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许旸

■本报记者 汪荔诚

ｗww．whb．ｃｎ

２０20 年 3 月 17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杨 燕 9

这群可爱的民警，代言上海的城市温度
网络评分9.1，让“隔离英语怎么说”成热搜，纪录片《大城无小事———派出所的故事2019》叫好又叫座

近期荧屏爆款不断，论收视、口碑与

社会效应皆过硬的“三好作品”，东方卫

视全景式警务纪录片 《大城无小事———

派出所的故事 2019》尤其亮眼。 这部去

年底开播的跨年之作收获 9.1 的网络超

高评分，收视超过卫视周末大型综艺，不

少案例细节屡屡登上网络热搜。 在众志

成城全民抗疫的日子， 节目组又推出三

期特别节目《抗疫实录》，直击上海庞大

精密的疫情防控工作体系， 聚焦基层民

警迎难而上默默奉献的感人身影。

正是新闻的真实性、现场感，以及故

事的趣味性有机结合，“派出所的故事”

勾勒出一系列鲜活温情的民警形象，展

现出上海的城市温度， 走出一条全景式

警务纪录片的创新探索之路， 也打造出

一个极具价值的国产纪录片 IP。

13 亿播放量背后是
1∶632 的惊人成片比

在上海市公安局宣传处影视科的支

持下 ，《大城无小事———派出所的故事

2019》以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案例，展现出

公安民警绣花般的细心和耐心、卓越心，

也彰显了上海的社会变迁和法制精神，

以及城市的温度。作为爆款纪录片《巡逻

现场实录 2018》的后续之作，《派出所的

故事 2019》延续了前作的基层视角以及

极具人情味的呈现风格，自开播以来，连

续九期蝉联同时段专题收视第一， 全网

短视频播放量达到 13.2 亿；其“特别篇”

《抗疫实录》 更是排名卫视周间节目第

一，收视赶超一线卫视周末热播综艺。

收视、 口碑升级的背后是创作理念

的新突破。在最新一季的作品中，主创团

队将镜头对准了派出所窗口接待、 执法

办案、社区警务、巡逻等各个职能环节，

力求全景式、 无死角展现民警的工作日

常。 为了更好地捕捉日常故事， 摄制组

“随警作战”， 昼夜蹲守了 36 个派出所，

实现上海 16 个区全覆盖；蹲点式跟拍带

回了海量素材， 成片的最终片比达到了

惊人的 1∶632。

在拍摄过程中， 节目组更是深入一

线抗疫现场：一是进入上海的门户，包括

车站、高铁和道口；二是社区疫情的联防

联控，比如排摸返沪人员、小区进出登记

等；三是聚焦公安对犯罪分子的打击，比

如偷盗口罩、制售伪劣防疫物品、利用网

络电信诈骗来骗取钱财等； 四是对疾控

的流行病学调查，包括隔离点的工作、确

诊病人的路径调查。

责任感与温情善良让
他们“圈粉”无数人

有网友评论， 在纪录片中感受到一

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来自上海这

座国际大都市庞大精密的安全网络，更

来自基层民警的责任担当。 伴随着节目

的热播，一个个鲜活的民警形象，一桩桩

生动的执法故事，屡屡成为网络话题。

在《抗疫实录》第三期中，外国留学

生返沪登记却语言不通， 这可难坏了负

责登记的上海老爷叔。 好在民警马晓亮

和周世奇挺身而出， 前来充当 “临时翻

译”，两人掏出手机一边查字典，一边用

“中式英语”对话德国女孩。 这段视频一

上线，播放量就快速达到 2000 万，不少

网友善意调侃“像极了说英文的我”；“隔

离英语怎么说” 更是一度因为该视频登

上热搜话题榜。

类似展现民警血肉真情的人性化细

节在节目中俯仰皆拾：“护送” 黑天鹅回

家、怒斥口罩骗子“不要脸”、乔装快递小

哥抓捕吸毒人员、 将警服穿在心里的便

衣民警……在一个个不同的出警“小事”

