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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的《民俗掌故日历（2019）》日前亮相
上海书城全国新书发布厅。《民俗掌
故日历（2019）》根据中国著名民俗学
家杨荫深《事物掌故丛谈》改编，由南
京书法篆刻家、画家潘方尔创作的民
俗漫画予以配图。

《事物掌故丛谈》最早出版于
1945年，写的是当时江南一带的民
俗掌故。而潘方尔绘画是近两年的
事。所以这本《民俗掌故日历》是新
老作者的一次对话。日历共分为“岁
时令节”“神仙鬼怪”“游戏娱乐”“花
草竹木”“谷蔬瓜果”“饮料食品”“衣

冠服饰”“居住交通”“器物杂用”九个
专题。

潘方尔对青年报记者说，虽然这
几十年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
一些民俗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而
且是活的生命，还在不断发展。在这
些民俗掌故中，蕴涵着一些最深刻的
道理，这也是普及民俗的原因。而潘
方尔的配图则体现了这种新老元素
的碰撞，极具观赏性。

在首发签售会上，上海市民俗文
化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仲富
兰表示，通过民俗掌故日历的形式，
将现代人生活与古人生活巧妙地联
系起来，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一种时
尚而有效的创新方式。

《民俗掌故日历（2019）》首发

2017年9月，上海音乐学院成立
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中国声
乐艺术研究中心，以构建中国声乐学
科体系为目标，以“整理研究、推陈出
新”的中国音乐经典化建构为主旨，
扎根中国传统声乐艺术丰厚土壤、对
接文化传承与传播国家战略、瞄准国
际一流声乐艺术水平。中心成立后，
将中国艺术歌曲放在极为重要的地
位。廖昌永表示：“艺术歌曲与中国
古代、近现代诗词紧密结合，最能够
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特
有内涵，在文化走向世界方面，也同
样能够展现中国风范与华夏文明的
特质。”

作为积极推动中国艺术歌曲事
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上海音乐学院
于 2018 年启动举办首届中国艺术
歌曲国际声乐比赛。本次比赛由
上海音乐学院主办、贺绿汀中国音
乐高等研究院中国声乐艺术中心、
上海航新文化发展中心承办。上
海音乐学院书记、院长林在勇担任
大赛组委会主席，著名歌唱家、上
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廖昌永担任评
委会主席。邀请包括赵季平、陆在
易、哈特穆特·霍尔、莱茵哈德·林登、
莫华伦等国际一流艺术歌曲专家担
任终评评审。

中国艺术歌曲国际声乐比赛自
2018年9月21日开始报名，截至10
月20日，有来自5个国家、全国各大
高校的教师和学生及演出单位的人
员前来参赛。“报名参赛者以80后90
后为主，甚至00后都有6人，还有1
名选手还未满18 岁。”廖昌永介绍
说，“此外，美国、澳大利亚、哥斯达黎
加等国家也有外国选手报名，入选复
赛的有4名，2男2女，他们真的是外
国人来唱中文歌，我们一开始觉得吃
惊，现在觉得是必然——几十年来，
中国众多优秀作曲家写了非常多的
艺术歌曲，在全世界演唱，所以虽然

是第一次举办中文的艺术歌曲大赛，
但艺术歌曲已经拥有了广泛的热爱
基础。”

日前，经由廖昌永教授领衔，包
括顾平、方琼、宋波、周正、杨学进、于
丽红、马思红等教授组成的初评专家
组认真评审，已有60位选手入围复
赛。复赛将于 2018 年 11 月 8 日
——9日在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音乐
厅举行，复赛将会选出10名选手参
加决赛。2018年11月10日，将举
行本届比赛的决赛和颁奖典礼。比
赛最终将评出一等奖一名（奖金
100000元人民币）、二等奖两名（奖
金50000元人民币）、三等奖三名（奖
金30000元人民币）、优秀奖4名（奖
金5000元人民币）。

