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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速览

近日，好莱坞热门电影《冰雪奇缘》的
主题曲《Let it go》引发全球翻唱热潮，随
即有人发布了全国各地26种方言的翻唱
版本，立即引发“点赞”热潮。不少人表
示，听到自己家乡话的瞬间，有种“泪奔”
的冲动。

在正在举行的两会上，有政协委员
表示，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家庭、学校教
育的缺失，近年中国许多方言正在大面
积加速衰落，而相应保护措施尚未跟上，
形势严峻。

近年围绕保护方言的讨论，其实折射
出的是加速发展的社会带来的现实谜题，
是现代化、城镇化带来的传统社会转型过
程中必然遭遇的一个现象。

听点儿家乡话，打点儿“乡愁”的烙
印，未必是坏事。方言所承载的，不仅是
其通行区域人们千百年来积累的生活经
验、市井人情、丰富的俚语，很多形象化的
语言表达更是体现了其特殊魅力。可以
说，每种方言都承载着一个地域的“文化
密码”，一句俏皮话、一个形象的表达，都

会让人会心一笑，心头暖暖。
不少方言更承载着各种各样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例如地方戏、地方曲艺，多为
方言演唱。随着方言逐渐在年青一代中
式微，如今的地方语言类“非遗”项目普遍
面临后继乏人、缺少观众的困境。

目前，不少地方已经在自主探索一些
颇有特色的保护举措，试点“方言进校园”

“方言报站”“地方台方言类节目”等。同
时，我们对方言的传承、保护、认识水平也
在逐步提升，例如一些地方政府主导成立

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将方言也视为
“文化生态圈”中不可忽视的一环，纳入保
护范围。

当然，语言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
还应该以尊重人民群众自身选择为原
则。也许，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们
越来越意识到方言的独特魅力，若干年
后，我们的子孙还可以继续演绎26个方
言版本的歌曲，还能用方言传承并述说祖
国每个地方独有的文化韵味。

（据新华社福州3月8日电）

不妨让“地方话”传承点乡音 日前，在鲁迅纪念馆举办的“黄金沙龙”上，导演许鞍
华对话作家王安忆、马家辉，共同探讨在许鞍华即将上映
的新片《黄金时代》中，民国女作家萧红的爱情故事。

《黄金时代》剧本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的编
剧李樯耗时3年半创作，讲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
女作家萧红短暂却轰轰烈烈的一生。萧红原名张乃
莹，经鲁迅引荐进入文坛，成为“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作
家，著有《呼兰河传》《生死场》等文学作品。她历经磨
难，在 31 岁时因病去世，其坎坷的情感经历为人唏
嘘。该片由汤唯、冯绍峰领衔主演。

许鞍华坦言，她非常欣赏萧红的才华和性格魅
力。电影通过多线索的镜头语言，交叉呈现萧红的文
学创作历程以及她与萧军、端木蕻良、鲁迅等人的交往
经历。 （据《文汇报》）

许鞍华新片《黄金时代》
再现萧红爱情故事

短跑离世界水准越来越近，跳远首次收获世锦赛奖牌

刘翔之后

日前，中国田径名将从在波兰进行的
世界室内锦标赛上传来捷报：李金哲在男
子跳远决赛中以8.23米摘银，苏炳添在
男子60米短跑决赛中以6秒52取得
第四名。这是中国选手头一遭在跳
远和短跑这样的世界田径“高大
上”项目中冲入决赛甚至登上
领奖台。苏炳添等中国选手
在短跑项目上的异军突
起，也在刘翔之后，让
大家对中国田径项
目多了一份期
待。

多年以来，中国田径军团在室内田径赛上并
非劲旅。受场地限制，室内田径赛没有竞走、马
拉松和铁饼、标枪、链球等中国田径传统的优势
项目。

但在日前于波兰进行的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
上，男子短跑60米决赛，来自广东的苏炳添在成为第
一个杀入世界大赛短跑决赛圈的中国选手后，又以6
秒52勇夺第四名，创中国室内田径世锦赛短跑项目
历史最好成绩，并打破全国纪录。他的成绩与第三名
选手只有千分之一秒的差距。

放眼整个亚洲，苏炳添这个成绩也是非常难
能可贵的。本次世锦赛虽然还有一名卡塔尔选手
费米与苏炳添并肩站在了决赛场上，但在室内田

径世锦赛此前 30 多年
的历史里，只有 3 名亚洲
选 手 闯 进 过 男 子 60 米 决
赛。另外，苏炳添个人第八
次在正式比赛中跑进 6 秒 60，
也成为亚洲进入 6 秒 60 大关次数
最多的选手。

北京小伙儿李金哲给国人带来更
大的惊喜。在男子跳远比赛中，李金哲早
早以8.23米的成绩确立领先地位。直到最
后一跳，巴西名将达·席尔瓦跳出8.28米绝地
逆转，让李金哲屈居亚军。不过，这也是中国选
手在该项目上首次收获世界锦标赛的奖牌。

