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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彩第23138期公告
中奖号码：467275+7

一等奖 0 0元

二等奖 5 86326元

三等奖 38 3000元

四等奖 1523 500元

五等奖 26251 30元

六等奖 1280468 5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为：

284450375.19元

排列5第23321期公告
中奖号码：21113

每注奖金100000元

排列3第23321期公告
中奖号码：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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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彩公报

明天是施蛰存先生诞辰

118周年纪念日，历经数载

编辑整理的 《施蛰存译文全

集》 在沪完整面世，共五卷

17册近700万字，成为研究施

蛰存文学翻译理念的基础文

本，也是研究中国现代翻译

史、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参考。

为纪念施蛰存为上海文

化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融

汇中西 风范永存——《施蛰

存译文全集》 首发式暨施蛰

存先生学术成就研讨会”昨

天在上海社会科学馆召开。

与会专家学者探讨施蛰存在

外国文学翻译及古典文学研

究、新文学创作等领域所取

得的成就，追忆大师的人格

风范。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

施蛰存是绕不开的人物，他

不仅深耕文学创作，更有大

量翻译作品，涉及小说、诗

歌、散文、戏剧等，方面之

广是前所未有的。上海人民

出版社社长温泽远透露，由

于一些历史原因，施蛰存不

少译作在早年初版后未能重

版，有些散见于报刊的单篇

更是从未结集。2018年上海

人民出版社获得施蛰存家属

授权，启动 《施蛰存译文全

集》 出版项目，在海内外专

家学者共同努力下，首次对

施蛰存翻译成果进行全面汇

集整理，系统展示他历时半

个多世纪的翻译实绩。

《施蛰存译文全集 · 小说

卷》2021年率先推出，汇集

其自20世纪20年代起翻译发

表的域外小说近 60种，约

500万字。此后，诗歌卷、散

文评论卷、戏剧卷、史传卷

陆 续 出 齐 ， 收 入 《域 外 诗

抄》《外国文人日记抄》《今

日之艺术》《丈夫与情人》

《蓬皮杜传》《尼日尔史》 等

译作，施蛰存对各种文学体

裁的翻译得到完整展示。

“纵观译文全集，施先生

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

化新概念引入中国，这在当

年 文 坛 引 人 瞩 目 。 不 仅 如

此，他还把这些理论融合在

当年文化创作中，使读者读

到了弗洛伊德、意识流、潜意

识等，开启了别样的阅读语

境和阅读体验。”施蛰存长孙

施守珪谈到，全集戏剧卷中

的匈牙利剧作 《李利昂》 根

据施蛰存未刊手稿收录，有着极高出版价值。

作为中国现当代人文社科领域卓越大家、上海社

科大师，施蛰存是上海这片文化高地中具有标志性的

一座高峰。

“他在新文学创作、外国文学翻译、古典文学研

究、金石碑版研究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深刻影响了

海派文化积累与发展，更是中国现当代人文领域宝贵

财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介绍全集编辑整理

情况时透露，早在20世纪20年代，施蛰存踏上新文

学创作之路不久，就开始了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引介。

译作所涉国别之多、时间跨度之大、体裁之广，都超

出人们的想象。他先后翻译过奥地利、德、法、英、

意、西、美等国作家作品，时间跨度从文艺复兴时期

直至20世纪，体裁包括长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

戏剧、文艺评论、传记等。“这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

家中是极为少见的。”

“施先生身上有一种中国江南文化的风流和才情。

江南文化的优雅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开放性、世界性的

结合，在施蛰存身上表现得极其突出。”复旦大学中

文系教授骆玉明翻阅诗歌卷后感慨，“原作当然是外

国人写的，但汉语译文表达得那么迷人，你就发现施

老的文字真是漂亮。”

