庆收藏展在台北历史博物馆对外展出。
此次展览分为器物、珍玩、书画、油画四大项，由清翫雅集各
展览组与鸿禧美术馆共同编排制作，这也是清翫雅集成立
以来最大的工程。书画方面亮相的珍品包括董其昌《王维诗
意图》轴，陈老莲人物画，张大千的《文会图》，傅抱石的《石
涛上人图》等，油画则有常玉、罗中立等名家之作。
参加华人收藏家大会的主要嘉宾如原台北故宫博物院

院长周功鑫，知名收藏家曹兴诚、马未都，古建筑保护专家
阮仪三，文博收藏作家郑重，鉴定家耿宝昌等参观了这一展
览。此次华人收藏家大会期间，与会嘉宾将分别参与“清翫
雅集中华文物学会专场”、“收藏与文化”、“收藏与市场”三
场分论坛。今天，与会代表将围绕文物艺术收藏的人文精神
先后发表演讲并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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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华语流行乐教父”罗大佑，中国
摇滚先锋崔健，“奥斯卡”、“格莱美”双料
得主谭盾和著名指挥家余隆同台，将会
迸发怎样的火花？昨晚，北京国际音乐节
在三里屯橙色大厅举办了“音乐节朋友
们的对话”，四位不同音乐领域的代表性
人物齐聚一堂，探讨了他们对音乐文化
的理解。
余隆说：“音乐好比是水，每个人则是

容器，水流入容器后有不同的形状，因此
不必苛求音乐必须听成什么样。”而刚刚

做父亲的罗大佑则称任何音乐创作都必
须和人有关，“音乐的人味到底在哪里？”
在崔健看来，音乐包罗万象，“但我最关注
的则是摇滚乐里的能量，我觉得是为了弘
扬生命。”谭盾则纠正了人们一个习惯的
错误概念，“‘人听音乐’这个概念是错误
的，实际上应该是‘音乐听人’。”他还认
为，不应该将音乐归为某一类，“音乐没有
界限，因为人的心灵没有界。”
谭盾透露，早在上世纪 *$年代，他

在纽约就现场听过罗大佑唱歌，“他的吉

他可能有些不准，但很自然，有一种粗糙
的感觉，很迷人。”崔健则认为，罗大佑对
自己影响良多，“他让我知道，原来音乐
还可以这样做，完全可以自由表达。”
在三位音乐家看来，谭盾的音乐在

东方的空灵之外，有一种强烈的节奏感，
揉进了许多音乐之外的东西。而说起崔
健，谭盾称他曾在崔健的摇滚乐中领悟
到别样的电力。

驻京见习记者 陶禹舟

#本报北京今日电$

罗大佑、崔健、谭盾、余隆在北京混搭同台
四个音乐人 对话三里屯

本报讯（记者 朱光）源于“想告诉
世人上海的音乐很好听”，作曲家侯小声
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田山歌作为主
要元素，幻化出田歌音乐剧《角里人家》，
昨晚在青浦朱家角上演。该场演出也是
第十四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群文活动
中别具一格的新创节目。

一种是根植于田间劳作而生发出
的上海传统民间小调，一种是诞生于美
国百老汇的音乐剧，两者是如何有机融
合的？侯小声透露，他运用了音乐剧的
手法，把田山歌的旋律融入了总谱。音
乐剧要求每个角色都有凸显其性格特
征的曲调。剧中男主角根生就是一位
擅长唱田山歌的歌王，所以唱腔多为
民族唱法。女主角叶茂则是镇上小学
教师，故此采用流行唱法。还有三位配
角是沪剧演员出身，唱起歌来很自然
地带有戏曲味道。而以原生态的方式
呈现的田山歌，在一段 &$多分钟、融入
山歌小调的交响乐后，由老艺人唱来成

为点睛之笔。
侯小声表示，为了呈现上海最美的声

音，除了田山歌，还纳入了戏曲、小调、浦
东说书以及各个郊县的好听民歌。主题歌
《角里人家》以“黄梅上岸望爷娘，闲七八

月养后生。哥是秧苗妹是泥，角里人家土
里长”为主要歌词反复吟唱。
与此同时，剧中还营造出农耕文化

的氛围，摇快船、江南船拳、阿婆茶等形
式，均由 &((位镇民真实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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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歌音乐剧《角里人家》上演

上海出版莫言作品均有合同
《丰乳肥臀》等全套新版16本作品上午在书城首发

! ! ! !本报讯（记者 夏琦）经过近五个月的征集、遴选，由文
汇报社发起主办，上海市摄影家协会、上海城建（集团）公
司、中国东方航空参与协办的首届“空中拍客”摄影大赛今
天颁奖。作为一次号召普通乘客在民航班机上拍摄窗外风
景的“特别影赛”，大赛收到海内外四千余幅来稿作品，最后
《翱翔彩云间》等 &%件作品脱颖而出，分获颁特、一、二、三
等奖。