中， 民警们身上的温度与警徽上的光芒

交相呼应，既描绘了平凡英雄的群像，又

串联出了民生百态和上海的法治与平

安， 为营造和谐的警民关系搭建了一座

“心连心”的桥梁。

节目主创透露， 不少节目中的民警

不仅上了热搜， 还拥有了自己的微博超

话，将观众“圈粉”的正是民警们在工作

中的极强责任感， 以及他们制服下的温

情善良。

公版书密集重复出版，说明了什么
《在路上》多个译本扎堆上市，约17%公版书常年霸榜引发热议

最近，又有一本《在路上 》刷屏了———美国

“垮掉的一代” 作家杰克·凯鲁亚克 1969 年去

世，50 年后其作品进入公共版权范畴。短短两个

月，十余个译本密集出炉，几乎涉足外国文学的

出版品牌都加入“抢夺香饽饽”赛道，目测今年

内还有一波版本“在路上”。

因其没有版权成本， 热门公版书几乎难逃

“你出、我出、大家出”的怪圈。 除了凯鲁亚克，美

国小说家约翰·肯尼迪·图尔、 英国科幻作家约

翰·温德姆、波兰小说家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

德国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等作家学者2020年

也进入公版领域。 有电商平台数据显示，其销量

前五十的图书中，公版书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从

2016年的9%上升至2019年的17%。 国内傅雷著

作、国外《月亮与六便士》等版本五花八门，最热

门的《小王子》在市面上甚至有近80个版本。

数位资深图书编辑直言，因没有版权成本，

公版书成了香饽饽，这可以理解，但一些不良出

版商在图书内容和形式上过于粗制滥造。 公版

书绝非拿来别人的本子照着印就行， 也不是找

批人攒一个译本、校注本就可以，如果还抱着简

单的“拿来主义”“炒冷饭”等惰性思维，很难在

日趋饱和的公版书市场中“冲出重围”。

仅靠“拿来主义”，做不好公版书

1957 年出版的《在路上》使凯鲁亚克声名大

噪，即兴式散文笔法是他的标志风格。 这部洋溢

着叛逆不羁叙事风格的畅销书被一代年轻嬉皮

士奉为“精神伴侣”。 首度进入国内公众视野的

译本是 1990 年的漓江出版社译本， 此后 2003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签下凯鲁亚克系列作品简体