回望施蛰存的一生，他1905年生于杭州，1922年

考入杭州之江大学，次年转入革命气息浓厚的上海大

学，两年后转到大同大学，参加五卅运动。1926年转

入震旦大学法文班，加入共青团，与同学戴望舒、刘

呐鸥办刊物，开书店，参与冯雪峰和鲁迅拟定的苏联

文艺理论丛书译介；1932年起在上海主编大型文学月

刊《现代》并从事小说创作；1952年调任华东师范大

学中文系教授；1993年被授予“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

贡献奖”。

据悉，研讨会等活动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主办，上海人民出版社、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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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旸

胡歌和刘涛“最炸裂的6分32秒谈话”冲

上热搜，无关八卦，而是真真切切直击了属于

当代的议题——环保与每个“我”休戚相关。

引发网友围观的谈话发生在大型环保公

益纪实节目《一路前行》中。在可可西里，两

名演员讨论是否该把野外如厕用过的手纸带

走？胡歌认为有必要，刘涛觉得未免苛刻，双

方较真的态度和激烈的争执在社交平台引发

关注后，网友们也加入辩论场，话题阅读量近

1亿。其中一条高热的评论写道：“当这样的

辩题让我开始认真思考，对于环保理念的宣

传是有意义的。”不只是手纸之争，节目中还

出现了不少论题：无人区的影像记录该作怎

样的权衡？琳琅满目的超市货架在传递幸福

感之余是否还潜藏隐患？国家公园划定后，

当地原住民何去何从？凡此种种，都指向一

个关键主题——人与自然的距离。恰是从普

通人看得见、想得到的视角进入，这档由上海

广播电视台和哔哩哔哩联合出品的节目正在

探索生态文明建设题材创作的新模式。

从图书馆开始，镜头所及不
只是“美”

青海可可西里、内蒙古乌兰布和、海南

后海村……单是这些取景地已让网友早早点下

《一路前行》的收看预约键。播出三期以来，

弹幕上不时飘过的“山水如画”“截图收获壁

纸”也印证着镜头收录的自然之美。

但倘若只把节目当成山水美的巡礼，无

疑是偏颇的。就像胡歌、刘涛、陈龙作为节

目的发起人和环保行动者零片酬进组、素颜出

镜那样，他们拒绝摆拍，求“真”才是创作的

起点。

踏上正式的山水旅程前，三名演员参与了

两项重要准备工作。先是“生活垃圾观察”小

实验，他们需要对自己一周内产生的垃圾进行

观察和记录。

完成生活实验后，场景转换到上海图书馆

东馆。在那里，他们参与的与其说是一场专题

策划，不如看成是由海洋地质学家、中科院院

士汪品先领衔的创作座谈会。

连续三天，节目请来了生态环保领域的各

行业人士，围绕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多样性、

塑料污染等主题，用演讲分享的形式激活大

家对生态建设的认知。农场主理人马彦伟科

普，荒漠化问题正逐渐成为地球“癌症”；蓝

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秘书长蒲冰梅说，他们在

海南三亚救治过一头绿海龟，体内有三公斤

垃圾……

从身边的实验到深度的环保实践分享，节

目用一整期正片记录下《一路前行》的原点。

如胡歌在节目中反复引用英国生物学家珍 · 古

道尔的名言：“唯有了解才会有关心，唯有关

心 才 会 有 行 动 ， 唯 有 行 动 生 命 才 有 希

望。”——生态建设，是每个普通人可以从低

碳生活就开始的举手之劳。

重新理解人与自然的距离，思
考如何“共生”

