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敬告读者：
!"#! 新民晚报 !夜光

杯" 全国书画大赛征稿启

事刊登之后# 社会各界反响热烈# 投稿踊

跃$同时#不少读者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

意见和建议# 比如对一些尺幅比较特殊的

作品%小楷&扇面之类'的限制不尽合理等

等$又#恰好组委会对于本次大赛的组织机

构和组委会人员有所增补$有鉴于此#组委

会对本次大赛的参赛要求和征稿时间及获

奖作品的颁奖&展出时间理当作出相应的调

整$ 现将此次大赛的!征稿启事"%修订版'刊

登如下#敬希广大读者亮察$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新民晚报社
上海市美术家协会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
承办单位：
上海幸缘堂书画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文化部华夏文化遗产中国画院
中央电视台央视国际书画院
中国绘画年鉴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上海美术馆

二!大赛组委会"

顾 问：刘振元、高式熊、陈佩秋、赵立凡、
叶志康、何麟

主 任：陈保平、陈启伟、陈燮君、韩天衡
副主任：朱大建、严建平
秘书长(刘芳、陈琪、戴小京
副秘书长：龚建星、吴建平、陈爱东
评委名单：（按姓氏笔画为序）
方增先、王宏喜、乐震文、刘小晴、陈燮君、

陈琪、陈人力、陈爱东、张培成、张森、李中贵、
李磊、杨留义、杨育才、吴建平、周志高、郑辛
遥、赵立凡、高式熊、黄伟明、韩天衡、戴小京

三!征稿对象"

凡有一定造诣的海内外书画家及爱好者。
为保证大赛整体质量，谢绝敷衍、庸俗、应付之作。

四!奖项设置"

!" 该赛评选出的优秀作品作者在新民晚
报上刊登报道。

#" 奖金设置：特等奖 # 名，各得奖金
$%%%% 元；金奖 & 名，各得奖金 !%%%% 元；银
奖 !% 名，各得奖金 '%%% 元；铜奖 #% 名，各
得奖金 $%%% 元；优秀奖 '% 名，各得奖金
!%%%元；入选作品 $%%名，各得奖金 $%%元；

均颁发获奖证书，赠送画册一册。作品全部
由组委会收藏。（注：奖金均含税；所有奖金、
证书等由承办方统一发放）

$"获奖作品将结集出版《#%!# 新民晚报
夜光杯全国书画大赛获奖作品集》画册，参
赛作者均可任意订购。优秀作品免费入编
《#%!$ 中国绘画年鉴》，并赠送《#%!$ 中国绘
画年鉴》一册。

&" 组委会在大赛画展现场向获奖者颁发
证书。因故未到现场的获奖者，其奖金、奖状、
入展证书、收藏证书及作品集等在开展后 $

个月内寄出。
五!参赛要求"

!"参赛者需提供参赛作品 !(#件，画幅题
材、尺寸不限，横竖不论，无需装裱。

#"在送件作品同时请另附信纸工整写明：
姓名（以身份证为准）、标题（和画面相同）、尺
寸（高!宽 )*）、详细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
话、身份证号码及 !'%字以内个人艺术简介。
作品背面无需标明姓名、标题、尺寸等。

$" 通过邮局汇寄作品评审费每件 '% 元
（海外以美元计），切勿随信夹寄。送件需妥
善包装并附汇款单复印件一份用挂号或特

快专递邮寄，防止邮寄中
破损遗失。

六!征集时间：自启事发
布之日至#%!#年!#月$!日，以当地邮戳为准。

七!作品评审"

!"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由资深
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进行初评、复评、终评。

#"评审工作于 #%!$年 #月初进行。
$"获奖作品将于 #%!$年 '月在上海图书

馆颁奖、展出（若有变动，另行通知）。
八!其他"

!" 大赛评委会对获奖作品拥有展览、研
究、宣传、收藏、交流、摄影及出版权。作者享
有永久署名权。所有参赛作品一律不退。凡
投稿者视为认同并遵守本启事的各项规定。

#"获奖信息在《新民晚报》《解放日报》《书
法报》《美术报》《书法导报》《中国书画报》《新
民网》等及其他网站上登载。

九!投稿!汇款请寄：
上海市河南南路 $+,弄 #号 -座大赛组

委会陈爱东收 邮编：#%%%!%
联系人：彭小姐 王小姐
电 话：%#!(.%'&#/%! '$%//$!.

