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史博臻

科学精准落实好各项防汛防台措施
（上接第一版）

应勇指出， 台风 “摩羯” 可能对上海造成大风、 暴雨影

响， 各区、 各部门要高度重视， 精心组织、 周密部署， 严格落

实好各项防汛防台措施， 绝不能心存侥幸、 麻痹大意， 绝不能

有丝毫松懈。 要加强组织领导， 逐级抓牢、 层层夯实防汛防台

责任。 各级防汛部门要发扬连续作战精神， 始终保持战备状

态。 防汛责任人要亲自动员部署， 深入一线、 靠前指挥， 全力

组织做好台风 “摩羯” 防御工作。

应勇强调， 要深入研判台风 “摩羯” 对本市不同区域的影

响， 科学精准落实各项防汛防台措施。 沿海地区重点要防大

风， 扎实做好船只回港避风工作， 及时做好海上施工作业人

员、 渔民、 近海水产养殖人员、 危旧房屋和简易工棚内人员、

低洼易涝地带人员等转移安置工作， 落实好沿海危棚简屋防风

安全措施。 内陆地区重点是防暴雨， “摩羯” 给本市带来的整

体降雨量将超过 “安比”、 “云雀”， 又遇天文大潮， 要综合降

雨量等多重因素， 科学调节内河水位。 要切实防止因暴雨和高

潮位碰头引发道路严重积水和大面积内涝， 切实防止隧道、 地

铁、 地下车库等下沉式工程出现雨水倒灌， 随时做好积水抢排

应急准备。

应勇指出， 台风 “摩羯” 影响本市期间， 正逢周一上班早

高峰。 交警、 公交、 轨交等部门要精心组织， 做好早高峰疏

导、 调度， 全力保障城市交通正常有序运转。 水务、 绿化市容

等部门要组织应急值勤力量， 及时处置突发情况， 全力以赴保

障城市正常运行。

（以发表或出版时间先后为序）

■ 文学理论评论奖

《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 黄发有

《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陈思和

《必须保卫历史》 刘大先

《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 王尧

《文坛新观察》 白烨

■ 文学翻译奖

《火的记忆 I?创世纪》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乌拉圭） 西译汉 路燕萍

《潜》克里斯托夫·奥诺-迪-比奥（法国） 法译汉 余中先

《贺拉斯诗全集》 贺拉斯（古罗马） 古拉丁译汉 李永毅

《疯狂的罗兰》 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意大利） 意译汉 王 军

■本报记者 陈熙涵

■本报记者 许旸

他是“无根的写作者”，
文字背后隐藏着深邃洞见和表达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英国印度裔作家奈保尔去世

当地时间 8 月 11 日， 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 英国印度裔作家奈保尔去世， 享年 85