《一路前行》的总导演是秦博，著名的纪

录片人，代表作有《人间世》《人生第一次》

等高分纪录片。在纪录片领域一直有个理念之

争：拍摄过程中，镜头内外应该保持怎样的关

系，拍摄的行为本身是否已对人物和事件的原

生态形成了“介入”。耐人寻味的是，介入或

不介入，也发生在《一路前行》记录的环保工

作中。

以胡歌和刘涛辩上热搜的那期节目为例，

起因是他们在可可西里的公路两旁捡垃圾，发

现大量随地丢弃的纸巾。其中，只有竹浆纸和

木浆纸能降解，其余大部分湿纸巾、干纸巾都

无法自然分解，还容易被动物误食  讨论

渐渐变成争辩。

实际上，他们从“到底进不进可可西

里”就出现了分歧。按原计划，三名演员将

会深入可可西里腹地看藏羚羊产仔。但启程

之前，他们作出了令人意外的决定——不去

了。不去看藏羚羊产仔，而是留在保护站捡

垃圾。

为此，他们和导演组、巡护队开了一场

会。导演组考虑到，嘉宾可以提供外来者的视

角，让观众随之感受到保护生态的意义。巡护

队的秋培扎西也认同，公众人物能吸引大众对

生态保护的关注度。而胡歌提出，既然可可西

里保护区不允许外人进入，公众人物更不能为

了真实体验，而做出不正确的示范。

最终，节目组达成了一个权衡方案，兵分

两路，嘉宾们在保护站进行日常工作，导演赖

瑗跟随秋培扎西等巡护人员前往一线，以最大

可能的“不介入”来获取影像。

不过，最新一期节目，观众却在三江源国

家公园看到了另一种景象。

节目刚走进青海玉树昂赛乡，山水自然保

护中心创始人、北京大学吕植教授就说了一句

意料外情理中的话，“我们最终是希望，这个

地方的保护由在地的牧民来做，我们只是提供

帮助”。区别于可可西里无人区“自然的归自

然，人类的归人类”，在昂赛乡，“人”也是属

于自然的。当地牧民世代在此生活，和雪豹、

岩羊那些野生动物或者一草一木相同，人亦是

天地生灵的一分子。正出于如是观点，山水自

然保护中心探索把修复、保护土地的自主权交

给世代与之相处的牧民，真正让“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

上海出品公益纪实节目探索生态文明建设题材创作新模式

《一路前行》，在热搜与争执中坚定向前

60多岁老人突发心梗，呈叹息样呼吸，

连续三次室颤，急救医护从死神手里抢回一

条生命；38岁产妇破水，孕晚期胎儿横位，救

护小组紧急出发，护送她安全入院……刚收

官的纪录片《中国救护》因其真实记录院前急

救现场成为热议话题，B站播放量超8300万

次，吸引20.8万网友在线追剧，豆瓣评分

8.9。每一集节目结尾处，满屏都是“谢谢你

们”的弹幕。

国产医疗纪录片近期再度迎来观看热

潮，2023年的新片《闪闪的儿科医生》仅B站

播放量就达2.2亿次，《急诊室故事》《人间世》

《生命时速 ·紧急救护120》等高口碑纪录片

被网友“一刷再刷”……医疗纪录片震撼人心

的力量从何而来？或许在这些关于医生的真

实故事里，我们能够找到答案。

真实影像、真诚叙事拥有直
抵人心的力量

“你好，120。”每天都有数十万人拨通这

个最常见的呼号，寻求医疗救助。从急救电

话被拨通的那一刻起，原本素不认识的医患

两端迅速建立起关乎生死的联结。《中国救

护》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天津、重庆、杭州，内容

涉及120调度中心、急救车厢、医院急诊部等

多个环节。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透过120

的车窗，看见真实的人间百态。”

