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讯（记者 孙佳音）目前唯
一由国家级媒体举办的流行音乐
类奖项《中国 !"# 排行榜》，日前
在黄浦江游轮上正式公布了 $月
%&日年度颁奖盛典的出席阵容。
入围歌手代表张韶涵、尚雯婕、
'()*+到场助阵。
《中国 !",排行榜》是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 -./01 23405 音乐之
声的旗帜性节目，自 %66%年创办
以来，已经成长为华语流行音乐指
标性榜单，特别是一年一度的评奖
盛典更以其透明公信的评选机制
和高规格、专业性、权威性在华语
流行乐坛享有盛誉。$月 %&日，五
月天组合、薛之谦、谭咏麟、张韶
涵、方大同、田馥甄、林宥嘉、信、李
玉刚、戴佩妮、尚雯婕等都将空降
上海梅赛德斯7奔驰文化中心。
当晚，出道十一年、创作 86余

首电子作品的电子唱作人尚雯婕，
带着一口地道的上海话，在浦江游
轮上为颁奖盛典呐喊助阵。游轮
上，尚雯婕与“芝麻”们一同回顾了
自己在“-./01 23405中国 !",排
行榜”的音乐历程，看着影像中的
自己，尚雯婕有点激动，与大家分
享了一路走来的收获与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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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许多人知道小说《火花》及其作
者———日本著名搞笑节目艺人又吉
直树，是因为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
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在日本曾被誉
为年度“神剧”。《火花》简体中文版
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昨天，该书
首发仪式在沪举行，又吉直树与该
书中文译者、旅日作家毛丹青教授
一起畅谈自己的作品。
《火花》是又吉直树的处女作，

又吉直树凭此获得了日本纯文学最
高奖———芥川文学奖，成为首位以
“漫才”艺人身份获得芥川奖的作
家，这就好比相声演员岳云鹏写的
小说获得了茅盾文学奖。

主人公与己相似
“漫才”这个词在新华字典里找

不到，中文里也没有直接对应的词，
《火花》的中文译者毛丹青在翻译时
曾犹豫过，“翻译成‘日本相声’是比
较符合实际的，”但毛丹青最后还是
直接采用了“漫才”这个词，相信不
会让对日本文化有越来越多了解的
读者产生歧义。
《火花》是以又吉直树本人的演

艺生活为基础创作的小说，讲的是
两位漫才艺人的故事。名不经传的
漫才艺人德永，通过一次演出结识
了才华过人的前辈神谷，并拜其为
师。神谷要求德永为自己写一本传

记。德永记录着神谷的言行，并互相
探讨着漫才艺术。最终，两人走上了
不同的道路，留下了笑与对人生的
思考。

留着一头长鬈发的又吉直树
说，作品中的主人公与自己的处境
相近，也是一个搞笑艺人，也是从关

西走出，也是高中毕业后开始学习
漫才，“其实我写的不单是自己，而
是同一个时代、同一群人的想法。”
写完《火花》后，他才发现自己已深
受芥川龙之介作品的影响。

闪光点努力表现
旅日多年的毛丹青认为，《火

花》的写作缩短了作者和读者的距
离，“里面写了居酒屋，还有很脏的
舞台的背后，很接近日常生活。对中
国年轻人来说，这些已没有什么距
离感，《火花》里描写的理想与现实、
梦想与挫折，年轻人应该都有认同
感。”

围绕着《火花》的内容，又吉直
树讲述了《火花》创作的初衷、过程，
并表达了自己对中国读者的期待。
人民文学出版社方面表示，出版《火
花》，并非是借“流量效应”，而是因
为《火花》讨论了艺术表现的终极问
题，展现了时代的特点。
又吉直树还表示，《火花》中所

努力表现的小人物身上的闪光点，
同样出于对人物本身的关注。“通过
人物故事的讲述，我们可以获得一
个剖面，一个关于道德、思想、社会
等各方面的剖面，这对于我们来说
是很有好处的。”又吉直树说。

据悉，电影版《火花》将于 &&

月上映。 本报记者 徐翌晟

!!!听芥川奖得主又吉直树在沪一席谈

《火花》何以“火花四溅” ! ! !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昨天，
由《萌芽》杂志和《联合文学》杂志
联合主办的 %6&9年上海7台北两
岸文学营开营。

%+位来自上海、台北两地的
青年文学创作者将在上海共同生
活 9天，交流创作，参访世博会博
物馆、巴金故居、外滩源等上海文
化地标。两岸四位作家潘向黎、小
白、高翊峰、凌明玉受邀担任驻营

