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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第35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
学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上海宝山国际民间
艺术博览馆举行。42年来，作为国内唯
一的国际性儿童文学奖项和中国连续运
作时间最长、获奖作家最多的文学奖项
之一，陈伯吹奖日益成为向世界儿童文
学界呈现中国力量的重要舞台。

今年的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的包
容性更强，“国际性”更为显著。组委会
共收到来自海内外997部（篇）应征作品，
其中文字奖参评作品502部（篇）；绘本奖
参评作品495部（其中海外绘本215部），
较往年数量稳中有进；海外征集方面，在
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
宾、阿根廷、秘鲁、几内亚、乌克兰、芬兰
等多个国家均实现零的突破。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英籍华裔图画
书作家、插画家郁蓉荣获本年度特别贡
献奖；知名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获得杰
出作家奖；20部作品脱颖而出，获得大奖
及提名奖；青年儿童文学作家廖小琴、常
笑予，图画书作家吴华超等获得本年度
华语新人奖。颁奖仪式结束后，获奖者
郁蓉、汤素兰、陈巽如以及终评评委袁晓
峰还与观众开展了一场以“从中国走向
世界 从童年走向无限”为主题的大师分
享会，从专业角度深度探析儿童文学的
现状和未来。

今年是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提升
为国际性奖项并落户上海宝山的第十个
年头。十年来，宝山以文学奖为引领，全

方位打造“1+6+X”品牌体系，不断挖掘内
涵、拓展外延，全力打响儿童文学民族品
牌。由陈伯吹奖而延伸出来的原创插画
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今年，插画展
已进入第九个年头，围绕“遇见”的主题，
先后收到来自中国、意大利、英国、葡萄
牙、德国、保加利亚、阿根廷、南非、伊朗、
埃及、新加坡等30多个国家近200位插画
师的800余件作品，参与国家和征稿数量
均稳步增长。青年插画师胡一凡创作的
《吸呼》系列插画作品获得年度大奖。

据悉，陈伯吹奖提升为国际性奖项
后，累计参评国家近60个，累计参评海外
作品数量超1500部，在促进不同文化之
间的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也将中国文
化与价值表达无缝嵌入。从上海出发，
从中国出发，通过陈伯吹奖这个国际舞
台，一本本精彩的获奖作品被世界各国
的读者所了解、品读、喜爱。2016年，刚
获得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不久的中国
作家曹文轩问鼎国际安徒生奖。2016年
度作家奖获得者朱成梁的作品《团圆》在
海外得到广泛的传播。陈伯吹国际儿童
文学奖原创插画展获奖者、著名插画师
熊亮，两度入围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并成
为此项比赛的评委之一。

2018年以来，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
奖还连续多年参加博洛尼亚童书展，向
各国观众展示了该奖项的发展历程和历
年的获奖作品，进一步提升品牌的国际
知名度，助推中华优秀文化品牌的国际
传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
释中国特色、展示中国形象。

“上海女婿”扎根郊区
吴飞得是阿根廷小伙Federico De-

marco给自己起的中文名，“飞得”是Fed-
erico的音译，而“吴”姓则是因为喜欢研
究吴语。飞得从小就对各种语言感兴趣，
会说8国语言的他对中文尤其痴迷，不仅
是阿根廷第一个通过汉语水平考试六级
的人，更成为了“上海女婿”。

2018年，飞得跟着老婆来到上海生
活。他说着流利的汉语，上海话也讲得灵
光，这让他迅速融入了上海。在上海大学
攻读语言学硕士的他将上海郊区方言作
为主要研究方向，其中包括金山话、嘉定
话、南汇话、松江话等。

逐渐地，在“沪语圈”小有名气的飞得
参加了《沪语人气王》等节目的录制，机缘
巧合下认识了同样喜爱方言研究的金山
朱泾小伙封烜鑫，人称阿庆。阿庆不仅带
他去金山乡村寻访说地道方言的老人，更
教飞得说了一口正宗的金山话。“金山话
很有意思，从声调上来说，相比上海话只
有5个声调，金山话中的朱泾话、枫泾话、
兴塔话都有8个声调，金山其他地区的方
言也有7个声调。”飞得介绍。

有一次他走在金山田间，听到两位老
人的对话。“箇档外国人（他是外国人）。”

“勿是个，实奴勿听得伊有垃话土闲话来，
就生来像（不是的，你没听到他讲金山话
吗？只是长得像吧）。”这让飞得觉得实在
有意思。

寻找金山话发音人
“飞得是学院派，有系统的专业知识，

懂得科学的研究方法，会用录音和国际音
标记录方言语音。我是草根，知道很多金
山方言和风土人情，在许多方面刚好互
补。”阿庆介绍。一旁的飞得补充：“阿庆
教我金山话，我也教他西班牙语。在研究
的道路上，我们共同成长。”一个阿根廷的
城里人和一个上海的农村小伙时常出现
在金山的田间地头，寻访适合的本地老

人，抢救本土文化之根。
寻找合适的发音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他们常奔波于金山许多村委会。今年
76岁的陈金毛是朱泾镇新泾村人，他向飞
得和阿庆介绍了金山农村先前的种田方式
和方言。飞得用专业的话筒收音，并在电
脑上认真记录，阿庆则用金山话询问，其间
两人时不时探讨、请教。像陈金毛这样的
方言发音人，已经越来越难找到。

调查的过程也同样辛苦，住杨浦区的
飞得，每周来金山做一次调查寻访，来回

路程需4个多小时，“为配合老人作息，我
一般早上6点从市区出发，8点到金山。”
从2019年开始，飞得已经坚持了4年，积
累了不少研究成果。

目前，飞得和阿庆正着手将现有的研
究成果编撰成一本关于金山方言的书，

“主要记录我们4年的调查结果，包括语
音、词汇、语法三部分。”

让更多青年传承方言
出于好玩，阿庆和飞得将一些日常的

金山方言段子拍成短视频在网上发布，没
想到一下“火”了，最高播放量超过了35
万。“研究越深入，越觉得现在做的事很有
意义。刚开始是因为好玩，如今拍摄短视
频，也是希望通过外国人的全新视角，让
金山方言被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听到，
从而进行更好地传播和保护。”

记录、保护和传承方言，留住乡音、唤
起乡情、记住乡愁。阿根廷的飞得和上海
金山的阿庆已经在努力，“我们的调查研
究工作会继续下去，如果有认识对金山方
言和文化感兴趣的本地老人，可以介绍给
我们，有机会就去拜访。”

凭借在计算机方面的优势，飞得还与
几位志同道合的中国朋友创立了“吴语学
堂”，将吴语区各地方言字音、词汇制作成
免费的在线吴语词典供查阅。飞得说：

“中国语言和中华文化深深地吸引着我，
在深入研究吴语的同时，我也希望能为对
吴语文化感兴趣的人提供帮助和服务。”

扎根郊区“让方言被更多年轻人听到”

90后阿根廷小伙推广吴侬软语

90后阿根廷小伙吴飞得（中）在金山田间调查寻访。 受访者供图

“想想看”“晓得哇”……凭借比不少本地人还正宗的金山方言，90后阿根廷小伙吴飞得“出圈”了。看了他在短
视频平台的金山方言视频，不少网友评论：“上辈子绝对是金山人。”

目前在上海大学攻读语言学硕士的吴飞得，和金山朱泾镇小伙阿庆携手，寻访金山话发音人，也尝试用新方式
让更多年轻人听到。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第35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揭晓

向世界儿童文学界展现中国力量

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