一部好的纪录片，需要对生活细致的观

察与真实的记录。《中国救护》拍摄时间总计

超过11个月，跟拍120急救任务超600次。

《中国救护》总导演任茹表示，院前急救病人

以高危、突发意外等情况居多，人们会表现出

最不设防的反应。考虑到救护车内空间有

限，摄制组采用了内部蒙太奇的长镜头拍摄，

用现场分镜捕捉瞬息万变的急救场景，还在

医护人员胸前布置大量GoPro（高清运动相

机），尽最大可能保住真实感。

与此同时，医疗领域的特殊性则考验了

主创团队的学习能力。《闪闪的儿科医生》以深

圳市儿童医院急诊科和门诊为切入点，串联起

急诊内外科、胸心外科、重症监护、神经外科、

泌尿外科、骨科、内分泌科、血液肿瘤科等主要

科室。为了熟悉儿童医院，主创团队走进医院

的每一个科室，与医护人员一起诊疗，几个月

摸索下来，每个人都成了“准医生”。

记者发现，在《中国救护》《闪闪的儿科医

生》的叙事中，融入了医学常识、急救技巧，并

透过轻巧温暖的形式将知识点输出给观众。

有观众表示，平时看网剧一般会放到1.25倍

速，但医疗纪录片的某些片段要用0.8倍速来

看，“不仅于细微处感悟生命可贵与人间暖

意，还收获了实用的医学知识”。

求“真”但不卖惨，于困境中
见到光亮

《中国救护》从1620个小时的可用素材

中选取38个故事，《闪闪的儿科医生》积累了

约3800个大小病例，最终播出的案例只有40

多个。面对海量的素材，主创团队如何取舍？

任茹透露，《中国救护》摄制组根据病症

的罕见或严重程度、当事人及家属的性格特

点、社会议题的关切热点、急救过程的动人触

点等标准进行拍摄研判。后期制作团队选取

内容完整、主题明确的素材进入剪辑池，进行

二轮、三轮剪辑。剪辑后的案例被团队称为

“故事包”，主创将具有相关性的“故事包”勾

连归纳，构思单集主题。待确定“须臾人生”

“心安之所”“悲喜相通”“爱的回答”等关键词

后，再从不同维度进行拆解和升华，让每一集

40分钟的内容呈现变得更加充实有力。

于是，我们在《中国救护》里，看到了高浓

度的“遗憾”——95岁的爷爷上厕所时突然

失去意识，经急救后心率回到128，但抬担架

下楼途中情况又急转直下；30多岁的年轻父

亲生命骤停于深夜，等医生赶到时已无抢救

指征……“初看时，许多人可能会觉得憋屈难

受，但熬过去之后，就像活过了几辈子，真正

重要的感悟会浮现出来。”任茹认为，透过摄

像机，观众可以目击医患之间、亲友之间的相

处，也能在稍显冷酷的现实中，看到生命的韧

性、人性的温良。

纪录片求“真”但不卖惨、不制造焦虑，而要

传递温暖，让观众于困境中见到光亮。“观他人

之命运，思自我之人生，能够促进观者的反思

性，让我们实现更好的连接。”复旦大学教授张

志安认为，优秀的医疗纪录片可以让稀缺的死

亡教育和生命教育得到呈现。

“在直面家庭关系、医患关系的同时，《闪闪

的儿科医生》着重展现了对重症孩子进行关

爱。”在导演廖莎眼中，医者仁心值得钦佩，而患

儿幼小身躯里蕴藏的强大生命力量更让人动

容。节目聚焦儿童“罕见病”群体，他们被低于

万分之一的概率不幸“砸中”。“每一个‘生而不

同’的孩子，都值得被世界温柔相待，他们的人

生同样充满光芒。而医学的责任和魅力就是帮

助孩子们撕下‘不一样’的标签，感受在这个世

界上独特存在的意义，体会同样多彩的人生。”

