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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打造文化体验同城共享
《长三角地区美术馆发展框架协议》在沪签订

本报讯 （首席记者范昕）上海市美

术馆协会昨天正式成立， 长三角地区有

了首家省级美术馆行业组织。同时，苏浙

沪皖文旅主管部门签订 《长三角地区美

术馆发展框架协议》。

据悉， 协会将对标卓越全球城市的

国际化美术馆体系，在《长三角地区美术

馆发展框架协议》指引下，带领上海的美

术馆，加强与区域其他美术馆发展共商、

布局共进、自律共治、服务共享、事业共

兴， 共同开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局

面，促进实现文化体验“同城待遇”，争取

到2025年， 将长三角打造成全国美术馆

事业发展的先行示范区和核心承载区。

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

阵地， 近年来上海市美术馆事业蓬勃发

展。 据统计，截至2020年9月，上海市共有

各级各类美术馆89家，其中国有美术馆26

家，非国有美术馆63家。2019年，举办展览

960场，举办馆内外公共教育活动3828场，

累计接待观众841万人次， 较2018年增加

24%。 2018年6月，全国首部省级行业规范

性文件《上海市美术馆管理办法（试行）》

出台，为本市美术馆科学、规范发展指明

了方向。美术馆在本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增加了上海城市文化

的吸引力， 成为城市美术生态的重要一

环，为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提供了有

力支撑。 上海市美术馆协会的成立，将进

一步推动全市美术馆的专业化、科学化建

设，促进美术馆业务交流，提升美术馆公

共文化服务能级，提高全市美术馆的管理

与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新时代广大市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包括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刘海

粟美术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上海中

国画院、 上海油画雕塑院、 徐汇区艺术

馆、 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 上海明圆美术

馆、上海宝龙美术馆、上海美术学院美术馆、

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陆俨少艺术院、上海

虹桥当代艺术馆、 上海余德耀美术馆等

14家发起单位在内的56家美术馆成为上海

市美术馆协会首批会员。 刘海粟美术馆原

馆长朱刚当选为上海市美术馆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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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见人性、重细节，
《光荣与梦想》这样讲述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必然

全景式手笔展现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过程

通常四五十集体量的电视剧需要

多少场景？ 200 多。 但这部剧的场景

超过了 700 个 ， 且还是在初始方案

900 多个做减法后的结果。 许多场景

照着当年的模样进行了一比一复刻，

只为将观众带回历史的现场。

演绎一代伟人、 革命先辈， 有没

有表演的方法论？ 有。 至少这部剧对

所有相关演员的要求是 ： 伟人亦凡

人， 在神似基础上调用内心感悟， 为

特型表演注入生命力， 而非仅仅肢体

语言的模仿。

百年前， 首批中国共产党人担负

起救亡图存的重任。 中国人民耳熟能

详的故事还能怎样讲？ 重大革命历史

题材电视剧 《光荣与梦想》 正在尝试

一条路： 筑史诗、 见人性、 重细节。

导演刘江说： “这是剧作上的约

定。 在献礼建党百年的重要节点， 我

们带着敬畏心而来， 希望以共产党人

的伟大灵魂为戏的灵魂， 塑造一组群

像。 同时， 也希望在表演上寻找普通

人的逻辑， 让观众看见伟人凡人化的

一面， 如此， 更能以常人之心度量出

伟大之处， 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人为什

么能得民心、 得天下， 读懂历史选择

中国共产党的必然性。”

《光荣与梦想》 以发生在中国大

地上旧日换新天的历史为主线， 全景

式手笔展现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

人民 “站起来” 的过程。 该剧由上海

广播电视台、 北京完美影视传媒有限

责任公司、 上海尚世影业有限公司、

上海腾讯企鹅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等联合出品， 也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牵头的献礼建党 100 周年重点剧目。

“文约而事丰”，在宏
大叙事中建立个性表达

寒露刚过， 《光荣与梦想》 剧组

就在延川的窑洞住下了。 自今年 7 月

1 日开机， 该剧先在横店工作了 100

天， 拍摄进度推进四分之三。 在完成

延安时期的戏份后， 剧组还将转场北

京卧牛山影视城为抗美援朝的战争戏

取景 ， 11 月初去东北雪乡完成与杨

靖宇相关的戏份， 最后在湖南的杨开

慧故居为所有拍摄画上句号。

转场的动线里能窥见剧集涵盖的

部分事件。刘江透露，剧本的时间跨度主

要从 1919 年到 1954 年， 将从中共一大

开始，对彼时中国社会错综复杂、恢弘壮

阔的历史进程进行揭示和剖析， 着重展

现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为代表的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极其困难的条