导师。
今年，来自中国台湾的青年文

学创作者中，有在校学生、教师、小
店店主、电子公司职员等，上海的
青年文学创作者中，年龄最小的赵
晨伽前几天刚结束高考。
《萌芽》杂志今年将继续推出

“两岸文学营”专号，发表营员交流
作品中的佳作，《联合文学》杂志则
计划推出“上海文学专辑”。

两岸文学营还将与奉贤区青
年文学创作者进行交流。

“两岸文学营”开营

《中国TOP排行榜》
年度颁奖盛典阵容公布

! 张韶涵到场助阵 记者 郭新洋 摄
! 又吉直树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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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古籍是中华文化的根脉，保护古籍是一项
艰巨浩大的文化工程。十年来，上海的古籍保护
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作为国家级古籍
修复中心的上海图书馆，在过去十年中修复古
籍的总数占全国古籍修复总量的十分之一以
上，为上海文化建设谱写了光辉篇章。明天，由
上海市古籍保护中心主办，本市 &%家古籍收藏
单位参与的“汲古慧今———上海市古籍保护工
作十年成果展”在上海图书馆开幕。本次展览将
展示各参与单位收藏的 96件古籍精品，全面呈
现沪上十年古籍保护的成果。

古籍保护 全国领先
本次展览分为“旧藏撷华”“新弆掇英”两个

单元，前者择取各古籍保护单位入选全国及本
市珍贵古籍名录的馆藏精品；后者遴选了近年
来在编目中新发现的善本古籍。同时以 :6余块
展板全面介绍了十年来上海市主要古籍收藏单
位的古籍保护工作成果。展览为期 :天，至 $月
&+日截止。期间还将举办“沪台论坛暨第三届
海峡两岸古籍保护高峰论坛”。
据悉，本市共有 9家古籍收藏单位被列入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家单位被列入“上
海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各收藏单位及个人的
&*98种古籍入选《上海市珍贵古籍名录》，;&8
种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669年初，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
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全国各古籍收藏单位按
照“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要求与目标开展了古
籍普查。今年正值“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十
周年，十年来，上海地区的古籍保护由上海市古
籍保护中心协调全市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
科研图书馆、博物馆和新闻出版、宗教机构图书
馆等古籍收藏单位积极推进，成绩斐然。
上海图书馆在编目过程中增补和完善了馆

藏，发现了一批价值较高的古籍版本。其次，上图
整理出的部分古籍弥补了馆藏善本之缺。如新发

现的清抄本《资治通鉴续编》首册，为序、例、目录，
卷一至二，恰好将馆藏配齐；清乾隆学者沈德潜
编《杜诗选》稿本，馆藏上册，%6&8年清理出下册
得以配齐；清人汪日桢《二十四史月日考》未刊稿，
%6&%年发现了《旧五代史》《辽史》部分二册，将馆
藏二史配齐，%6&8年又发现了《金史》卷一至三，
卷十至卷十二，馆藏《金史》因此配全，另外发现的
《宋史》卷二十二至二十六，也配补了原藏的部分
缺失。上海社科院图书馆清严虞惇批《南华真经
旁注》、上海图书公司清初王乃昭手抄本《石田
稿》、华师大图书馆徐乃昌稿本《积学斋藏善本书
目》，也是新发现的善本古籍。

走向大众 方便利用
&6年来，各古籍收藏单位的基础工作也取

得了长足的进步。书库收藏条件得到改善，一批
新型设备被运用于古籍保护之中；各单位积极
推动馆藏古籍的编目整理工作，完成了大量古

籍的普查登记；古籍数字化工作得到了有效促
进，方便了读者利用；古籍研究与整理出版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在整理与研究的过程中，涌现了
一批水平高、影响大的专家学者，更培养了一批
从事古籍相关工作的专业团队。各单位通过举办
一系列讲座、展览，专题报导、现场演示等活动，向
公众有效地传播了中华优秀文化。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告诉

记者，让珍贵而神秘的古籍进入大众视野，正成
为沪上古籍收藏机构的自觉。上海图书馆是国
内外收藏中国家谱原件最多的公藏机构，现藏
家谱近三万种 86余万册。为让丰富的馆藏资源
更方便地为读者所利用，上海图书馆对馆藏家
谱进行了数字扫描，并于 %6&:年开创了国内家
谱数字化资源全文上网的先河，让全世界读者
在家便能进行家谱的全文浏览和检索。上图馆
藏家谱刚上线就让海内外学术界惊喜不已。

本报记者 乐梦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