岁 。 这一天 ， 离他的 86 岁生日仅差 6 天 。

在长达 50 多年的创作生涯中， 奈保尔写了

30 多本著作， 包括回忆录、 小说和游记文

学， 跨文明、 跨地域的观察和思考是他写作

的一条主线。

奈保尔 1932 年 8 月 17 日出生于特立尼

达和多巴哥查瓜纳斯的一个印度移民家庭，

6 岁时和家人搬到首都西班牙港。 1950 年，

奈保尔获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 1955

年定居伦敦并一直以英语写作。 跨文化的背

景让奈保尔体会到了多种观看和感受生活与

世界的方式 。 1971 年 ， 他获得布克奖 。

2001 年， 他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 诺奖

给他的评语是： 作品中具有统一的叙事感和

未受世俗侵蚀的洞察力， 使我们看到了被扭

曲的历史的存在， 并激发了我们探寻真实状

况的动力。 奈保尔与石黑一雄、 拉什迪并称

“英国文坛移民三雄”。

奈保尔的主要作品 《大河湾》 《毕司沃

斯先生的房子 》 等先后被翻译引进我国 。

2014 年上海书展时， 奈保尔应邀第一次来

到中国， 8 月 17 日他在上海度过了 82 岁生

日。 在思南公馆， 他曾接受本报记者赠与的

特别礼物 ： 一份印有他整版特写的 《文汇

报》， 他的目光久久停留在自己年轻时的黑

白小照上， 那时的他叼着烟斗笑容满溢， 仿

佛穿越了时光与之相望……

中国作家叶兆言在谈到奈保尔的成名作

《米格尔大街》 时指出， 虽然写这部作品时

奈保尔才 22 岁， 但是因为有了良好的文学

熏陶， 他的语调中洋溢着一种饱受教育的超

然。

三年前造访上海， 奈保尔已显老态， 坐

在轮椅上的他与年轻时精力旺盛而以 “暴

躁” 出名的形象， 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在思

南文学之家， 他被主办方安排朗读自己的作

品 《大河湾》 的最后一页 “上午的闷热才过

去， 暴雨马上就来了……” 82 岁的他神情

有些疲惫， 但还是坚持读完了， 在朗读的间

隙 ， 他时不时地停下来观察一下台下和周

围， 在这 “看” 的一瞬， 让人清楚地感觉到

奈保尔那双擅于洞悉的作家的眼睛。

奈保尔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行走在他

者的土地上， 作为一个出色的观察者， 他在

《神秘的按摩师》 《岛上的旗帜》 《神秘的

新来者》 《印度三部曲》 中， 对这个世界的

未来形态作出了一个作家式的预言。 评论界

将他称为 “无根的写作者”， 而奈保尔自认

为， 他在文字背后隐藏的深邃洞见和表达，

是来源于他独特的观察。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奈保尔作为一

个杰出的作家， 其自身最大的特点便是展现

出第三世界国家现代性转型中的艰难和悖

论。 “他是一个不容易被口号所迷惑的人，

他对这些国家历史进程的细腻把握， 使他成

为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者， 他善于用评论家

的眼光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摆脱殖民枷

锁独立起来的国家面临的问题。”

奈保尔在自己的陈述中透露了这样的立

场。 跟他共同生活了 20 多年的纳迪拉曾说

过自己出生在非洲， 并在那儿长大。 但是她

和许多像她那样的原住民， 对自己的故乡的

洞悉和了解， 却不如奈保尔来得深切。 奈保

尔信奉自己的所见所闻， 他认为大而化之的

概括往往是不可信的。 在上海时， 他的妻子

曾说： “我们希望能够在这趟中国行中得到

新的灵感和启发。”

陆建德表示， 奈保尔的文体极富个人特

色， 他的写作大量介乎评论与小说之间， 读

者们经常能看见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界线是

模糊的， 他更像是一个比较文明的学者， 一

个跨地域的比较文学的写作者， 读他的东西

是需要耐心的。 如果他的去世， 能让更多的

人关注到他， 进而去品读他的作品， 一定会

有所收获。

陆建德说自己非常欣赏奈保尔的一部作

品 《抵达之秘》。 他认为这是作家晚年非常

有特色的一部作品， 这部极致的作品像一部

小说而又不是一部小说， 像一篇带个人思考

的散文， 又不是散文。 它集中了奈保尔式的

文体的突出特长， 背后暗含的感情又是很丰

沛的， 这令人想起他晚年的选择———在威尔

特郡的乡间买了一幢老宅子， 是那种英国乡

村典型的老宅子， 经过了简·奥斯丁作品的

一路流传呈现出变化多端的丰富面相， 他很

享受住在里面的日子。

文学的丰沛能量让人乐在其中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出七个类别34部作品，上海作家小白、评论家陈思和作品获奖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前天揭晓， 共评出

七个类别的34 部作品 。 上海本土成绩亮

眼 ， 作家小白 《封锁 》 、 评论家陈思和

《有关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

题》 分别获得中篇小说奖和文学理论评论

奖 。 作家阿来 《蘑菇圈 》、 尹学芸 《李海

叔叔》 两篇获奖中篇小说分别首发于 《收

获 》 2015 年第 3 期 、 2016 年第 1 期 ， 显

示出上海文学杂志发现集聚一流作品的高

地效应。

“上海的作家、 评论家作品整体上依

然得到了文学界的关注和肯定， 沪上作者

队伍、 文学期刊矩阵显示出在全国的强大

影响力。” 鲁迅文学奖评委之一 、 上海作

家协会专职副主席孙甘露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 ， 继 2014 年上海评论家程德培 、