传 真：%#!(##%.!'/%
!"#!新民晚报#夜光杯$全国书画大赛组

委会

B!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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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读者热线：./,,00
资深编辑：曹正文

父与子的对换体验
童孟侯

! ! ! !周末早上 !% 点，老爸给
儿子打电话。儿子说：这么早
吵醒我做啥啦，我还没睡醒
呢。说完挂了电话。这天晚上
!!点，儿子给老爸打电话：找

我做啥？老爸埋怨：哎呀，我和你妈已经睡
了……
星期天父子见面，作出一个决定：到对方

家无条件跟着过一天，体验生活。
老爸先去。晚饭时刻儿子叫了披萨的外

送。小夫妻从来不烧饭，要么外面吃，要么叫
外卖。这天儿媳特地到厨房做了个炖蛋，这是
她唯一会做的菜。吃披萨时，儿子从冰箱里取
出一瓶特浓摩卡咖啡给老爸。老爸说：我喝不
惯。儿子说：不是说好无条件吗？我们怎么过，
你也怎么过。

吃罢晚饭，儿子儿媳都上网，两台电脑。
儿媳玩游戏，儿子玩博客。儿子说：老爸，我有
!',%个粉丝。老爸嘲讽：都没有见过吧？儿子
立刻把老爸来体验儿子生活的消息发到网
上。很快有人回帖：肿么酱紫？老爸问：这四个

字什么意思啊？儿子说：就是为啥竟然这样的
意思。老爸说：你告诉他，有话好好说！对方又
来了答复：你又不是作家，体验什么生活？我
是打酱油的。老爸问：现在还有酱油店？儿子
哈哈大笑：我说您不了解我们年轻人的生活
吧？丰富多彩，信息量大……

玩博客玩到 !%点半，老爸打哈欠想睡

觉，但是说好了必须一起睡，于是他去看江苏
卫视的《非诚勿扰》，看第二遍重播的。一直到
!#点半，三个人总算同时上床。可老爸说什
么都睡不着，眼睛睁得老大，肚子咕咕叫。一
直到清晨 .点，总算有点睡意了，于是上个厕
所接着睡。说好的，必须和儿子同时起床。老
爸就这么眼睁睁地睡到 !%点半，儿子终于起
床了。不吃早饭，直接吃中饭，叫了肯德基油
炸鸡块和冰的可乐……

过了一个星期，儿子到老爸家体验生
活。晚饭是老妈烧的三菜一汤，以素为主。吃
了晚饭儿子跟着老爸一起去小区散步。散步
回来看一会儿电视新闻，再看中央 $ 套《星
光大道》，然后洗澡上床。儿子看看手表：我
的天哪，才 + 点半！但是无条件服从，只能
关灯睡觉。睡着睡着，倒也睡着了。凌晨，
天蒙蒙亮，'点半，老爸便把儿子叫醒，一起
到小区去锻炼身体，弯弯腰，踢踢腿，简易太
极拳。/点半，回家吃早饭：粥、高粱馒头、小
酱瓜、乳腐。吃了早饭看早报。+点钟，隔壁黄
老爹过来聊天，于是东家长，西家短，漫无目
的……
这天下午儿子回到家，竟然觉得神清气

爽，他打电话给老爸问为什么。老爸回答：法
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
劳作———这 #%个字是《黄帝内经》上说的中
医养生的根本原则。你老爸老妈的生活是最
接近这个养生原则的。你现在不养生，将来养
医生。儿子问：那我的生活算什么类型？老爸
回答：乱弹夜壶！

在青岩用上布依语
储佩成

! ! ! !真没有想到，时隔二
十余年的今年夏天，我又
用上布依语。
我曾在黔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的一所重点中学
教书，因为属民族中学，学
生中有许多少数民族的子
女，我又担任班主任，便经
常利用节假日和星期天下
乡进行家访，与布
依族、苗族、水族、
毛南族等的学生家
长接触多了，口问、
心记、笔录，经过十
余年的学习，遂懂得了一
点兄弟民族的语言，特别
是不仅懂得布依族的许多
常用语，而且基本上能与
家长和学生对话。这不但
对本职工作有很大的帮
助，同时也使我有了意外
的收获———搜集、整理、发
表、出版了几十万字的民
间故事、民间传说和民歌
等等。!+,'年春我调回江
苏，在大学里执教，从此失
去了使用布依语的环境，
有一种失落感。

