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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孙彦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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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彩第24131期公告
中奖号码：522993+12

一等奖 0 0元

二等奖 8 856234元

三等奖 27 3000元

四等奖 1340 500元

五等奖 22535 30元

六等奖 748406 5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305368818.56元

排列5第24306期公告
中奖号码：50881

每注奖金100000元

排列3第24306期公告
中奖号码：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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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呼吸，保持镇静，扔掉救生衣，一

跃而入，欣赏这部杰作——它不仅是亚洲

的，更是世界的。”美国汉学家葛锐在其出

版的 《〈红楼梦〉 阅读指南》 中如是向读

者推荐这部中国文学名著。根据该指南评

估，《红楼梦》是世界第七大畅销书，销售

量超过一亿册。

“开谈不说 《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

然。”自1791年刊刻至今，《红楼梦》不仅

是一代代国人心中的经典，也在持续“出

海”，不断走向世界更深处。今年，俄罗斯

ACT出版社重新出版两卷本 《红楼梦》 俄

译本，德国翻译家弗朗茨 · 库恩的《红楼

梦》德文节译本历经90余年仍在不断重印

再版，受当地读者的青睐程度可以媲美歌德

的作品。

目光移到线上，《红楼梦》不止一种样

态。红楼人物像总是能在海外社媒上吸引各

国爱好者，面对戴敦邦的人物插画，法国人

评论袭人“非常漂亮”，俄罗斯人留言“十

分动人”。更有英语世界读者因为 《红楼

梦》中一句赋“其素若何，春梅绽雪”搭配

上一幅现代时尚照片，感叹“这让我在疲惫

的一天后重回好心情”。

首届 《红楼梦》 多语种译介与海外传

播国际学术研讨会近日在上海举行，来自

世界各地的80余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分享

心得体会，探讨 《红楼梦》海外传播的机遇

与挑战。

不断更新世界环游图

《红楼梦》的风靡，译介在其中扮演重要

角色，正如博尔赫斯曾言：“我当然知道我永

远也搞不懂中文，但是我要不断地阅读翻译作

品。我读过《红楼梦》，读的是英文和德文两

种译本，但是我知道还有一种更加完备、也许

是最忠实于原文的法文译本。我可以告诉你，

《红楼梦》这部书就像它的书名一样好。”

红楼故事通过语言抵达海外，不断更新

着世界环游图。“《红楼梦》从中国的多民族

语言到世界多语种，以北京为中心辐射至全

世界。”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曹立波说。

《红楼梦》最早被西方人识别，是英国传教士

马礼逊于1812年在致英信函上译下第四回片

段，《红楼梦》 又在其1816年出版的汉语学

习教材中被提及。很快，英国人德庇时、德

国人郭实腊等传教士开始了译介，俄罗斯人

柯万科将《红楼梦》译文带回了本国。19世

纪30年代开始，这部小说逐步被译介到亚、

欧、美各洲，成为声名远扬的经典。上海外

国语大学教授唐均在研究中整理出一组数

据：目前，《红楼梦》 在34种语言中出现了

155个不同篇幅的译本。其中，全译本 36

个，涉及18种语言。

《红楼梦》 是块“大部头”，尤其在当

下，阅读欣赏体验更为多元，有人情愿看

“高光剪辑”，有人愿意一回不落地细细品

味，因此，从“节译本”到“全译本”，本是

译介能力不断递进的历史进程，现在有了更

丰富的考量。在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

师刘名扬看来，俄罗斯汉学家孟列夫的观点

非常重要，若是将小说变为“译者认为读者

最感兴趣的片段”，这种节译可能会忽略小说

本身的美学意义。但在德国汉学家顾彬看

来，在译文准确优美的前提下，节译本的便

携性也不容忽视，“书应该轻巧，能够放在口

袋里面，或者放进包里，这样无论去什么地

方，我都可以随时看书”。

《红楼梦》的译介，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见

证。韩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崔溶澈认为，从《红

楼梦》的传播史和翻译史角度看，“乐善斋”