世界田径“高大上”项目决赛首现中国人

苏炳添和李金哲的爆发绝非偶然。苏炳添的
教练、前短跑名将袁国强，一直努力突出个子矮小
的苏炳添的其他天赋；而李金哲的外教亨廷顿，也
一直致力于用提升技术的方式，挖掘这个北京小伙
儿的潜力。

与世界顶级选手1.85米的平均身高相比，苏炳
添的身高只有1.71米，步长非常吃亏。但在袁国强
看来，苏炳添爆发力突出、步频快，在技术上有自己
鲜明的特点。“不能说身高就是劣势，中国人的体质
决定了这一点，我们只能让技术更合理。”袁国强
说，苏炳添在本次世锦赛短跑项目中获第四名，不
仅对他本人，更对中国短跑意义重大，因为与他身
材和特点相似的中国选手很多，他的成功打开了中
国选手通往世界级舞台的梦想之门。

李金哲同样是通过改进技术动作实现突破
的。据科研教练苑廷刚透露，李金哲在这个冬训中
改进技术，重点就是增加起跳高度。“中国运动员起
跳时的水平速度还可以，但是垂直速度不够，同国
外运动员相比有差距。”现在李金哲在起跳高度、增
加垂直速度方面，已属世界顶尖水平。

坚持自身特点才有出路

去年，张培萌差一步就站上田径世锦赛百米
决赛的舞台，已经足够让国人振奋。9日，苏炳添
决战室内 60 米决赛，也差一步就站上领奖台。
离世界最高水准越来越近，也是中国男子短跑项
目不断给国人带来的惊喜。

从张培萌到苏炳添，中国田径在不经意间再
次被人关注。相比刘翔当年的强项110米栏，田
径比赛中的短跑竞赛更加受人关注。所以，尽管
张培萌和苏炳添与世界最高水平还有差距，但只
要他们往前迈一小步，就是中国田径的一大步。

曾经，中国田径看刘翔，但刘翔终将退役，当

人们再次提到中国田径的时候，总得有拿得出手
的项目，所以，男子短跑项目上的突破再次把大
家的视线拉了回来。

近期在欧洲的成绩，让中国选手在大赛舞
台上不再怯场。接下来中国选手的想法仍是多
打国际级比赛，为 2015 年北京田径世锦赛积累
本钱。根据计划，张培萌、苏炳添、李金哲等国
家队选手在结束室内田径世锦赛后，还将参加
多站国际田联钻石联赛。此外，几人还将参加
在欧洲和美国的多站赛事，比赛密度最高将达
到每周一赛。 （据人民网）

中国田径有了新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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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全英羽毛球公开赛9日结束，中国队赢得
女单和女双两项冠军，但在最引人注目的男单决赛中，
卫冕冠军谌龙输给了马来西亚名将李宗伟。

女单决赛在中国的两位前冠军之间进行。最终，
2011年的冠军王适娴以2119、2118战胜2012年的
冠军李雪芮，第二次赢得全英赛女单冠军。

同样在中国选手之间进行的女双决赛，于洋/王晓
理以219、2114轻取队友马晋/唐渊婷，第三次赢得
全英赛女双冠军。

自从伦敦奥运会半决赛输给对手后，谌龙已经连续
4次击败李宗伟。谌龙此次在决赛中以02不敌李宗伟，
未能实现对马来西亚“一哥”的超级赛决赛五连胜。

混双决赛是去年比赛的重演，印尼组合艾哈迈德/
纳西尔以 2113、2117 再次击败中国的张楠/赵芸
蕾，连续第三年赢得冠军。

（据新华社伯明翰3月9日电）

2014年全英羽毛球公开赛结束

中国队问鼎女单女双
男单谌龙不敌李宗伟

“清华简《算表》学术研讨会”10日在清华大学举
行。来自中、美、日的4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究者从
不同角度证实清华简《算表》系中国最早实用算具。

在研讨会上，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
所教授冯立昇表示，将清华简《算表》与出土文献中的

“九九”表以及《孙子算经》、敦煌算经中的算表联系、分
析、比较后发现，《算表》是一般“九九”表的扩展与延
伸，大大扩展了“九九”表的运算功能。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邹大海指出，
清华简《算表》是一个比一般“九九”表更大、结构严整的
算表，可称为大“九九”，而原来的“九九”表可称为小“九
九”。大“九九”的发现，证实小“九九”确实早已有之。

清华简是指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自2008年7
月入藏并开始保护整理，内容多为经、史类典籍，约
2500枚。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科研人
员的努力下，自2010年年底开始，清华简整理报告每
年出版一册。2014年1月出版的第四辑报告将《算表》
列入其中，有关专家认为，它是迄今为止最早的中国数
学文献实物。 （据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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