件下建立红色政权， 率领人民军队进行

战略转移，英勇抗日，最后解放全中国、

团结带领人民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壮举。

为剧本执笔的是曾参与电影 《建党

伟业》 《建军大业》 创作的赵宁宇。 作

为影视界党史、 军史的编剧行家， 他将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归为历

史观的问题。 “建党、 北伐战争、 秋收

起义、 红军长征、 抗日战争、 新中国成

立……许多历史大事件其实由不同的影

视作品呈现过 ， 而用一部剧来铺开 30

多年的奋斗历程， 在一部剧中牵涉到的

历史人物达 400 多名， 这在国产剧中几

无先例。 因此， 我们怎样选取故事、 铺

展情节尤为重要， 考验创作者的历史观

和史学功底。”

由此， 《光荣与梦想》 的剧本定下

“文约而事丰” 的基调， 既要全景式观

照 30 多年间影响中国命运的重要事件，

也将笔触探入历史之根， 在宏大叙事中

建立个性表达； 同时， 对在已有作品中

多次表现的部分用简笔， 把相对充分的

笔墨留给鲜为人知、 值得开掘的 “事件

背后”。

刘江说： “我们不是做自然主义流

水账， 而是希望通过详略有序的镜头表

述 ， 揭示出历史进程的必然 。” 比如 ，

剧中将以重要篇幅呈现中共一大召开的

细节， 探究是 13 位什么样的年轻人在

中华大地写下了崭新大书； 比如五次反

“围剿”， 剧本的重心落在第五次， 因为

正是那一次导致了战略转移； 比如红军

长征途中， 惨烈的湘江之战是剧本 “详

笔”， 这一战既是红军战士英勇血战的

英雄篇章， 也是影响深远的关键转折；

而在浓墨重彩地反映遵义会议后， 四渡

赤水、 巧渡金沙江、 强渡大渡河、 飞夺

泸定桥直到会师等一系列从胜利走向胜

利的进程将会适当从略……紧扣历史逻

辑同时层次分明， 这样的剧本在主创看

来符合艺术的规律， 避免陷入 “重事件

而不重戏剧” 的创作误区。

锻造鲜活的“人”，打开
伟人与观众的共情空间

除了历史脉络， 《光荣与梦想》 的另

一个创作要点在乎 “人”。 “什么是中国

共产党人的灵魂， 这是我们想在剧中表现

的精神内核。” 刘江把剧中 “人” 的塑造

视作艺术真实的需求， “用艺术的规律来

展现艺术， 这是优秀作品的生命线。”

艺术真实落到拍摄中， 展现伟人的凡

人一面成为剧组共识。 上影演员剧团团长

佟瑞欣在剧中饰演中老年时期的毛泽东。

他说自己其实在等这样一个角色， 一方面

是使命感使然 ， “建党百年的重要节点 ，

能在一部有影响力的献礼作品中有所

付出， 这是演员工作的价值”； 另一

方面， 出于艺术创作的追求， “这次

角色比以往的更跨前一步， 不仅有抗

美援朝时期的， 还有晚年的戏份， 而

且更强调了平凡人的一面”。

佟瑞欣用两场戏来剖析创作时

“伟人亦凡人” 的理念。 一场是在横

店最后那天 ， 拍摄毛泽东为子 “求

情” 上战场一幕。 “说服彭德怀把毛

岸英带去抗美援朝的战场， 那一刻的

毛主席是领袖、 革命家， 然后才是父

亲。 另一场戏， 毛岸英牺牲的消息传

来， 他作为一名普通父亲的悲恸完全

是可以外露的。”

建立如是理念， 在刘江看来是为

观众打开了共情空间： “伟人首先得

是凡人， 只是他在重要的关头作出了

不平凡的选择。 只有让观众看见人之

常情， 才更能理解和感受到伟人在作

出非凡选择时克服了多少常人难以跨

越的情感困境， 从而真正明白伟人之

伟大。”

