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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昨天下午，
《微画展 !"#$》在巨鹿路上的海上艺
术馆开幕，参观者接踵而来，来看看
这群老画家能在方寸间变出些什么
“戏法”。

细数海上油画名家里，陈逸鸣、石
奇人、徐文华、夏予冰、许明耀、应小杰、
孙家珮都是以写实绘画闻名，而且平时
的创作都是尺幅较大的油画居多，这
次画微画也是第一回，画的尺寸与 %

英寸手机屏差不多大。这七位画家的
平均年龄超过 &"岁，策划人陈逸鸣自
称是老夫聊发少年狂，玩了一次时尚。

所以最终挂在墙上的接近 !""张
作品，与年轻人拉近了距离。就有观众
说，如果平时看的作品像一部部小说，
这些微画精品就像张口就来的网络段
子，让观者目不暇接。

比如，应小杰像打开了连拍按钮，
他笔下的派对场景和女孩自恋自拍，
把画面装裱在手机盒样式的画框中，
'"后参观者最有共鸣了。应小杰说：
“这些臭美的‘么么哒’题材，全都是
来自微信圈。女孩们经常发自拍，拿
着手机 $%度仰望，头大身小，还要撅
着嘴伸剪刀手，很有意思。微画也会
玩上瘾。”

相对而言，画家孙家珮跟陈逸鸣
坦白，他还是画水乡吧，不过，心远地偏的“微画水乡”
有脱胎没换骨，“微画水乡”别有一番浓缩的风味。
画展开展 (小时之后，已经有藏家出手，购藏心仪

的微画。本次展览由新民晚报社主办，上海八号桥文化
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协办，展览持续至 &月 !"日，开放
时间 ')*+至 (,)""。

! ! ! !方言，不仅是乡音，还是文化密码的
承载。呼吁了多年的沪语传承，终于在近
日有了实质性进展———由上海沪剧院联
袂新民网开办的“沪语训练营”举行了
开学典礼，专门招收不会说上海话的
上海小囡。

沪语训练营开办
开班前，沪剧院在沪剧会馆已经举

行了好几次试听课。有近千名家长带着
孩子前来，孩子的年龄多为 $岁至 ((岁
之间。而且，父母都是土生土长的上海
人，而孩子却基本不会讲上海话。因此，
“训练营”旋即开办。沪剧院的优秀演员
和电视、广播节目的沪剧主持人为主要
师资，用沪语方言教学，让孩子们在课程
中学上海方言、玩弄堂游戏、唱沪语童
谣、明海派礼仪、听沪剧唱段、修都市气
质、演经典沪剧，寓教于乐。沪语训练营
“少儿班”主要通过三个月的情景学习，
让 *"多位经过考核的孩子能自信地讲
沪语，并了解上海文化、热爱上海。据悉，
“训练营”今后还将陆续推出新上海人班
和沪剧班。沪剧院院长茅善玉透露，沪剧
也多年招不到能把沪语说得字正腔圆的
小学员了。招进来的学员要过的第一关，
就是“沪语正音”。

多年呼吁得到落实
其实，沪剧招不到会说沪语又肯吃

苦的小学员，已属“多年窘境”。以往，上
海招不到，就把范围扩大至苏浙，如今，
苏浙也招不到，已经扩大至安徽……而

上海小囡多年来，也被要求在学校里说
普通话。因此，每年上海开两会，都有相
关的提案呼吁要保护沪语。很多专家表
示，就连外语尚且能进入校园，成为必考
科目和大众交通工具、公共场所播报的语
言，作为本地常用方言的沪语也当然有资
格进入公共空间。虽然由沪语专家钱乃荣
编撰的上海话读本已经发送到小学，但是
师资、是否要占据语文课等因素，也使得沪
语课程并没有得到普遍落实。

各方创造环境
语言学习的关键，是创造环境。仅有

一家沪剧院举办“训练营”，并不足以抵
御方言退化的浪潮。$'路公交车上已经
有了沪语报站，机场里也有沪语广播，大
学社团里有“沪语社”，网上也有沪语网
站。沪剧演员出身的导演徐俊甚至还专
门执导过一台《上海爱侬·沪语童谣音乐
会》，上演时，一票难求……在市民文化
节中开设沪剧演讲大赛，在电视和广播
媒体推出沪语专题节目并举办主持人沪
剧比赛等等。只有全社会群策群力，创造
充沛的沪语环境，才能赶得上沪语传承
与保护的节奏。

本报记者 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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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孙佳音）昨晚，来自叙利亚的大马
士革回旋舞团用充满神秘感的回旋舞，把现场上千观
众带入神圣之境，点燃了“!"($·新天地·世界音乐节”
的高潮。

!新天地世界音乐节"落幕

! 茅善玉!左"与上海小囡亲切互动 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