廖莎说。

《中国救护》《闪闪的儿科医生》等在网络平台热播引发关注——

医疗纪录片震撼人心的力量从何而来

谈到新近出版的《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

国》，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形容这是对

他“别有意义的小册子”，“使我个人对沈从文

的研究更加完整”。这部新版《沈从文与二十

世纪中国》与先前出版的《沈从文九讲》《沈从

文的前半生》《沈从文的后半生》确定了张新

颖研究沈从文的基本格局。

自称为“日常的沈从文的读者”，张新颖

从旧版中编选的三篇论文与一组诗，精心增

补三篇新论述，并加入他同沈从文之子沈虎

雏交往通信的回忆文章，新书与“沈从文的后

半生”紧密联系在一起，重现一位发觉生命间

“柔情”与“热爱”的“少数人”。

对普通人所创造的历史的感受

张新颖在其对谈、演讲稿、成书中等多

次使用“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一题，因为他

持续地专注于：人与其身处的时代、社会发生

何种关系？他在研究中溯洄于时间的长河，打

捞特定的“沈从文时刻”，他相信，正是这一个

人与这些时刻，引起二十一世纪众多“我们”的

共鸣。

根据《湘行书简》，沈从文于1934年回乡途

中重渡湘西河，他在这条河上经历了一次“彻

悟”时刻。多年后，阅读这些尘封的书信带给张

新颖“一个特殊的时刻”，使他与沈从文建立起

了某种无法言说的关系，不断体会沈从文“对天

地、对天地之间的普通人、对普通人所创造的历

史的感受”。

1950年，沈从文在历经崩溃而逐步恢复

的阶段，彼时进入他视野的那只“豆彩碗”，

不再仅是用具，而是见证了无数生命的有情

物，因为这件小小的器物，沈从文在不确定的

时代中确立了余生的寄托。当张新颖读到沈从

文写于1950年8月8日的这段日记时，意识到

自己“遭遇了‘沈从文的诗的时刻’”。“有了

这样的想法，再看沈从文的很多文章，诗的意

境不断浮现，便‘剪辑’出几首他的诗歌。”

沈从文看到制器彩绘者将生命的柔情转化到

“小碗”中，张新颖从“豆彩碗”中汇集出

“沈从文时刻”，以诗的形式与力量，向读者转

达沈从文的生命体悟。

从文学转向文物，沈从文“把自己放进了悠

久历史和传统的连续性之中，进而暗中认领自

己的历史责任和文化使命”。张新颖描述沈从

文的杂文物研究为“先锋，打前站，开荒辟土”，

他既是“游离自在的生命存在”，与时代保持距

离，但通过微观而具体的生命经验的梳理，隐秘

地与时代发生着独特的关系。

他的“有情”，是对个体和时代
的关怀

张新颖把他与沈虎雏的书信往来收入专

著，扩展了沈从文研究的视野。

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沈虎雏以其“务求精

确、一丝不苟的性格”，持续整理父亲的作品，包

括整理出他在1949年后的17年中的零散断章，

集成《沈从文全集 ·补遗卷》。这样不遗余力的

家族接力以及亲人的深切感受，让人们向沈从

文的世界靠得更近。

沈虎雏将其认为补遗文稿中最重要的《一

点记录——给几个熟人》，交给张新颖作解读文

章。在这篇被家人认为是沈从文绝笔的文章

中，张新颖再次发现“沈从文时刻”——他在精

神错乱脆弱之时，“细而稳”的笔画仍蕴含深沉

的力量，这是沈从文在痛苦中追寻生命坐标的

写照。

张新颖在研究和写作中处理史料力求真

实，细节处跟沈虎雏及其家人反复确认。他说：

“我所能做的努力，只是尽力去接近传主。”他自

称为“日常的沈从文的读者”，力求在真实基础

上作出有情的表述。这跟1962年沈从文写给

张兆和的信遥相呼应：“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

别东西，即必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这

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

上的理解与认识。”

这样的“有情”，是对生命、个体、时代、历史

的有力关怀。无论是沈从文、沈虎雏还是张新

颖，他们都在践行着：“每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不

一样，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关系。”

《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新书出版

溯洄于时间长河，打捞“沈从文时刻”

■本报实习生 孙彦扬 记者 柳青

《施蛰存译文全集》共五卷17册近700万字，成为

研究施蛰存文学翻译理念的基础文本，也是研究中国现

代翻译史、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参考。 （出版方供图）

▲《中国救护》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天津、

重庆、杭州，内容涉及120调度中心、急救车

厢、医院急诊部等多个环节。图为该片剧照。

 在直面家庭关系、医患关系的同时，

《闪闪的儿科医生》着重展现了对重症孩子进

行关爱。图为该片剧照。

制图：冯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