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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许旸） 首届上

海文学艺术翻译奖评选昨天正式

启动 ， 由市委宣传部指导 ， 市文

联、 市作协、 上海翻译家协会联合

主办， 将对标国际最高水平， 打造

高规格 、 高品质 、 高影响力的文

学艺术翻译奖项 ， 计划每三年评

选一届。

首届评奖范围为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出版 、

演出、 播映的作品， 设文学翻译奖

和表演艺术翻译奖两个类别， 参评

作品申报截止时间为今年 8 月 31

日。 业内认为， 上海文学艺术翻译

奖的创办， 一方面将提升上海作为

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 “码头 ” 能

级， 推动上海国际文化翻译中心建

设， 让中国和世界优秀文艺作品更

多地来沪出版 、 展出 、 展演 、 展

映 ； 也将助推上海原创文艺作品

“源头” 建设， 进一步用好用足红

色文化 、 海派文化 、 江南文化资

源 ， 着力推出更多 “上海原创 ”，

推进新时代的上海文艺创作更好地

走向全国、 拥抱世界。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

翻译家袁筱一认为， 该奖项在设置

范围、 鼓励双向、 辐射力等多个层

面都有所突破和引领———这不仅仅

是文学翻译奖， 也奖掖舞台艺术和

影视艺术等其他艺术领域的翻译，

堪称国内国际的首创； 在解决中译

外、 外译中的比例失衡上， 奖项有

助于倡导平等双向的文化交流意

识； 这一上海市的地方奖项， 辐射

全国乃至全世界， 获奖者除了来自

上海， 也可能是国内其他省市， 而

中译外奖项的获奖者很可能是国外

人士， 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上海的

开放精神。

近代以来， 上海就是中外文艺

交流的 “大码头”， 在文学上更有

“外国文学翻译摇篮” 美誉， 傅雷、

戴望舒、 孙大雨、 草婴、 方平、 钱

春绮等名家在上海翻译出版了大批

经典作品。 上世纪 20 至 40 年代，

当时的文坛主将如鲁迅、 茅盾、 郑

振铎 、 巴金等都在文学创作的同

时 ， 大力译介外国文学作品 ； 戏

剧、 电影、 音乐、 绘画、 雕塑等艺

术领域同样人杰辈出、 作品丰富，

李叔同、 陈歌辛、 郑正秋、 徐悲鸿

等一边从事翻译， 引进大量世界优

秀文艺作品和理论著作， 一边开展

原创 ， 不少优秀作品被翻译到海

外， 传播广远， 成为中外文艺互相交流、 彼此推动的典型。 上

海文学艺术翻译奖的创设， 正是对这一文化底蕴和精神的具体

表现， 成为新时代上海文艺翻译事业继往开来的新平台、 再创

辉煌的新引擎。 此外， 对以打造亚洲演艺之都为目标的上海来

说， 设立这一奖项的引领意义也不言而喻。

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德文系教授魏育

青认为， 上海一直是外国文学艺术翻译的重镇， 该奖项有助于

传承和丰富傅雷、 草婴等译坛巨擘开创的光荣传统， 让全国、

全球的文艺精品更多地进入上海， 也使新时代的沪上文艺创作

更好地走向全国、 拥抱世界。

据悉，首届上海文学艺术翻译奖评选不接受个人申报，仅限

机构推荐，范围如下：文学类翻译作品的出版单位推荐本社出版

的作品； 表演艺术类翻译作品的演出、 制作单位推荐本单位演

出、制作的作品；其他相关部门或机构推荐的作品。 文学类翻译

作品以成书形式参评，必须为公开出版物并进入正规市场。书籍

以版权页标明的第一次出版时间为准， 表演艺术类翻译作品以

首次正式公开演出、播映为准，不接受重译作品参评。

（更多申报须知参见文汇 App 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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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绿书签行动”
系列宣传活动全面启动