各类细节也在丰满 “人 ” 的形

象。 比如一把梳子在剧中有特殊的意

表， 将隐隐串起毛泽东从青年到晚年

与亲人间的眷恋。 又比如， 老艺术家

达式常为角色特别设计了一双布鞋。

达式常饰演张澜， 进组前， 他在读史

时留心到一双布鞋。 那是张澜之母在

他中秀才时亲手做的新鞋， 张澜一直

没舍得穿 ， 直到 1949 年开国大典 ，

这位年逾古稀的民主革命家才头一回

穿上珍藏了几十年的布鞋登天安门城

楼。 达式常本想史实再现， 可剧组决

定在新中国成立的关键画面中借用真

实的纪实镜头。 于是， 老艺术家转而

把这双布鞋糅进了毛泽东在双清别墅

会见民主人士的场景。 异曲同工， 彰

显了张澜、 李济深等民主人士对那次

会见的珍视。

《光荣与梦想》 中， 有战争戏、

情感戏， 有千钧一发、 绝处逢生， 也

有忠诚与背叛、 平凡与伟大……主创

们都有类似冀望 ： “我们想讲述的

是， 一路走来， 革命先辈是如何在民

族危难之际作出了不起的选择， 而历

史中那些高光时刻又闪现着中国共产

党人怎样的高贵品质。 最终用一个个

鲜活而饱满的 ‘人’ 去感染观众， 在

润物无声中让人看见———为什么中国

共产党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能干

成别人干不成的事。”

2020上海广播节：聚时代主题展声音魅力
本报讯 （记者王筱丽）聚焦音频行

业的最新成果及动态的 2020 上海广播

节昨天正式启动， 其间将举行中国声音

大会、第六届阿基米德新媒体高峰论坛、

2020 阿基米德声音盛典等活动 ， 诠释

“用耳倾听、用心倾诉”的理念。

第 15 届 “东方畅想” 广播创新大

赛颁奖盛典昨天率先登场， 大赛以 “走

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为主题， 共收到来

自全国各地 405 件创意作品， 紧扣主旋

律， 多形式、 多角度呈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伟大壮举， 展现人民群众共建美好

家园、 共享幸福生活的生动实践。 同样

于昨天举行的 2020 阿基米德声音盛典

关注新场景下的新声音内容跨界传播。

从近两万档广播节目中， 经过业界、 学

界 、 互联网专家导师的复评 ， 推出

2020 年度十大维度的 100 个优质节目

和主播， 分享音频行业的内容炼造和魅

力升级。

今年广播节期间， 广播与音频行业

年度盛会———中国声音大会将再度登陆

上海普陀。 覆盖全天的高峰论坛、 项目

启动仪式、 主题演讲将聚焦 5G 时代音

频全场景消费新生态， 展示音频对文旅

产业、 智能物联与车载、 直播领域的强

力赋能。 大会将以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

式， 探路音频行业的未来发展。

作为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六届

阿基米德新媒体高峰论坛以 “当媒体遭

遇疫情的角色定位” 为主题， 围绕如何

发挥 AI 智能语音技术优势， 嫁接各方

资源打造健康科普内容传播、 生产、 落

地机制展开讨论， 以期推动长三角区域

内媒体资源均衡化， 探索优质健康内容

向更大范围传播的路径。

文化

为了翻译好《战争与和平》，草婴曾制作559张人物卡片

今年恰逢列夫·托尔斯泰逝世11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精装纪念版草婴译作

今年是列夫·托尔斯泰逝世 110

周年， 这位有着世界影响力的俄罗斯

文豪生前就密切关注中国， 在托翁作

品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过程中， 著名

俄语翻译家草婴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

草婴先生逝世五周年之际， 人民文学

出版社推出精装纪念版 《战争与和

平》 《安娜·卡列尼娜》 《复活》， 引

发广泛关注。

花费 20 年独自译出 400 万字

《托尔斯泰小说全集》， 草婴力求将文

学泰斗笔下的苦难意识、 人道主义，

展现于广大读者眼前。 而他的中文译

笔是公认的干净、 简练、 不拖沓、 有

韵味， 翻译家高莽曾赞叹读草婴的译

文 “感觉就像在读托尔斯泰原著 ”。

著名作家冯骥才也由衷感慨： “他叫

我看到翻译事业这座大山令人敬仰的

高处。”