张新颖 ， 上海作家滕肖澜作品获第六届

鲁迅文学奖后 ， 近些年上海在文学创作 、

文学批评研究和文学出版领域不断辛勤

努力 。 “第七届获奖作品在思想性和艺

术性等各方面均有深入思考 ， 显示出艺

术风格上的创新和多样 ， 对当下文学创

作有着重要启示。”

上海城市的快速变化中，传
统与现代不断碰撞出戏剧性故事

获奖的中篇小说 《封锁》 首发于 《上

海文学》 2016 年第 8 期， 后推出单行本 。

小说聚焦孤岛时期的上海， 日军为追捕刺

客展开了封闭式的恐怖调查， 书中一个脑

洞大开的小说家为了自救 ， 将笔下神秘

女人作为诱饵一步步让日军信以为真 ，

最终完成致命一击 。 作品叙事节奏紧张

严密 ， 历史细节扎实 ， 并穿插了沪语等

元素 。

得知获奖消息后， 从小生活在上海的

作家小白很惊喜 。 “《封锁 》 的故事很上

海 ， 作为上海作家群中的一员 ， 对故乡

文学资源的开发 ， 是自然而然的 。 我亲

身体验着这座城市的快速发展变化 ， 以

及不断变化中仍有所坚持的传统 。 传统

与现代不断碰撞出极具戏剧性的故事 ，

那些关于上海的知识 ， 显性或隐性的 ，

对我个人写作非常有好处。”

在小白看来， 有时候， 虽然某个故事

的发生地不在上海， 但这个故事依然可以

具有上海气质， “上海相信机会， 这座城

里的人们一边遵循着日常生活的时间线 ，

一边期待着戏剧性时刻的来临。 他们不断

地向他人、 向自己重复讲听到的故事， 而

讲故事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很上海的方式 。

上海故事越来越为文学界和读者瞩目。” 小

白笔下的 《局点》 《租界》 《封锁》 《特

工徐向璧》 等小说， 在虚构的想象力量上

书写建构了一个独特的上海世界， 其中穿

梭着不同时代上海的多副面孔 。 他透露 ，

手头正在创作一部长篇、 一部中篇和剧本，

题材也多与上海相关 ， “上海写上瘾了 ，

也写不够， 文学的力量是迷人而具诱惑性

的”。

梳理此次获奖的中短篇小说不难发现，

作家们立足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 从多个

角度尽可能挖掘其中丰厚文学资源。 比如，

中篇小说 《傩面》 讲述了贵州山区中猫跳

河沿岸三个村庄的故事， 肖江虹从贵州当

地三种传统文化遗产蛊术、 傩戏和悬棺切

入 ， 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让时间流转 ，

将特色地域文化融入人物生活和命运中 。

在 《蘑菇圈》 中， 出生于四川阿坝的阿来，

写了藏族少女斯炯面对磨难时， 仍静静守

护着 “蘑菇圈” 这块圣地， 小说充盈着一

种温暖而动人的格调， 开启了读者对神秘

藏区的向往和想象。

新时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胆
识与建设的担当同向

除了中短篇小说创作， 上海在文学理

论评论领域的耕耘 ， 也显示出蓬勃活力 。

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 《有关 20 世纪中国文

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首发于 《文学评论》

2016 年第 6 期， 著名评论家陈思和在文中

探讨了五四新文学的先锋性、 海峡两岸文

学的整合、 战争与文学史的关系等文学史

理论问题 。 “就在鲁迅文学奖揭晓前一

天 ，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公

示 ， 这篇作品同时获得优秀论文一等

奖 。 ” 64 岁的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在接

受采访时 ， 虽自谦 “已经过了需要鼓励

的年龄 ”， 但依然为研究成果获业内认可

而深感欣慰 ， “从事文学研究和教书育

人一晃 40 年 ， 光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 ，

我就研究了 30 多年 ， 但真的要谈出些新

的观点和见识 ， 并不是那么容易 。 但我

乐在其中 。 人生之旅 ， 跟治学之旅一样 ，

迷茫困顿总与努力追求相伴随， 其中甘苦

难以道尽。”

