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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桂可欣） 知名作家

马尚龙近日做客由区作家协会和人文

松江活动中心主办的文学讲座。讲座

以“‘上海欢言’里熟悉的日子”为题，马

尚龙以五六十年前的若干俗语为切口，

梳理背后所指代的上海人的生活，并分

析俗语的欢言性和蕴藏其间的社会学、

市井精神和文化。

马尚龙是当今文坛“海派写作”的

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上海三部曲”《上

海制造》《为什么是上海》《上海分寸》被

认为是认识上海、理解上海、热爱上海

的专著。他的最新力作《上海欢言》则

是又一部以“观察上海”为主题的文化

随笔集。

欢言是什么？欢言因谁而欢？欢

言对于上海意味着什么？讲座伊始，马

尚龙便向观众抛出了这三个问题。“我

所说的‘上海欢言’，就是具有强大生命

力和渗透力的上海俗语。它讲了一代

人的社会往事、生活里的苦事还有趣

事。”原来，不同于“笃笃笃，卖糖粥”等

美好且充满童趣的童谣，俗语的表象是

俗，但内核却不俗，它展示了上海人的

真实生活。

那为何说“苦事”的俗语却是“欢

言”？马尚龙解释，俗语的嘲是真的，笑

也是真，可谓幽默滋生于刻薄。但市井

的笑语和欢趣，并没有因为生活贫穷苍

白而丢失，甚至可以说，那个年代的欢

趣值高得不可思议。

他介绍，每一句俗语，都有着历

史痕迹和社会出处，每一句俗语都足

以牵出一个年代，甚至还暗藏了许多

高深的文化和艺术。其中，俗语“廿四

根肋排骨弹琵琶”就是一个典型。“旧

时上海弄堂里有许多人‘打赤膊’，虽

有欠文明，但长此以往倒也形成了‘赤

膊文化’。而琵琶有 6 相 24 品，恰好

和人身上的 24 根肋骨对应。”他说，

在贫瘠的年代里，虽吃住皆窘迫，人

们却能苦中作乐，用弹琵琶解嘲营养

不良。“尽管当年生活不易，但现在看

来却能令人莞尔一笑，当中有稚趣，

有野趣，有智趣，还有年代之趣。”马

尚龙说。

此外，为配合讲解，马尚龙还准备

了许多关于上海的老照片。在讲到

“给水站”时，他展示的便是 1999 年上

海最后一个给水站摘牌时的情形。他

介绍，当时上海不是 24小时供水，只在

早上和下午两个时间段供水，其他时

候就得靠储水。“这就是上海的往事、

生活的苦事。”

“大上海和小上海，看似对立，但

实际上大小上海的叠加，才是更生动

更真实的上海。”在马尚龙看来，“大

上海”是上海的骨骼、面貌、血型、性

格，是上海的体面，而在此之外，还有

一个“小上海”。“小上海”是布满上海

全身的毛细血管，是弄堂的上海，烟

火气的上海，角角落落的上海，而《上

海欢言》里展现的就是这样一个“小

上海”。

本报讯（记者 桂可欣 实习生 丁小翔）小

松果悦读会“绘游松江特色建筑”绘画活动近日

在云间会堂文化艺术中心举办，为小朋友们带

来了精彩纷呈的体验。

“大家对这张图片熟悉吗？没错，这就是我

们身处的地方。”现场，授课老师首先从松江的

特色建筑入手，详细地介绍了大仓桥、云间第一

楼、云间会堂文化艺术中心等地标建筑，带领大

家了解建筑背后的故事。

随后她又推荐了名为《城市印象·中国上

海》的旅行故事手绘日记，该书以法国作家“老

乔”的视角，介绍了既传统又现代，既慵懒又充

满活力的上海风情。

在介绍完特色建筑和书籍后，活动便进入

了最为关键的绘画环节。小朋友纷纷拿起画

笔，按照视频教学中的步骤，画起了松江标志

性建筑之一——泰晤士小镇的教堂。“我觉得

今天的活动很有意思，看了很多不同的建筑，

感觉自己学到了很多。”今年九岁的王俊熙告

诉记者。

菅先生和女儿是小松果悦读会系列活

动的常客，对于这一既让孩子增进交流，又

能陶冶情操的课程，他表示满意。“以后如果

有机会，还会继续带着孩子参加。”菅先生笑

着说。

据介绍，小松果悦读会亲子读书会的前身

为原松江区图书馆 2012 年成立的少儿亲子读

书会，2015 年，读书会正式更名为小松果悦读

会，寓意通过快乐的阅读，让小读者们轻松找

到知识的果实。

记者了解到，今年，小松果悦读会已经开

展了活动 43场，约 5000人次参与活动，深受家

长和孩子们欢迎。

“‘上海欢言’里熟悉的日子”文学讲座举办

知名作家解读俗语背后的“小上海”