孰料车到山前必有
路，机遇来了，今年夏季我
应邀回贵州参加几届学生
毕业重逢的聚会后，去贵
阳市南郊的古镇青岩游
览，我逐渐生疏的布依语

又派上了用场。
青岩镇，离贵阳市区约

#+公里，在秀丽的花溪区
境内，是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游人之所以趋之若鹜，
一是镇内明清建筑密布，计
有九寺、八庙、五阁、二祠、
三座石牌坊，还有贵州历史
上第一个文状元赵以炯的

状元府、青岩书院，及大批
民居，至今都保存完好；二
是镇上有寺庙、道观、教堂，
三教并盛，且都是建于明、
清时期；三是古城墙高大坚
固，东南西北四城楼巍峨，
石板街曲折悠长，珍稀的油
杉参天蔽日；四是镇上及周
边大多为布依族人，
民族风情忒浓。也正
是缘此，我学过的布
依语今天终于又有
了“用武之地”。

在镇南的城门
外有一座明代土司班麟
贵之子班应寿扩建的城
墙，加修的城门叫“定广
门”。我们瞥见一位省报
记者正在给一对布依族
情侣照相。那位“勒白”
（布依语：姑娘）长得非常
灵秀，饰以白银的冠冕和
项圈，衬着桃红的细褶裙
子，显得格外光彩照人。
她紧靠在英俊的“勒筛”
（布依语：小伙子）身边，
“勒筛”头裹花包帕，淡紫
色的对襟衫上镶着多彩
的花边，透出一股帅气，

两人十分般配。我竟情不
自禁地用布依语喊了一
句：“立监，利，利甲昔！”
（漂亮，好，好得很！）然后
走上前问他们能不能也
让我们给拍一张照片？
“勒白”望了望伴侣，对我
们莞尔一笑，问道：“蒙信
卜彦？”（布依语：你是布依

族？）我摇摇头：“古
信卜滚”（布依语：
我是汉族）。“勒筛”
听出我们是外地口
音，很高兴，与“勒

白”异口同声说：“利，免刚
立。”（布依语：好，别客
气。）于是，我们便举起了相
机拍下了这难得的镜头。

在这条石板街上，我
们见到一位布依族老“阿
娩”（母亲），老人精神矍
铄，满脸慈祥。我上前问她

道：“阿娩，蒙比尼
内几比？”（阿妈，你
今年多大年纪了？）
她似乎听出我布依
语说得不标准，怕
我“密若尼”（听不

懂），就笑着用贵阳话告诉
我：“今年 ,$岁了。”一经沟
通，我就用半生不熟的布依
语同她交谈起来。最后我
们为她拍照，老人家欣然
点头，笑得很灿烂……
中午，我们品尝了青

岩特色菜肴后返回贵阳。
途中陪伴我们的两位学生
问我们今天来青岩有何收
获？我说：“最大的收获是
又用上了布依语。否则，就
不可能与布依族人这么亲
密交流，了解到这么多民
俗民风了。”

享
受
鼻
音

童
自
荣

! ! ! !我享受鼻音，那种我称之为艺术化
的鼻音。
先从沪剧说起。
在电台做节目时，我曾提到沪剧和评

弹是我年少时的启蒙艺术。当然，那时我
都是通过电台欣赏的，所谓“只闻其声，不
见其人”。不过，这对我想象力的培育大有
益处。初中那时，我非常崇拜唱沪剧的王
盘声老师和袁滨忠老师。后者嗓音之华美
自不必说，可谓百年一遇。而王盘声老师
则以他唱腔的潇洒、飘逸著称，其中他独有的明显的鼻
音，更具高度辨识性。那时，连我相当闭塞的婶婶一提起
王老师，便用沪语称他为“嗡鼻头”。鼻音，怎么个看待？
难道是演员自己刻意所为吗？非也。实在倒是出于一份
无奈，往往系严重鼻炎所致。按说，这本是个生理缺陷，
但前辈艺术家们就有这份能耐，转化病态、化腐朽为神
奇，原本的缺点运用得当，艺术化了，反成独特的风韵。
说实话，我后来热衷聆听王盘声老师的唱，就是冲着他
的鼻音去的。
这些年，关注到沪剧要振兴，我一直在留心新冒出