陈思和告诉记者 ， 他正在主编撰写

《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 》， 而 《有关 20 世

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正是这部

教程的前言 。 陈思和主张打通现当代文

学 ， 把 20 世纪中国文学视为一个整体 ，

完整地寻找和发现 20 世纪文学发展的规律

和教训。

“纵览文学理论评论奖五部获奖作品，

作者涵盖了老中青学人和批评家， 有深耕

多年的学者陈思和、 白烨， 也有中生代的

刘大先等 ， 他们的学术成果颇具代表性 ，

反映出新时代文学现场和文学发展中的理

论评论繁荣局面和景深效果。” 评委之一、

《人民文学》 主编施战军告诉记者， 一轮轮

投票后， 他越来越深的印象是， 新时代文

学批评和理论， 导向更明确， 视野更宽展，

学理与悟性兼具， 批评的胆识与建设的担

当同向。

此外， 今年散文杂文类也频现名家新

作， 包括宁肯 《北京： 城与年》、 鲍尔吉·
原野 《流水似的走马》， 也有李娟 《遥远的

向日葵地》 等人气作品。

作为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

鲁迅文学奖创立于 1986 年， 旨在奖励优秀

中篇小说 、 短篇小说 、 报告文学 、 诗歌 、

散文杂文、 文学理论评论的创作， 奖励中

外文学作品的翻译， 推动中国文学事业的

繁荣发展。

七星彩第 18093 期公告
中奖号码：

8 0 9 3 9 6 1

一等奖 1 5000000 元

二等奖 7 42957 元

三等奖 77 1800 元

四等奖 1333 300 元

五等奖 17420 20 元

六等奖 221351 5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9075907.45 元

排列 5 第 18217 期公告
中奖号码： 8 5 6 0 6

每注奖金 100000 元

排列 3 第 18217 期公告
中奖号码： 8 5 6

直选每注奖金 1040 元

组选 3 每注奖金 346 元

组选 6 每注奖金 17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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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2014-2017）鲁迅文学奖
获奖作品名单

■ 中篇小说奖

《世间已无陈金芳》 石一枫

《蘑菇圈》 阿来

《李海叔叔》 尹学芸

《封锁》 小白

《傩面》 肖江虹

■ 短篇小说奖

《父亲的后视镜》 黄咏梅

《1987 年的浆水和酸菜》 马金莲

《俗世奇人》（足本） 冯骥才

《出警》 弋舟

《七层宝塔》 朱辉

■ 报告文学奖

《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 李春雷

《西长城》 丰收

《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许晨

《大森林》 徐刚

《乡村国是》 纪红建

■ 诗歌奖

《去人间》 汤养宗

《落日与朝霞》 杜涯

《沙漏》 胡弦

《九章》 陈先发

《高原上的野花》 张执浩

■ 散文杂文奖

《山河袈裟》 李修文

《北京?城与年》 宁肯

《遥远的向日葵地》 李娟

《流水似的走马》 鲍尔吉·原野

《时间的压力》 夏立君

荨冯骥才短篇小说

《俗世奇人》（足本）

▲肖江虹中篇

小说《傩面》

▲弋舟获奖短篇小说《出警》

收入小说集《丙申故事集》

荨阿来中篇小

说《蘑菇圈》单

行本

▲尹学芸 《李海叔

叔》单行本

英国印度裔作家奈保尔

荨小白《封锁》单行本
（均出版方供图）

与全球戏剧舞台的脉搏共同跳动
（上接第一版）

一些新锐的舞台探索， 体现着剧场的成长
性与包容性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而一个成熟的戏剧市场， 需要

既不断吸引外行走进剧场， 也不断培养出越来越多的内行。 从

某种程度上， 这意味着敢于选择一些内容与形式都有巨大创新

的实验剧目， 以艺术家们在哲学上的思考和艺术上的探索来引

领观众挑战自己的观演舒适度。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中国大戏院的开幕大戏 《雪， 覆盖下的