本报讯（记者 桂可欣） 余音绕

梁的戏曲、乐声悠扬的合唱、慷慨激

扬的红色故事演讲……眼下，松江

的各个文化场馆里热闹非凡，松江

区第十一届“百姓明星”评选正在进

行。记者了解到，自 6 月 18 日开展

第十一届“百姓明星”复审以来，目

前已经进行了舞蹈、民营剧团、合

唱、演讲、手工艺、摄影六个大类的

复赛（见上组图），参与人次超 1200
人次，参赛作品超 450件。

据介绍，松江“百姓明星”评选

活动诞生于 2011年，秉持着“来自百

姓、服务百姓”的活动理念，在十余

年里，涌现出了众多优秀文艺作品

和群文艺术人才，是松江家喻户晓

的品牌活动。

“百姓明星”评选活动相关负

责人介绍，暌违三年，今年活动在

多个方面均有升级。“我们首次设

立了明星团队的评选，助力点亮更

多市民的梦想。”该负责人还介绍，

民营剧团为今年首设项目，目的是

发挥优秀舞台艺术作品以及优秀

民营剧团的引领作用，弘扬中华优

秀剧目。

群众文化根植于百姓，自然为

百姓所喜爱，作为一项长青活动，

“百姓明星”评选活动的参与人群越

来越广。“在比赛中我们还惊喜地发

现，今年活动最小参赛选手仅有 5
岁，最大参赛选手已近 80岁，这充分

彰显了松江群众文化的繁荣和发

展。”该负责人说。

据悉，书法、美术的复赛将于9月

上旬举行，待所有项目复赛结束后，

将进入终评阶段。届时，市民可关注

“人文松江”“云间会堂文化艺术中

心”微信公众号参与线上评选。最

终，按照市民投票、复评成绩、组委会

综合评审的情况，将评定出本年度 8
位松江区“百姓明星”。

本报讯（记者 桂可欣 实习生 丁

小翔） 8月 29日上午，中国艺术研究院

硕士生导师，《中国摄影家》杂志社长、

主编，中国文化馆协会摄影委员会副秘

书长阳丽君做客人文松江活动中心，为

松江摄影爱好者做“摄影创作的陌生化

表达”讲座。

讲座上，阳丽君首先表明了“创新

性”的重要性。她表示，艺术需要破除

陈规，因为只有创新，作品才会具备生

命力。随着摄影在中国的发展，摄影的

内容也随时代的变化有了多次转变。

若始终拘泥于相同内容的创作，则不能

很好地做到作品与时代共振，难免步入

俗套。

此外她还提到，相较其他艺术门

类，摄影本身就具有模仿性高的属性，

再加上现在技术发达，摄影门槛降低，

一旦出现新的摄影手法和表达形式，很

快就会出现类似的作品。

那么摄影如何出新、出奇呢？阳丽

君结合国内知名摄影家作品详细解

读。“我们可以从日常拍摄的题材中深

度挖掘，拍出让人眼前一亮，提供新的

视觉体验的作品。”她解释，从司空见惯

的场景中看到不一样的美，并用艺术的

形式表现出来，这便是看和摄的考究。

阳丽君介绍，例如摄影家李刚，他

的作品多以直接摄影的方式，抓取马儿

处于自在状态下的瞬间。摄影家叶文

龙的《冬雪》系列，则融合了相机与闪光

灯两种现代科技的最优功能，使一张照

片同时承载了两个时间概念，赋予照片

更多的故事性和开放式结局。摄影家

王昆峰运用各式摄影工具，非常规化拍

摄牡丹。除此之外，进行专题化拍摄也

是使作品陌生化的方法之一。如摄影

家程新皓耗费十余年，拍摄、记录中越

边境上的一个未识别民族——莽人。

除了内容本身，改变拍摄的角度和

方法，创作出不同于以往视觉体验的作

品，也可以达到艺术创作求新求变的目

的。“无人机的拍摄视角拥有强烈的视

觉震撼力和冲击力，打动和感染了许多

人，吕凤霄《鸟瞰神州》系列也是其中之

一。”阳丽君说。此外，她还介绍了包括

视频、摄影书、古典工艺、装置等多种表

达形式。

本报讯（记者 桂可欣 实习生 丁

小翔） 人文松江创作研究院副院长、

文学艺术研究所所长常勇携新书《又

见天马山》近日来到人文松江活动中

心，通过线下讲座和线上直播的方式，

带领市民走近这座充满历史和人文气

息的名山。

《又见天马山》共分为九个章节，通

过一段段文字和一张张照片，既照见了

一座自然之山，又对自然之物格物致

知，映现人文松江的史脉和文脉，见证

松江这座城市发展的动力，并洞见长江

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历史依据和