首届“空中拍客”摄影大赛今颁奖
镜头定格飞机穿越彩虹瞬间

! ! !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快要两周了，上
海各大书店的莫言作品仍供不应求，多本
莫言作品卖到断货，不少读者咨询本报何
时才能买到全套莫言作品，答案是今天。
今天上午，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上海书城联
袂首发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作
品系列。新鲜出炉的全套 &"本作品囊括
了莫言全部 &&部长篇小说和 )部中短篇
小说选集，可以说是“全新设计，印制精
美，阅读和收藏都不容错过”。

合法出版
昨天下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北京

新闻出版局联合精典博维公司举办莫言
版权公告发布会。现场，律师宣读了莫言
的维权委托书。据称，精典博维公司与莫
言今年 )月正式签约，得到了莫言所有
作品和正在创作的最新小说的版权，以
及所有作品的电子版权、海外推荐权等，
并同时得到莫言版权的侵权维护权利。
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元勇在

昨天傍晚转发了精典博维出版策划人张
轩洋的微博，并写道：“看到北京精典博
维搞的‘莫言版权公告新闻发布会通稿’，
好事儿，支持尽快‘厘清莫言图书相关版
权问题’。但必须郑重声明一下，上海文艺
出版社拥有‘莫言作品系列（十六种）’的
正式出版权。”曹元勇今天上午在新书开
售前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他再次
强调说：“‘莫言作品系列（十六种）’是按
照上海文艺出版社与莫言在十几年合作
基础上于去年年底签订的出版合同出版
的，不仅目前还在合法的销售期内，而且
有效期限还起码有几年时间。”

这一说法也得到精典方面的肯定。
“我们希望在合法销售期内的莫言正版作
品能起到共同繁荣合法出版物市场的作
用。”精典博维董事长陈黎明在接受采访
时虽着重强调了精典博维联合作家出版
社推出的《莫言文集》将总共收录莫言的
%$部作品，包含莫言没有出版过的 +部
新作品，但他同时也承认：“上海文艺出版
社还在出版的《莫言作品集》包括《蛙》在
内共有 &"部作品，作品集目前还在出版
合同期内。而且精典与莫言的合同也有允
许作者另有出版协议的相关条款。”

全新装帧
此次上海文艺出版社全新出版的

“莫言作品系列”，囊括了作者全部 &&部
长篇小说和 )部中短篇小说选集。长篇
小说分别为《蛙》《丰乳肥臀》《红高粱家
族》《生死疲劳》《酒国》《檀香刑》《四十一
炮》《红树林》《天堂蒜薹之歌》《食草家
族》《十三步》，中短篇作品包括：《与大师
约会》《怀抱鲜花的女人》《欢乐》《白狗秋
千架》和《师傅越来越幽默》。据了解，在
莫言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时间，上
海文艺出版社就紧急调运纸张，重新制
作封面，安排各地印刷厂加印。短短几
天，文艺社已经下达印制任务 %$万套，
首批图书已于近日全部投放市场。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系列作

品”&)个字被印制在全套作品封面的右
上角，虽没有占据太大篇幅，但却依旧醒
目。此外，上海文艺出版社为每本书重新
绘制了符合作品寓意的、色彩绚烂的图
画，印制在封面的左侧。右侧则在书名下

方均写有几行小字，提纲挈领，将每一本
作品以最直接的方式介绍给读者。摘下
%$&&年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蛙》，此
次出版也重新设计了封面，不再是大红
底色，也没有了那个黄绿色的小孩，取而
代之的是在绿色的水粉颜料中，被一只
咖啡色的手揽起的一个红色的孩子。如
果说图画依旧有几分抽象的意味，那么
“蛙”字下方的“他人有罪，我也有罪，反
省历史之痛，呈现对生命的敬重与悲悯”
四行小字，则可以被认为是对《蛙》的具
体概括。

读者踊跃
记者上午进入上海书城，见一楼大

厅中央码放着簇新的“莫言系列作品”，
十六本一套，滚烫新鲜，经过的读者总会
忍不住停下来，看一看。扶梯而上，二楼
“文学畅销书区”的醒目位置，厚厚地垒
砌起一个“莫言系列作品”的专门柜台，
不同于一楼的是，二楼的图书一早已开
始散装出售。记者在二楼收银处遇见了
几个慕名前来的读者，正在排队结账。从
没有读过莫言作品的王先生今天特地一
早赶来，他拿着小本子一本一本地对照
书名，生怕漏买，“买了一整套，六百十八
块，就当收藏。”李阿姨和丈夫则还在商
量到底先买哪几本回去看看，“以前也看
过莫言的《檀香刑》，这次再买两本，温习
温习。”书店经理告诉记者，“莫言系列作
品”首批到货 +$$套，一口气就码了 ,$$

套出来：“虽然是周二上午，但今天开门
后的生意都是来买‘莫言’的。”

本报记者 孙佳音

! 一等奖作品%!&'上海(的第一个字母) 图 ,-

! 收藏展上的明宣德龙纹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