真相》。 该剧改编自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小说， 是一出时长三

个多小时的严肃话剧， 探讨的是 “游子的身份认同” 这一世界

性话题， 于去年 2 月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剧院首演。 当该剧亮相

申城时， 出现了颇具话题性的一幕： 不少观众在中场休息时离

席， 而另一些坚持看完的观众， 则在落幕时热泪盈眶。

“总有一些戏会激起大家的争鸣， 演出市场需要的就是这

样的戏。” 在上海戏剧学院何雁教授看来， 很多观众离场， 是

因为他们对帕慕克笔下所展现的异国文化感到陌生， 但作品本

身对人性的思考， 以及导演独特的戏剧语言， 都使得 《雪， 覆

盖下的真相》 这部作品独具价值。 特别是随着戏剧市场越来越

大， 很多演出为了票房过于满足观众浅层次的需求， 在这种情

况下， 尤其需要那些能够刺激心灵、 激发思考的戏剧作品， 展

现戏剧冷峻、 深沉的一面。

中国大戏院艺术总监、 导演田沁鑫表示， “满座” 不该成

为一座剧院的终极追求。 “如果只是为了爆满， 那剧院就没有

任何成长和包容性了。 有的戏大家看完后， 说不定还会骂起

来， 大家还会离席———这就形成了一种可贵的争论。”

例如， 不久前在沪上演的 《不可自理的生活》， 同样不那

么老少咸宜。 该剧导演是著名的意大利意象派导演罗密欧·卡

斯特鲁奇， 他注重一种以颠覆文学性为第一位的戏剧作法， 作

品强调丰富而隐秘的感受性。 《不可自理的生活》 就围绕着一

个年迈的父亲和一个忙着照顾父亲的儿子所展开， 几次三番之

后， 儿子开始走向崩溃， 这段父子关系也开始失控和崩溃。 卡

斯特鲁奇试图通过戏剧来探究人类的根基， 以观众的震撼和反

思为目的， 指引观众对自身产生新的认知和理解。 这也是罗密

欧·卡斯特鲁奇的个人剧团拉斐尔剧团首次登陆中国。

拆除违法广告牌 恢复清爽天际线
国家会展中心周边702处问题

将确保9月底前完成整改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附近， 有一条从上海市区延伸而来

的地面交通主干道———沪青平公路。 随着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的临近， 这条窗口道路 “变装” 明显： 存量违法建筑减少

了， 乱张贴的户外小广告被铲除了， 路面整洁度提升了……变

化的背后， 是辖区城管的执法保障行动在发力， 使市容市貌呈

现飞跃式改善。

对待未经审批的户外广告， 就一个字———“拆”。 记者昨天

跟随闵行区新虹城管中队走进执法一线， 直击整治现场。 位于

沪青平公路 248 号、 空港六路路口的格林豪泰酒店， 大幅户外

广告设施未经相关部门审批， 盘踞楼顶。 城管队员闻讯后， 对

擅自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当事人进行约谈询问， 并在当天启动

拆除。 由于广告位于高处， 拆除工作既费时又费力， 城管队员

在现场拉起警戒线， 疏导周边行人， 进行全方位保障。 两台起

吊车相互配合， 终于还原了这里清爽的天际线。

近期， 城管队员在对虹桥交通枢纽主干道沿线违法户外广

告设施进行清理整治的过程中， 也有意外收获， 隐藏在楼顶广

告背后的安全隐患被逐一揪出来。 沪青平公路 655 号楼顶广告

的背后， 躲着一处占地 200 平方米的违法建筑， 系由彩钢板和

泡沫搭建而成的简易房， 被用作员工宿舍， 堆放着棉被等各色

杂物， 一旦电线短路， 后果不堪设想， 清除工作也在昨天同步

进行。

沪青平公路上的这两处整治点位， 只是这场专项整治战役

的一个缩影。 新虹城管中队牵头拆除各类违法违规户外设施

138 块， 其中大型户外广告设施 28 块、 电子显示 11 块、 店招

店牌 65 块； 拆除违法建筑 183 处、 面积达 86554.57 平方米。

以整个上海城管系统来说， 此次进口博览会辐射青浦、 闵

行、 嘉定、 长宁 4 个核心区 、 8 个街道共 86 平方公里范围 ，

在执法整治工作的推进下， 上海城管系统共排摸出 702 处城市

环境问题的整改任务清单， 包括店招店牌、 户外广告、 亭棚等

违法行为， 管理主体针对每个具体问题制定整治方法， 确保 9

月底前完成所有整改任务。 截至目前， 市区局共下发 115 处任

务清单， 均已全部处置完成。 全市城管执法系统将抽调来自执

法总队等的 220 名城管执法队员， 对核心保障区整治工作实施

增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