本报讯 （首席记者黄启哲）2020 年上海“绿书签行动”系列

宣传活动于近日正式启动。 活动旨在倡导广大少年儿童养成文

明上网、绿色阅读好习惯，形成尊重知识产权的意识，自觉远离

有害信息、抵制盗版书籍，在全社会营造保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的良好文化环境。

今年，围绕“护助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抵制有害出版物和信

息”这一主题，上海市“扫黄打非”暨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将联合

社会多方力量，展开一系列丰富的活动，共同从网络、出版等多

方面着力，助力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盗版书是个拙劣的演员，它伪装得太表面，细细一看，就会

发现印刷不清、缺词少句、错误百出……”近日上线的“护苗·绿

书签行动” 公益宣传片特别以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动画形式宣

传净化网络环境、识别有害网络信息主题，提升少年儿童的识别

力和抵御力，倡导文明上网、绿色上网，抵制有害出版物和信息，

助力健康成长。 这部宣传片将在近期于上海公交、地铁、楼宇等

移动媒体以及机场、高铁场所滚动播出。 为配合活动开展，上海

还制作了“护苗 2020·绿书签行动”宣传海报和书签，在上海各

新华书店与知名实体书店、“网红”书店亮相。各区也同步组织了

各类活动，通过免费发放书签等多种形式宣传“绿书签”理念，着

力净化上海文化市场和网络环境， 重拳打击侵权盗版和有害出

版物及信息。

在线上，“护苗在行动”政务电台播报将继续推送。 2018 年，

市“扫黄打非”办已与喜马拉雅 FM 合作开办 “护苗在行动 ”账

号。 今年电台已从 4 月 28 日起上线，每周播出 2 次。 与此同时，

活动还将依托“上海扫黄打非”微信公众号内容，制作“护苗”专

辑，动态聚焦“绿书签行动”活动进展。 受疫情影响，相关公益讲

座也移师线上。 5 月 14 日起，主办方与上海教育出版社合作推

出 “阅读伴我成长———名师系列线上公益讲座”， 邀请张豪、王

林、 兰保民等知名语文特级教师线上办讲座， 激发学生走近经

典，涵养人文。 届时讲座将通过东方网、看看新闻网、澎湃新闻、

喜马拉雅、趣头条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在刚过去的 2020 年一季度，上海在查缴非法出版物方面已

