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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15文娱

! ! ! !昨天，中国网络文学迎来一个重要节
点：上海图书馆与阅文集团达成网络文学专
藏战略合作，宣布设立“中国网络文学专藏
库”，长期保存优质的网络文学作品。

!"年间，电子化创作方式和便捷的传
播途径，使网络拥有了庞大的创作者和阅读
人群，让它走向了多元发展道路。文学性与
专业性越来越强，加上现实题材作品的涌
现，使得从前野蛮生长的网络文学如今“登
堂入室”规范发展。如今，网络文学不仅有数
亿用户，同时承担起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
要作用。
为了更好地留存优质的网络文学作品，

上图专门设立的中国首个网络文学专藏库，
通过永久保存的形式收藏阅文集团旗下享
有相应著作权的网络文学作品电子版，以实
现文献信息资料的战略保存。

此次保存的载体是三防加强型移动硬
盘，为数字信息存储的首选，具有防水、防
震、防火等功能，理论保存年限达 #""年，确
保文化内容的长期保存和历史传承。
上图党委书记楼巍表示，上图作为对标

世界级城市图书馆的公共文化机构，具有承
担保存人类文化典籍、传承中华文化价值的
重任。网络文学作为新的文学形态理应纳入
图书馆的文献收藏和服务范围。首批入藏的
十种作品包括《将夜》，围绕中国工业发展的
《大国重工》，入选 !"$%年度“中国好故事”
的《写给鼹鼠先生的情书》等，皆是网络文学
历史上的人气与口碑双赢之作。

阅文集团负责人表示：“专藏库的建立
希望可以弘扬和保留网络文学好的一面，剔
除糟粕，为发展理清脉络。希望后人可以通
过这个专藏库，来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
风貌。我们也要向时间证明，高品质的网络
文学值得传承。”

上图现藏中外文献五千余万册（件），
涵盖古籍善本、碑帖尺牍、名人手稿、唱片
乐谱等形态不同的珍贵文献资料，丰富性、
珍稀性、独特性等特点构筑了上图藏书个
性。据介绍，上图以后将向所有拥有网络文
学资源的平台开放，推动中国网络文学走
向世界。

本报记者 乐梦融 实习生 潘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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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无形为有形

! ! ! !由上海音乐厅制作出品的两部原创作品———
音乐剧《繁花尽落的青春》（见左图）和音乐舞蹈剧
场《水腔》近日分别登陆韩国“!&$'第 $(届大邱国
际音乐剧节”和法国“!&#'第 )(届阿维尼翁戏剧
节”展演。
作为上海音乐厅制作的首部作品，《繁花尽落

的青春》讲述了一个地道的上海故事。从霓虹闪烁
的《南京东路》到波光粼粼的《苏州河》，从熙熙攘攘
的《华亭路》到书香浓郁的《华东师大》，一首首配乐
以上海地标为名，构筑一幅“上世纪 '&年代上海地
图”。为了再现这份上海记忆，剧组用五个集装箱将
舞台道具全部运到韩国。甚至连在延安路上跑了 )&

年的“)#路公交车”也原封不动“搬”到大邱。很多韩

国观众看完后都“想去上海看一看”。
在法国阿维尼翁，观众对《水腔》的反馈令人

意外，表示“完全没有语言上的障碍”，这要归功于
古老艺术传达的真挚而朴实的情感。
水腔，是湘西地区苗家人借水之涌动传递情

感的古老歌调。苗语吟唱与肢体表演的结合，用原
生态的古老艺术形式，展现了现代城市化进程中
的一段人生故事。在法国演出中，主办方邀请法国
演员露西·莫雷尔用法语介绍故事梗概，帮助观众
了解文化背景。法国观众评价：“这出戏让我从心
底感到触动，其中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爱慕，通过音
乐、舞蹈传达出来，传统又现代的视角非常奇妙。”

本报记者 吴旭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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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喜爱和关心乒乓球的老人们
总是难以忘怀上世纪六十年代让
人津津乐道的乒坛“$"%将”。

当年的青涩少年，如今变成了
年逾古稀的白发老人，有的甚至已
经仙逝。但“$"%将”中至今仍有一
位老人，拍不离手，在国际宿将乒
乓球赛场上常能见到他挥拍流汗
的身影，与众多的草根选手一起享
受快乐乒乓。

他就是当年“$"% 将”中很有
口碑的“幕后英雄”李光祖（见上
图），今年已有 )'岁高龄。初夏炎
热的广州，老人唱起一曲“五星红
旗迎风飘扬……”由此，开始了他
乒乓往事的诉说。

只身回国
李光祖出生在印尼一个颇为

殷实的华人家庭。从小，爸爸妈妈
就教育他，中国是全家的血脉之根
所在，“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我热爱
我的祖国”。因为母亲的爱好，从 -

岁起，李光祖就开始了乒乓球之
路，打了没多久，就渐渐崭露头角。
$'.)年，在印尼的全国比赛中，他
拿了男子组冠军。按照常规发展，
李光祖应该在印尼继承家业，而乒
乓也或许能成为他在印尼当地成
名立身的资本。但一切，都在 $'.'