“复赛开始就进行网络直播了，
一是更好地传播以扩大影响，二来也
是接受全程监督。”廖昌永说。

他还透露，中国艺术歌曲国际比
赛将作为上海音乐学院的一项保留
赛事，今后每两年举办一次，希望藉
由高水准的比赛，推动中国艺术歌曲
的交流、传播，吸引更多的歌唱家将
纯正的中国艺术歌曲呈现在更广阔
的国际舞台上。

据悉，上海音乐学院是中国艺术
歌曲的历史重镇，在创作上，中国第
一首艺术歌曲《大江东去》（1920
年）的作者青主曾任国立音乐专科
学校教授，而中国第一代职业作曲
家且创作艺术歌曲而闻名者中，如
萧友梅、黄自、谭小麟、贺绿汀等，
无不是上音历史上赫然有名的人
物。在表演上，包括郎毓秀、周小
燕、蔡绍序、斯义桂等，这些著名校
友都是中国艺术歌曲传播的重要
人物。近年来，在声乐学科带头
人、著名声乐表演艺术家廖昌永教
授引领下，上海音乐学院在中国艺
术歌曲的教学、研究与创新推广方
面取得累累硕果。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老牌文学杂志《小说界》
日前来到光的空间·新华书店，为读
者带来一场关于“短篇小说的创作与
阅读”的分享会。

在作家动辄就是几十万字“大部
头”的今天（网络写手写得更多，一部
作品都是几百上千万字），短篇小说
受关注得很少。正如被称为美国“极
简主义”代表作家的雷蒙德·卡佛在
《大教堂》一书的附录中写道：“我开
始写东西的时候，期望值很低。在这
个国家里，选择当一个短篇小说家或
一个诗人，基本就等于让自己生活在
阴影里，不会有人注意。”

上海文艺出版社旗下具有悠久
历史的《小说界》是短篇小说的坚守

者，致力于刊登青年作家的原创短篇
小说，为富有创意的年轻写作人提
供更大的展示平台。自 1981 年创
刊以来的三十多年里，它一直以刊
登兼具艺术性与思想性的原创小说
为己任，兼收并蓄，中国最著名的作
家都在《小说界》上发表过他们的作
品。2017年全新改版后，《小说界》
也不断加强对海外优秀作家的关注
力度。

新近出版的《小说界》2018年第
五期，将主题定为“世上的光”，来自于
海明威的同名短篇小说。在分享会现
场，《小说界》作者小白、张怡微、王若
虚从各自的视角出发，畅谈了创作与
阅读与的经验，揭开“短篇小说”这座
王国的神秘面纱，带领大家一起看见
这“世上的光”。

《小说界》欲成短篇小说的坚守者

■文化动态

上音创办首届中国艺术歌曲国际声乐比赛

廖昌永：办这个比赛符合时代召唤

中国影协电影文学创作委员会
主任张思涛30日在京说，电影文学
仍然是当前电影创作中较薄弱环节。

张思涛在中国电影家协会2017
年度优秀剧本推介表彰活动上说，改
革开放40年中，中国电影的发展是
从一场主张“电影语言创新”的艺
术思潮开始的，“但是，在人们强调
加强对电影本体认识的同时，也出
现了某些忽视或贬低文学性，否认
文学是电影艺术的基础的思想倾
向，加上在商品化大潮冲击下电影

文学工作被削弱、电影编剧权益受
到侵犯等情况，使得电影文学成为
当前电影创作中相对薄弱的一个环
节。”他说。

张思涛说，希望通过剧本推介表
彰，强调剧本创作是电影的第一生产
力，提高文学性在电影作为综合艺术
中意义的认识，提升编剧的地位，树
立关于电影本性的辩证认识，克服片
面性，把电影的电影性和文学性统一
起来，提高我国电影的艺术质量。

据新华社电

电影文学仍是电影创作薄弱环节

“报名人数远超预期！这说明中国声乐后
继有人，前景看好。”昨天，中国著名歌唱家廖
昌永激动地说。他担任评委会主席的首届中
国艺术歌曲国际声乐比赛，昨天在上海音乐学
院正式宣布启动，虽然是首次举办，短短的报
名时间，就收到了世界各地627人报名，最终有
效报名人数多达588人，“反响如此好，说明办
这个比赛，符合时代的召唤。”

青年报记者 陈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