取得一定进展。据统计，市区两级执法部门共查处收缴非法出版

物 19 万余件，其中侵权盗版出版物 3000 多件，淫秽色情出版物

400 多件； 处置网络有害信息 1.3 万余条， 取缔关闭非法网站

403 个，查办扫黄打非案件 72 起，刑事案件 21 起，刑事处罚 35

人。 一批有影响力的典型案件被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列为重

点案件在全国通报。 其中包括某公司擅自出版销售《弟子规》等

培训教材和某公司擅自出版含有低俗内容的网络游戏等案件。

据悉，今年下半年，上海还将开展非法出版音像制品的集中

销毁活动，重点对 2019 年四季度以来全市执法部门收缴的各类

盗版、非法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或盗版计算机软件进行现场集

中销毁，开展使用正版、保护知识产权普及宣传教育。

文化

从上海出发，这部国漫“给世界好看”
被海外网友集体催更，第一部与网飞签约的中国原创动漫今天全球上新

它是第一部签约 Netflix Original（网飞

原创）的中国动画剧集。时隔四个月，它的标

签可以再添一枚———第一部与网飞原创续

约的中国动画剧集。

“伍六七”，一个孵化自上海的中国动画

IP，正渐渐打开全球化的局面。

5月7日，由啊哈娱乐（上海）有限公司出

品的《伍六七之最强发型师》在网飞上线。此

前，该系列第一季曾于今年1月10日经同一

平台与全球用户见面。 海外社交媒体上记

录下了这部中国动画的外国“自来水”。 “一

天之内追完了第一季全集 ”“幽默且有深

度”“我看过的最好的中国动画之一”“迫不

及待想看第二季、第三季”……类似评价比

比皆是。

如今第二季上新，网飞方面沿用了强大

的配音阵容为它制作英语、日语、法语、西班

牙语四个配音版本，29种不同语言字幕的版

本，向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同步放送。

网飞，全球最大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流媒

体平台之一，其对上线作品有着一以贯之的

高标准。 近年来，国产动画在全球的能见度

始终处于上升期， 但能签约并续约网飞、更

让平台投入强势制作力量的，“伍六七”是第

一个。

能走通“从零到一”，《伍六七》系列及其

背后的啊哈娱乐，做对了什么？

超越 “语言梗 ”，完成情
感、审美、语境的跨文化兼容

只要翻翻“伍六七”背后的国际声音，便

不难体会网飞力推这部中国动画的决心。美

国脱口秀节目的资深记者、日本超人气漫画

改编电影的声优、法国著名喜剧演员、网飞

常驻节目大咖，分别为英、日、法、西班牙四

语种的主人公献声。而查阅其他配音演员的

履历表，合作过的亦不乏《疯狂动物城》《寻

梦环游记》《致命女人》《火影忍者》等世界知

名IP，以及木村拓哉这样的“全球通”明星。

如果说《伍六七》第一季在网飞上线不

失为一次试水，那么今天的上新，则是加强

版认可。

该动画制片人、啊哈娱乐首席执行官邹

沙沙表示，发行到海外，关键要完成情感、审

美、语境的跨文化兼容。 换言之，在“给世界

好看”之前，先得“让世界看懂”。 在她看来，

“伍六七” 这个具有鲜明中国文化元素的角

色，是在世界通行题材与符合国际化审美形

象的双重加持下，取得了跨文化的通行证。

对照邹沙沙所言复盘来时路。该剧第一

季原名《刺客伍六七》，主人公“伍六七”曾是