年发生了转折。
$'.'年，第 !.届世界乒乓球

锦标赛在联邦德国多特蒙德举行，
中国选手容国团夺得男单冠军，为
中国夺得世界体育比赛中第一个世
界冠军。在印尼的华文报纸上看到
报道，李光祖内心激动澎湃，“也是
从那一刻开始，希望能回到中国为
国效力的念头就越来越强烈。”

$'-&年的春天，李光祖背着
简单的行囊，只身一人回到了从未
涉足的祖国。下飞机时，他的耳边
传来《歌唱祖国》的歌声，他记得自
己刹那间红了眼眶，“那一瞬，感觉

就好像找到了内心的归属”。

!"#将集结
$'-&年 )月，国家体委举全

国之力，从北京、上海、广州三大集
训区选调了包括庄则栋、徐寅生、
李富荣、邱钟惠等 $&% 位“梁山好
汉”备战第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
赛。作为“海外军团”的代表之一，
李光祖也在名单之中。

尽管已是半个世纪前的事情，
但李光祖依然记得自己入选中国国
家队那一刻的心情———获悉消息
后，他拉着同样也属于“海外军团”
的容国团横跨大半个北京城，跑到
天安门前拍了张照。“这恐怕是我一
生中最难忘的一个镜头了。”

李光祖是中国队中鲜有的横
拍防守型打法选手，在国家队二队
时，队里就让他模仿乒乓强国匈牙
利选手的打法，帮助主力队员当陪
练。“那时候国家遇到自然灾害，全
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持中国乒乓球
队，真的很受感动，我也一心想着
自己的祖国，祖国让我做什么就做
什么。”始终怀揣着一股爱国热忱，
也因此，即使是担当国乒队的幕后
英雄，他依然毫无怨言。

从“$&% 将”走出来的中国乒
乓球队，在第 !-届世乒赛上，不负
国人重托，一举夺得了男团和男、
女单打三项世界冠军。从此，中国
乒乓球运动步入了半个多世纪长
盛不衰的征程。

上海情结
与记者见面，李光祖冒出的第

一句竟然是“侬好！”曾在上海生活
多年，对于上海，其实他并不陌生。
上海，曾是给予他梦想启迪的

地方。年轻时代，李光祖最爱的一部
电影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女
篮五号》。正是这部电
影，给了李光祖最初以
体育报效祖国的念头。

上海曾见证了李
光祖职业乒乓生涯的
起步，回国之初，李光
祖最先加入的是在上

海集结的国家青年集训队。也是在
上海，李光祖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
的乒乓好友，在徐寅生、李富荣等
人的潜移默化下，李光祖竟然学会
了一口上海话，至今到上海交流毫
无障碍。

李光祖与上海的缘分，还有一
个主要维系就是红双喜。在李光祖
印象中，红双喜在世界范围成为爆
款抢手货，正是在中国乒乓球成绩
急速提高之后。上世纪 )&年代后
期，李光祖出国参加比赛，不少外
国运动员看到庄则栋、李富荣高超
的球技，都对他们手中红双喜的球
拍心生向往。因为沟通无障碍，他
们就来问李光祖讨要中国球拍。

家族遗传的经商天赋让李光
祖嗅到了其中的商机。通过徐寅生
推荐，与中国乒协沟通联系后，李
光祖成为了第一位红双喜产品的
海外分销商。“第一代推广海外的
产品就是大名鼎鼎的 /01。”

保持年轻
广州东站，人潮汹涌。从香港

到广州的动车靠站，出站的人潮
中，李光祖一身干练运动服，背着
大大双肩背包，很是醒目。他声音
洪亮，红光满面。如果不是早知道，
眼前的李光祖怎么都不像即将迈
入耄耋之年。一周五六次乒乓训
练，一次 !小时以上。李光祖说，自
己保持年轻的秘密就是乒乓。

尽管上世纪 )&年代初就搬去
了香港，但李光祖始终不曾放下乒
乓运动。当选手参加比赛、当教练
在香港俱乐部教球，$''. 年天津
世乒赛时，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
绍祖，看到带队来华参赛的李光
祖，就笑着称他是乒乓球运动的
“海外兵团主席”。

采访中，他多次感慨：“我这一
辈离不开乒乓球，乒乓球和我有缘
分。” 本报记者 厉苒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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