草婴从 15 岁开始跟随上海的俄

国侨民学习俄语， 后得到恩师姜椿芳

指引， 俄语水平迅速提高， 进入塔斯

社上海分社工作， 大量翻译实践为他

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基础 。 上世纪 50

年代， 他翻译的 《拖拉机站站长与总

农艺师》 出版后， 一时洛阳纸贵， 人

们争相传阅 。 1956 年 ， 当时的文坛

新秀王蒙在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中， 让他的男一号林震以 《拖拉机站

站长和总农艺师》 的女一号娜斯嘉为

偶像， 直接喊话： “按娜斯嘉的方式

生活！”

几十年来坚持 “艺术为人生” 的

信条， 草婴有意识地选择感情丰沛、

发人深省的作品作为翻译对象 。 从

1852 年发表处女作 《童年》 至离世，

托尔斯泰的创作生涯持续了 58 年 。

草婴从 1964 年出版译著 《高加索故

事》 至 1977 年出版 12 卷集托尔斯泰小

说， 将约三分之一的生命献给了托翁作

品的翻译事业。

但草婴不贪多， 不求快， 坚持每天

翻译千字， 以高质量的传神表达为本。

这种严谨的态度在业界有口皆碑。 一般

翻译一本书， 他得先把原作看过几遍甚

至十几遍， 弄懂弄清所有人物关系与情

节起源， 甚至做了一摞摞厚厚的卡片。

比如， 为了让自己完全沉浸在托翁

构筑的人物世界里， 草婴将 《战争与和

平》 出现的所有 559 位人物梳理制作成

559 张卡片 ， 将每个角色的姓名 、 身

份 、 性格特点写在上面 ， 他本人就像

导演一样 ， 今天谁出场 ， 要翻译哪一

段， 每个出场人物相互之间的关系都烂

熟于心 。 因为他期待用译笔传递经典

的深邃与美妙 ， 培养人和人之间美好

的感情。

前不久在 “最高书店” 朵云书院旗

舰店的上海之巅读书会上， 作家孙甘露

认为， 文学翻译确实很微妙， 他举了个

例子 ， 以前上海作家陈村写过一篇文

章， 比较过草婴和周扬的译本， 一个说

安娜 “孩子般地哭了 ” ， 一个说安娜

“天真地哭了”。 像安娜·卡列尼娜这样

的人， 她会天真地哭吗？ 还是 “孩子般

地哭” 更准确？ “我不是比较优劣， 毕

竟翻译这个事情见仁见智。 但这种差异

恰恰有助于帮助我们更准确、 更深入、

更丰富地理解作品。”

草婴生前就曾直言， 译者不是 “传

声筒”， 也不是 “翻译机器”， 文学翻译

更需要感情共鸣， 只有感情被打动了，

才能融入原著氛围中 。 喜欢艺术的草

婴， 生前常说艺术都是相通的。 他喜欢

古典音乐， 而且和托尔斯泰一样， 都

喜欢柴科夫斯基。 晚饭后他常常听听

唱片 ， 完成一段翻译后他会大声朗

读， 有时还请专业播音朗读， 以求译

文通顺、 节奏适合。 有专家谈到， 草

婴家里还有大小不等的人物或动物塑

像， 他翻译的人物形象立体可感， 仿

佛就在眼前， 或许也与他长期细致地

观察这些塑像有一定关系。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徐振亚、 巴金

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告诉记者， 同

样喜爱俄罗斯文学的文学巨匠巴金曾

在晚年多次表达对列夫·托尔斯泰其

人其书的欣赏； 一直十分关心和支持

草婴的翻译工作的巴金， 还曾把自己

的藏书借给草婴参考， 支持草婴在翻

译俄语原著的同时参考世界公认的优

秀英译本。

■本报首席记者 王 彦

《光荣与梦想》着重展现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建立红色政权，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站起来”的过程。 图为该剧海报。

茛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精

装纪念版《战争与和平》《安娜·

卡列尼娜》《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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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婴生前伏案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