玄武国暗影刺客“柒”，不想，失去记忆后流

落小鸡岛。 鸡大保找上门，忽悠他只要完成

任务就有办法寻回记忆，从此，以发型师示

人的“刺客伍六七”开始接单。网友跟着这个

头上总竖着三撮毛的主角，穿行于具有岭南

特色的建筑、遇见形形色色的人物、见识中

国功夫的丰富元素；也在充满广式风味的台

词和剧情里，收获快乐。

新奇、搞笑、无厘头固然是《伍六七》予

人的初印象，可在故事一次次反转后，人们

发现事情并不简单。 剥开戏谑外衣，“伍六

七”每次无功而返的本质，是以爱的本能对

抗仇恨与偏见。当每个岛民从不与外人道的

难题中被治愈，人性的共情为全球受众提供

了情感链接。 行至第二季《伍六七之最强发

型师》，故事进一步往深处走去，也透出更宏

大的版图。

事实上，这一IP“走出去”早在两年前就

有迹可查。 2018年，《伍六七》第一季作为唯

一的国产作品，入围有着“动画界奥斯卡”之

称的法国昂西动画节主竞赛单元。带着作品

去动画节，邹沙沙注意到，在多国作品连映

中，《伍六七》那场的观众反响尤为热烈，“我

们播出的无字幕版本也能引起外国观众的

大笑”。“爱与包容”的精神内核、精准传递剧

情的画面、在欧美系与日系之外独辟蹊径的

中国画风———这些超越了“语言梗”的要素，

真正助力“伍六七”被各国网友接纳。

“出海 ”的第一步 ，也是
打造全球化中国IP的开端

曾有人问邹沙沙，能顺利“出海”，因为这

部作品是目标明确的“国际定制”吗？ 并不。

邹沙沙坦言，虽然她从很早就捕捉到了

这一IP拥有面对全球市场的潜力，但对导演

何小疯， 她并未第一时间吐露国际化的决

心。 “延迟告知”的背后，藏着一位动画制作

人的初心和专业。 “为了呵护创作者的独立

思考，也考虑到《伍六七》的主要市场首先是

中国。 ”邹沙沙说，至于被网飞相中，完全是

在保证优质内容输出后的水到渠成。

如是理念显然通过了实践认证。尊重并

保护原创，让何小疯在天马行空的同时得以

保留强烈的个人风格。 于是，网友看见了一

个与众不同的故事、一系列具有强烈记忆点

的动画形象。

数据证明，这个融合了喜剧、动作、剧情

等多类型的动画剧集，赢得了大量中国动画

迷的偏爱。 2018年上线的第一季，在B站和

腾讯视频分别获得2.4亿次和3.6亿次播放

量；第二季自去年秋天更新，半年内也已在

双平台拿下2.1亿次和5亿次播放量，口碑更

是以B站9.8分、 豆瓣8.9分稳居国产动画榜

高位。

更值得注意的是，扎实的内容为IP开发

做厚了基础。在QQ音乐上，单价15元的伍六

七原声大碟已售出9.7万余张；在游戏界，目

前为止“伍六七”已在五款游戏中现身；漫画

《伍六七：黑白双龙》于去年底上线，其内容

与动画版并不重合；而《伍六七》大电影已进

入了筹备期；与万代南梦宫合作打造的系列

手办也在酝酿中。 不止于文娱产业，“伍六

七”还跨界，和周黑鸭、京东、苏宁、361°等多

个品牌推出联名款、线下主题店等。

不断推动IP出圈、“出海”， 聚拢各圈层

势能，啊哈娱乐瞄准的是未来。“我们是朝着

二三十年甚至更远去打造这个IP的。 ”邹沙

沙希望，“它可以不仅仅局限于二次元，成为

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代表中国的全民IP。 ”

现在看来，网飞上新，《伍六七》已迈出

了打造全球化中国IP的第一步———打通海

外发行之路。“我对中国动画行业很有信心，

我们的80后、90后导演非常国际化， 连粉丝

都很有才华。 有些人说寒冬来了，但我想借

此激励大家，中国动画有无限的机会，只要

把内容做好。 ”