来的沪剧工作者中或发烧友中，有无以鼻音见长的人
才，可惜，似还未寻觅到。
唱黄梅戏的前辈艺术家中
有个叫王少舫的，他倒并
非巧用鼻音，但他那种浑
浊的土土的嗓音，形成了
他独一无二的特色，刻画
起老实巴交的董永来，真
是入木三分，令你相信唯
有他才是董永。
再说前辈配音演员。
其实，在我心目中及

许多翻译片影迷的眼中，
鼻音亦无疑是上译厂的特
色。更神奇的是，正是这份
鼻音，还让演员表述的台
词十分“洋气”，好像老外
就应该出这种腔调，其中
的奥妙实在是难以说清。
作为一个痴迷翻译片配音

的我，享受着邱岳峰、胡庆汉、于鼎、杨文元等演员的鼻
音，一开始我甚至还极陶醉地模仿他们的嗓音，以致我
后来的发音多少总沾着一些这方面的影响。邱岳峰老师
应是这些特色演员中最具代表性，亦是最神通广大的一
位。直到现在，哪怕邱大师只在影片中咳嗽一声，我也立
刻可以听得出来。不错，单纯的鼻音当然不会好听，而他
的鼻音与他的好味道完全融为一体，于是，听他的鼻音
就能感受到一种特殊的美。我总觉得在上译厂前辈配音
队伍里，杨文元是声音条件非常特别而又不太为人熟知
的演员。听说，当初杨文元是经过考试才录用的，也真佩
服我们惜才如命的老厂长怎么就会觅到这样一个宝贝。

提起杨文元，他的音色、音域，尤其是他拥有的罕
见的大贝司，实在是个奇迹。他的丰满、浑厚的低音，和
他的鼻音音色巧妙结合在一起，令其配音极具个人魅
力，而声音艺术中我们讲究的声音“荡”和“糯”这些境
界在他的声音里都能找到。听他说话，会以为他是个大
块头，其实，他却是个一米八的个头，且干瘦干瘦的。想
起他在西德片《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中出彩的表现，
他配片中的检察官，时而暴跳如雷，时而心虚结巴，曾
经骄横不可一世的纳粹法西斯的嘴脸被刻画得惟妙惟
肖，真是味道好极了。
如今，译制片配音的现状依然是不容乐观。我想只

有等到今天这个浮躁、功利、唯利是图的历史一页赶紧
翻过去，那么上译厂或其他艺术领域走上健康发展的
轨道才会有可能吧！

三
言
两
语
记

徐
弘
毅

! ! ! !低调不是没有腔调，高调更不能跑调。
放手对年轻同志的完全培养，包括

放脚对自己的彻底退让，否则只是一种
装模作样。
过多和过度的干预，只会造就下级的

“戆度”，造成下级的懒惰和上级的“沙
度”。于事无补，于人无补。如果不是出于
公心的干预，则会出不良的后果。
金字塔形的需求与层次，不断地翻

新和提升。各种人物和追求都有，人基本
按群分和逐档次上。

实力与地位，作为对等；能力与地位，作为对等，才
好。名副其实，关键是力副其实。不副其实，都不好受。
能量守衡，收支平衡，劳获持衡，运转永衡。
有时简单想想：大约文字、数字功夫基本是在小学

练成，思想、观念大概是在中学长成，见识、见解多在大
学或踏上社会之后形成。
职务上下不同，为人处世大概一样。劳务大小不

一，为人处事基本相同。
不怕有话，就怕不说。

不怕有想法，就怕不想沟
通。沟通能使不同想法交
流，沟通得好，就能消除不同
的思想障碍，达到认识一致
或默契，取得双赢和共利。

小
菜
场
里
真
闹
猛
︵
剪
纸
︶

李
建
国

朱彬华
高手都顺利晋级

（四字交通用语）
昨日谜面：蹦床比赛
（歌手）
谜底：腾格尔（注：腾，

腾跃0 格，格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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