中文版版权，由翻译家王永年操刀《在路上》原

始版本。

仔细比较眼下新出的几部 《在路上 》 译

本， 无论是图书封面、 腰封标语， 还是周边衍

生， 都各具视觉标识， “冒险” “闯荡” “抵

抗平庸 ” “一代经典 ” 是高频营销词汇 。 其

中， 湖南文艺大鱼文库推出的是陈杰教授全新

译本， 博集天卷则宣称台湾何颖怡的译本 “完

美呈现原著的独特韵律之美”， 99 读书人选择

了更原始、 更生猛的无删节原稿版……这也从

一个侧面体现了各家出版机构铆足劲头， 尽可

能提升自家版本的辨识度。

“当下愈发激烈的公版书市场竞争，实际上

有助于激发传统出版从业人员的职业潜力。 随

着读者审美能力提高， 优胜劣汰将促进公版书

市场良性发展。 简单‘拿来主义’远远不够，还要

有精品意识。 缺乏工匠精神， 不可能做好公版

书。 ”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郑重认为，公版书是

人类文明精华的积淀，有着广泛的读者需求，而

白热化竞争是推动出版策划创意能力的重要

“练兵场”。 公版经典不是简单的“肥肉”，低成本

不足以成为制胜关键，出版社若不心存敬畏，慎

重对待，便很难赢得读者青睐。

要像打造原创新书一样打造公版书， 甚至

要付出更多的财力人力， 提升 “附加值”。 以

毛姆的经典小说 《月亮与六便士》 为例， 市场

上各种译本令人眼花缭乱， 但浙江文艺社和大

星文化在策划时， 在版式上保证阅读舒适性、

装帧偏向年轻化 ， 不光是根据英国 Vintage

Books 出版社 1999 年英文定版进行翻译， 尽可

能确保译本的经典性； 还在开篇配上高更作品

插图， 整体设计凸显 “月亮与六便士” 元素，

传递 “现实与梦想” 的距离感。 换句话说， 高

附加值不仅来自于文本质量， 也少不了营销设

计等商业包装开发。

公版不等于“低端”，二度开发
考验出版能力

从 “公版书 ” 到 “看家书 ” ， 如何改变

“公版就意味着低端” 的刻板认识、 让公版书

出得有尊严？

“公版内容像如同巨大的知识海洋，集合人

类这么多年智慧不断再版。 如何利用并创新叠

加是关键。 ”资深出版人董佳佳认为，越是免费

的内容更要强调后期“烹制”和二度开发，无论

是考虑到蓝海领域，翻版一些小众公版作品，还

是不断提升长销作品的图书品相， 在索引、编

排、校订、设计都应精心讲究，追求卓越版本。

公版书的开发上，打法有所不同———比如，

有的出版社以多套系为主， 旨在形成一定的品

种规模优势；而有的则擅长拿单品“做文章”，强

调产品升级， 且在营销推广方面创新玩法。 毕

竟，经典阅读的市场需求是需要培育引领的，好

的出版人绝不能跟风追随市场， 而是要引领和

创造市场。

以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西奥多·

阿多诺为例，这位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学术地

位显赫，曾提出著名的“文化工业”理论，今年进

入公版书领域。 眼下，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阿

多诺选集” 系列丛书，《道德哲学的问题》《否定

的辩证法》 已出版，《最低限度的道德》《黑格尔

三论》《认识论元批判》预计年内陆续面世。 不同

于以往市场上以单行本为主，年代较为久远，这

套文集更侧重梳理呈现一代学者的学术全貌，

邀请国内研究阿多诺的知名学者谢地坤、张峰、

谢永康、王柯平等教授进行翻译，在原先译本的

基础上重新进行校订， 并在编排上新增译者序

和译者后记， 对每本书的主旨脉络思想有着细

致阐释与分析，起到了导读作用。

“公版书的本质在于共享和普及，在于版本

的多样，但也应与时俱进，源源不断生发出更多

知识内涵和全新阅读体验。 ”资深出版人贺圣遂

提醒，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对公版作品有序开发

与“深加工”，让各版本充分接受检验，有助于真

正繁荣图书市场，而要从众多版本中脱颖而出，

差异化策略必不可少。

文化

■本报记者 张祯希

同心有“心”，煮下有“火”，蟹上有“钳”
———汉字创意设计成为流行

汉字设计最近因为东京奥运会图

标的设计师成为热议的话题。 广村正

彰和井口皓太两位日本设计师的汉字

设计作品， 通过加入卡通元素和互联

网动画，创造出了汉字的“新体验”。 事

实上， 我国的汉字设计早已融入生活

之中，比如北京奥运会的“京”字，上海

世博会的 “世 ”字 ，这样的美术造型汉

字不仅能快速吸引观众的视线， 而且

具有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审美趣味 ，

可谓雅俗共赏。 而随着汉字应用范围

的不断扩大， 汉字设计也开始了跨文

化的传播。

那么， 汉字的构造到底有什么有

趣的方面？ 如何更好地运用到设计和

生活之中？ 汉字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

学中文系终身教授臧克和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 ：“只有真正进入汉字的原型 ，

才能了解它的构造意图，要设计好，必

然要了解汉字背后的历史。 ”华东师范

大学设计学院副院长陈金明表示：“要

深入解读汉字背后的历史文化和汉字

所存在的时代的背景与科技， 思考汉

字信息和每个关联者之间的关系。 ”

甲骨文创意作品 “同心”

“协力”真的很给力

最近一组甲骨文“合文”设计刷进

不少人的朋友圈，“同心” 两个甲骨文

文字，就用 “同 ”字与两个并排的 “心 ”