老狼携手一众民谣音乐人隔空合唱 《恋曲 80》。 图为视频截图。

《伍六七之最

强发型师 》 剧照 。

（出品方供图）

■本报首席记者 王 彦

用音乐抚慰人心，

更凿开壁垒望向产业美好未来

《相信未来》在线义演引爆话题，《全球音乐报告》释放产业向好信号

国内流行音乐界， 已经许久没有如此

的大动静。 4 日起连播两晚的 《相信未来》

在线义演引爆了话题。 让人们感动的不仅

是国内 300 多位音乐人的温暖接力， 更是

几大在线音乐平台在此次义演中放下商业

竞争， 只为好音乐打造一个纯粹舞台。

同一天 ， 国际唱片业协会 （IFPI） 也

发布 《2019 全球音乐报告》， 称中国以预

计 6.16 亿美元录制音乐收入， 继续占据全

球第七位。 特别指出， 中国录制音乐年收

入增幅已达 16%， 是目前第六位韩国的近

两倍 。 有分析认为 ， 以两国预计 0.26 亿

美元的差额来看 ， 中国有望在今年升至

第六位 。 在国内疫情得到逐步控制的当

下， 这一报告无疑传递出产业向好的积极

信号。

重新唤醒公众对优质原
创音乐作品的关注

一段时期以来， 国内音乐人许久没有

得到过如此 “聚焦”。 首场 《相信未来》 义

演当晚， 几乎每一位歌手演唱结束， 微博

和朋友圈就会引发一阵讨论。 久未露面的

王菲搭档常石磊， 在钢琴伴奏中演唱歌曲

《人间》， 寄予 “战胜疫情需要我们有始有

终 ， 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 ” 的美好期盼 ；

大鹏带着乔杉 、 古力娜扎等人重现电影

《缝纫机乐队》 的 《都选 C》， 玩了一把冲

破大小屏的 “跨界”； 林俊杰敢于让观众戴

起耳机， 挑战唱片级演唱……首场演出中，

几乎每隔几分钟就有一个热搜。 这与过去

一段时间里， 华语音乐原创湮没在娱乐信

息中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

从网络歌曲 《野狼 Disco》 引发主流专

业歌手的竞相翻唱， 到各大平台音乐热榜

上常年被短视频 “神曲” 霸榜， 再到一首

《惊雷》 引发喊麦究竟是不是歌曲的质疑争

议……人们发现 ， 围绕主流华语流行乐

的网络生存空间正持续受到娱乐话题的

挤压 。 尽管周杰伦 、 李荣浩 、 汪峰等专

业歌手创作人不时有新作问世 ， 然而讨

论度远不及网络神曲 ， 论及销量更无法

与拥有大批粉丝 ， 仅凭一首单曲就动辄

创造销售额千万级甚至破亿元的流量歌

手相比。

因而 ， 这次义演带来的 ， 不只是战

“疫” 力量， 更是一次对华语流行音乐的高

光聚焦 。 无论是疫情期最新创作的 《Stay

with you （与你们在一起 ）》， 还是岁月金

曲 《红日》 《人间》 《恋曲 80》， 经由专

业歌手声线演绎， 哪怕只是钢琴伴奏， 依

旧有着直击灵魂的穿透力。 义演中有的歌

手还特别架起专业录音设备， 邀请乐手合

作， 甚至走进录影棚精心编排， 让观众感

慨专业音乐会的视听体验比网络直播间来

得好得多。

关注原创音乐人的生存空间， 也是高

晓松谈及发起义演的初衷之一 。 他说 ：

“大家努力用歌声鼓励在复工复产路上艰难

前行的人们， 同时也用实际行动帮助音乐

圈复工。 尤其是在线下演出依然没有恢复

的情况下， 帮助那些主要依靠演出收入的

音乐人。” 不少歌手也在直播中呼吁观众支

持正版音乐， 希望重新唤起人们对专业演

绎和优质原创作品的关注。

打破竞争壁垒， 在义演
中寻求未来可能的合作模式

而这场义演， 还有一个细节传递着产

业的积极信号。 那就是微博、 网易云音乐、

大麦网、 虾米音乐、 腾讯音乐娱乐五个平

台一同出现在了发起方一栏。 业内人士感

慨， 此次义演， 值得点赞的不只是音乐人

不计报酬的全情参与， 更有平台方难得地

摒弃一切商业元素， 不做中插广告， 不因

竞争而进行排他限制的一次努力。 经历漫

长的版权拉锯战， 不少产业观察者借此看

到了平台方携手合作的可能。

近两年，中国用户版权意识和付费意愿

逐步增强，据 IFPI 数据显示，中国录制音乐

收入已有 93%来自流媒体。 向好的大趋势

下，始终有一个“顽疾”并未得到解决，那就

是版权壁垒。 各家音乐平台版权的激烈争

夺，使得用户为了喜欢的音乐不得不在各个

平台切换听歌的问题没有得到缓解。如果说

最初不同唱片公司、不同歌手版权分别被不

同平台买走还可以理解，那么同一张专辑也

有可能无法在一个平台听全，显然已经超出

用户消费的合理范畴，让用户感到听歌已经

变成“身心俱疲”的负担。

这一次义演合作中， 主办方在初期就

达成共识， 一方面参演艺人不计报酬， 同

时也对平台方作出约束， 在播出过程中不

进行任何广告植入， 也不在视频回放中将

歌曲作为单独音频进行商业孵化， 还有最

重要的一点是， 绝不排斥有竞争背景的平

台。 有资深音乐人感慨， 正是各大平台完

全放弃商业利益考量， “为了更高的理性

走到一起”， 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集中这

么多力量做成了这件事。

不管从线上接力演出的规模效果，还是

从平台破天荒的合作上看， 义演都将成为

2020 年华语流行音乐的一次标志性事件 。

在回味音乐之余， 希望平台能够同样反思，

是否多些合作思维， 进一步凿开版权壁垒，

共同望向中国原创音乐的美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