文化发展逻辑。作为松江九峰之一，山

林面积最大的天马山以其优美的自然

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了一代又

一代文人墨客驻足。分享会上，常勇首

先对“山文化”做了分享。“山值得我们

尊重，因为任何一座山对于人类来说都

是高大且时代久远的，山见证着沧海桑

田的变迁。”他介绍，就如同天马山是长

江三角洲最古老的地质标志之一，如今

漫步其中，游客可以收获身体和精神的

双重润泽。“我们走过的每一条小路都

有可能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前，某个

文化巨匠走过的地方，而山中的一砖一

瓦一草一木，也都遗留着历史的温度。”

常勇表示，人类对于山的认识，也

经过了多次转变。从依赖山，到崇拜

研究山，再到对山进行文化和审美层

面的解读，恰如“见山是山，见山不是

山，见山还是山”的禅宗三境界。而这

几种对山的认识，都能在天马山身上

映见。“天马山不仅环境宜人，历史上

还有山周别墅等文人住所，还有圆智

教寺等宗教建筑。此外，文学史上还

留下了大量以天马山为原型的艺术作

品。”常勇说，正因如此，自己选择将天

马山作为切口，了解松江甚至整个江

南文化的历史。

随后，常勇为观众逐一介绍了每一

个篇章的具体内容。据悉，本书以图片

为主，且很多为原始典籍里第一手文献

资料，文字则是“题眼”，具有准确的依

据。在常勇的解读中，观众们聆听了吴

根越角的遥远传说，怀想了晋二陆的琅

琅书声，目睹了松江画派的笔墨烟云，

领略了宋代宝光塔的沧桑身影，也见证

了新时代绿水青山的完美蝶变。

作为“放松去，乐享会，人文游”系

列活动的第五场，本次活动由松江区文

化和旅游局指导，上海市松江区文化旅

游影视融合发展服务中心主办，SMG
乐游频道承办，上海市松江区人文松江

活动中心协办。

建筑诉说故事
画笔绘出童心

第十一届“百姓明星”评选正在进行
首设明星团队、民营剧团项目

走近历史名山
品读松江人文

本报讯（记者 桂可

欣） 记录松江出品的中

国首部微信剧创作历程

的《〈请打开你窗前的那

盏灯〉创作档案》新书首

发式暨签售活动日前在

上海展览中心举办。

首发仪式上，图书主

创人员与读者面对面交

流，分享心得。作为中国

首部微信剧的策划和新

书的主编，上海市文史研

究馆馆员、上海戏剧学院

学术委员会主任、人文松

江创作研究院院长陆军

介绍了自己对于微信剧

的思考。

“ 微 信 反 映 社 会 的

情绪、时代的表情和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

说，每一个微信群里都

藏着戏剧，每一个微信

互动者背后都有自己独

特的思想情绪和表达方

式。”陆军表示，如果不

能在戏剧艺术中呈现微

信这一生活方式，无疑

是一种遗憾，这一想法

促使自己萌生了策划微

信剧的想法。

陆军回忆，在自己创

作的近三十部大型戏剧

作品中，微信剧是最难的

一次。“微信剧不是微信

与戏剧的简单相加，也不

是用常规的戏剧故事套

上微信的外壳，而是两者

之间的深度融合，剧情由

微信而生，冲突由微信而

起，场面由微信而建，人

物由微信而立，主题由微

信而达，要做到形神兼

备，既要在‘形’上用微信

呈现，更要在‘神’上将剧

情发展的动力、人物命运

的转折和主题表达的契

机，与微信紧密融合。”

其他主创人员也在

现场与观众开展交流。

据介绍，《〈请打开你窗前的那盏灯〉创作档

案》一书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收录了《请打

开你窗前的那盏灯》剧本、创作访谈、剧评、主创

感想、媒体报道等内容，系统呈现了该部微信剧

创作的全过程。

从司空见惯的场景中看到不一样的美
《中国摄影家》杂志社长、主编阳丽君做客人文松江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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