字组成合文，寓意同心同德渡难关。 同

样，“协力”二字里一共有四个“力”字，

组成合文象征来自四面八方的努力与

支援。

“汉字记载着生活的智慧和生活

的方式。 ”臧克和表示，汉字给思考提

供了宝库， 可以化为设计学、 空间关

系、认知上的图像。 他认为，汉字作为

一种载体， 承载着文化信息和生活气

象， 可以从不同认知的视角去记录这

个世界。 比如去年 9 月在法国巴黎举

行的中国文字丝路行《汉字》国际巡展

上， 展出了中国设计师设计的多幅汉

字作品 ，其中有一幅名为 《七十华诞 》

的作品， 使用了 “华” 字的繁体字版

“華”， 作品在这个字的结构上进行拆

解，让中间部分的左右由 “七 ”和 “十 ”

这两个字构成，寓意“70”。

之所以汉字成为设计师喜爱的元

素， 正是与汉字本身承载的文化含义

有关， 一个字往往就蕴藏了深刻的意

义。 因此，对字义词义的理解，成为汉

字设计的基础。 比如，去年 10 月在希

腊雅典举行的 “设计中国·魅力汉字”

展览上 ，展出了以 “雅典 ”为主题的风

格迥异的各类造型设计， 其中一幅是

将 “雅 ”和 “典 ”的造型融入到中国画

中，用水墨的意境来勾勒这两个字。 传

统文化元素的巧妙融合， 让汉字本身

的文化含义得到进一步的凸显。

动起来、 图案化的汉字
设计，让汉字美术成为流行

同样广泛使用汉字的日本， 其很

多艺术设计品和汉字都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

比如奥运会图标设计者广村正彰

设计的 “食遊館 ”，就将表示中国饮食

元素的食材、 餐具和烹饪方法的汉字

做了一定形式的变形：比如“梨”字，就

将右上部的利刀旁换成了一个梨的形

象，“蟹 ”字将 “解 ”的右边换成了蟹钳

的形象 ；将 “桌 ”的木字换成了一张桌

子的形象 ，将 “煮 ”的四点底换成了火

的形象……如此一来这样的“菜单”不

仅能够快速传递信息， 而且还能带来

审美的趣味。

井口皓太的汉字动画作品则通过

动态表现出汉字的纵深感， 比如 “将

来”两个字就被设计师抽象为圆锥、球

体和直棒的组合， 而且两个字共享这

些几何元素， 通过这些元素空间位置

的变化，将来不断变化。 同样，还有竹

林动画，看上去就像龙门架的“林”字，

走进了看才发现是远近不同的“木”字

构成的， 文字动画被赋予了独木难成

林的寓意。

不难发现， 当下成功的汉字美术

设计， 还是与新的传播媒介结合的产

物， 这样才能在传递信息的基础上形

成审美趣味。 “设计师要在约定俗成的

字体结构上， 根据特定主题和应用场

景进行艺术表现。 ”陈金明认为，类似

“食遊館” 和竹林动图等汉字设计，和

主题时空背景相结合， 并且通过无限

循环播放创造出了新的创意空间 ，而

这些变化最终的指向是一致的，“字体

必须和当下的生活融为一体”。

艺术设计者在未来应思
考如何将汉字运用到设计之中

有意思的是， 汉字设计除了在亚

洲走红外， 也是欧美许多美术作品中

的“常驻”元素。 最直观的就是在许多

海外影视作品中， 未来世界最快传递

意思的两种符号往往集中在条形码和

方块汉字上。 而某款设计软件的字体

快捷键，也被设计成汉字“字”。

汉字设计在未来应该怎样发展 ？

臧克和表示，首先要理解汉字的本意，

“各类汉字结构是一种认知原型。 只有

真正进入汉字的原型， 才能了解到它

的构造意图，不能望文生义。 汉字整体

表达的理念和意图， 可以在认知渠道

上进入原型的核心， 再去还原汉字背

后的历史。 包括建筑史、书写史、艺术

史、传媒史等多方面。 ”

“在保持字体约定俗成的可读性

基础上， 大力提倡如何去找到与众不

同的字体的形态。 如何去运用字体原

有的点、横、竖结构的元素去达到一种

新的形式语言的表达。 ”陈金明表示，

字体有生命力，每个笔画都可以生长。

要保持字体的活力， 就要探索它存在

不同时空中的新可能。 让字体既可以

传承历史文脉， 又可以与当下和未来

的应用场景的不断改变而改变。

学者提醒， 对汉字字体设计者来

说， 既要研究汉字这个符号背后深层

次体系，以及最基本的理论架构，思考

这些汉字与每个人、 每个应用场景关

联者的联系。 “使用在时尚杂志上的汉

字字体和使用在广场电子屏上的是完

全不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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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黄启哲 ）谁也没想到 ，

文艺人 “复工” 面对的

首个项目便是考试。 上

海歌剧院特别将过往年

中举办的年度业务考核

提前至三月开始。 疫情

影响下， 沪上文艺人纷

纷开启居家 “云练功 ”

模式， 将拍摄抖音小视

频视作 “打卡 ”。 那么

两个月过去了， 练功成

效如何？ 特别提前三个

月的考核见真章。

“今年我们的考核

提高了难度 ”， 上海歌

剧院院长、著名指挥家、

钢琴家许忠一上来就给

考核“定了调”———不仅

不会因为疫情影响而放

松标准， 反而针对歌剧

院下设几个团分别进行

考核内容改革。 这样做

并非 “不近人情 ”。 近

些年上海歌剧院频频与

海外一流艺术家、 指挥

合作， 并参与迪拜歌剧

院等海外一流平台的演

出季中， 取得的进步被

合作方和观众看在眼

里。 因而通过考核， 也

是刺激艺术家对标世界

一流、 国内顶尖 “够一

够 ” “跳一跳 ”， 为剧

院长远目标打下更坚实

基础。

据介绍， 此次各团

考核侧重点各有不同 。

合唱团考核扩大了规定

曲目的曲目库， 各声部

都增加了难度较高的外

国歌剧咏叹调和中国艺

术歌曲。 乐理考核也从

原有的一项增至基础乐

理、 听写旋律和模打节

奏三项， 狠抓演员的基

本功。 而交响乐团的考

核则去掉了过往相对简

单的必考曲目 。 相应

地 ， 演奏员的自选曲

目增至两首 ， 以此考

察演奏员的专业性和

演奏时的灵活性 。 原

定即将上演的贝多芬

作品被划归为规定曲

目 ， 以此 “敲打 ” 演奏

员勤加练习。 舞剧团的考核则要求演员们能够

发散思维自编或者自学新的舞蹈， 为提高节目

储备量做准备。

除了侧重基本功、 编导等 “硬技术”， 考

验表达能力和艺术创新能力的视频展示也成为

歌剧团艺术家的 “必考题”。 歌剧院希望以此

鼓励站在舞台最前端、 面向观众的歌剧演员，

意识到作为传播者 、 推广者的职责 。 对于歌

剧这样一门西洋艺术 ， 其在中国的艺术教育

普及任重道远 。 此次疫情期间 ， 上海歌剧院

策划 “陪你艺起宅 ” 视频栏目 ， 就激发了艺

术家的创造力 。 借由考核推动 ， 或将成为艺

术家与观众联络情感 、 传递艺术正能量的重

要平台。

面对复工新挑战， 乐团演奏员在上周率先

上阵 。 尽管嘴上直呼 “难度和重新考团差不

多”， 却提早半个多月展开每天超过六小时的

练习。 操持竖琴等大型乐器的乐手缺少在家练

习的条件， 开始了从家到排练厅两点一线的生

活。 正是这份疫情期的毫不放松， 让评审十分

满意。 作为歌剧院此次特邀的考核评委， 中国

交响乐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苏州交响乐团团长

陈光宪感慨： “他们每年都在进步！” 据了解

本周将进行合唱团的考核， 整个剧院的考核将

持续三至四周。

民警充当“临时翻译”，用“中式英语”对话德国女孩。 这段视频让“隔离英语怎么说”成为热搜。 （节目组供图）

最近两

个月， 令人

眼花缭乱的

各路 《在路

上》 译本密

集面世。（均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