本《红楼梦》是世界上第一部全译钞本。而在

二十世纪初，韩国两位汉学家先后用12年将

译作发表在报刊上，《红楼梦》的译作也由此

见证了韩文的变化发展。

花式解锁“出海”方式

除去译本，《红楼梦》曾被写进海外汉语

教材，或者被写成阅读指南，其在汉学研究中

的重要性更是不必多言。“一本写于18世纪的

故事，‘今天’依然非常真实、引人入胜。”葛

锐在《〈红楼梦〉阅读指南》中如是说。河

南大学教授刘泽权认为：“阅读指南的出版，

不仅可视为具有通识教育性质的、引领普通

读者阅读 《红楼梦》 的宝典，而且标志着

《红楼梦》传播推广取得了新进展、迈上了新

台阶。”

日韩欧美是汉学“熟人圈”，但是其他国

家地区对 《红楼梦》 及中国文化的兴趣也日

渐增长。“《红楼梦》是世界文学中独特的存

在，它篇幅长，语言复杂，翻译耗时长。而

它有三个英译本，却没有土耳其语译本，我

一定要将它翻译完。”今年是吉来翻译《红楼

梦》的第七年，这位土耳其安卡拉哈兹巴伊拉

姆大学的教授翻译了20本中国经典，其译作

《孙子兵法》以破50万册的成绩长居土耳其畅

销榜，至今已再版至少26次。介绍中国文

化，沟通中土情谊，吉来正在培养更多汉学研

究者，“我们大学东方语系的中文系已经开始

招生，每年有30个学生，希望他们作出更多

贡献”。

多位汉学家都发出这样的感慨：研究《红

楼梦》需要好几年，甚至一辈子都不够。但是

《红楼梦》凭其更轻巧丰富、符合当代审美的

形态，在让更多人看到。2016年9月，英文版

歌剧《红楼梦》在美国旧金山歌剧院首演，这

也成为中国古典小说以英文歌剧的形式在西方

主流国家歌剧舞台上演的首例，艺术评论纷

至。而近日，上话版话剧 《红楼梦》 迎来第

50个全本、第100场演出。“希望观众放下对

于《红楼梦》固有的想象，进入舞台世界里，

忘掉我们所设置的‘形’而去获‘意’，同我

们在剧场空间里完成对话，就像在剧中我们创

造出‘白’的世界，五彩斑斓的‘白’也是有

意义的。”编剧喻荣军说，“剧场外的世界如此

纷繁复杂，而剧场是一个可以静下心来体悟人

生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在今天排演《红楼梦》

的意义所在。”

在全球  种语言中出现了   个不同篇幅的译本——

“出海”又“出彩”，《红楼梦》如何做到

芭蕾舞剧 《驯悍记》
在让-克里斯托弗 · 马约编
舞的作品里，是很特殊的
一部。

上海观众在这周看到
了蒙特卡洛芭蕾舞团演绎
的“现代悍妇”，但有必要
了解到，这个作品最初是
马约受邀给莫斯科大剧院
芭 蕾 舞 团 编 排 的 。2014

年，马约在出任蒙特卡洛
芭蕾舞团艺术总监 21年
后 ， 第 一 次 给 “ 别 家 舞
团”做编舞，就拿下了俄
罗斯舞台艺术领域的最高
奖“金面具”奖。相较于
他在蒙特卡洛芭蕾舞团的
代表作，《驯悍记》被公认
是更突出舞者能力而非编
舞风格的作品。马约从舞
者们的个性出发，在莎剧
的框架里创造了能充分爆
发舞者优势的单人舞、大
双人舞和群舞，他说过：
没 有 那 群 优 秀 活 跃 的 舞
者，就没有这部作品。
《驯悍记》“回归”蒙特

卡洛芭蕾舞团，舞者的能力
不同，表演气质不同，但使
人印象深刻的仍是舞蹈的
活力。以《鸳鸯茶》为主题，
马约把肖斯塔科维奇的轻
快小曲凑成拼盘，处处烘托
着舞蹈的活泼和活力。布
景是极简的，类似几何模型
的长柱、摆件和两道弧形阶
梯把舞台灵活地分成不同
表演空间。服装也是极简
的，男舞者的西装和女舞者
的黑白衣裙都强调线条清
晰，不带赘余装饰。舞美和
造型的“清减”，让观众的注

意力集中在舞者的身体和舞蹈本身。在这摩登的场面
里，莎士比亚“落伍”的大男子主义被改造了吗？很难
说。“悍妇”凯特琳和“蛮夫”皮特鲁的个性确实被舞蹈
放大了，甚至，源自莎士比亚的喜剧调性也被强化了。

一代编舞大师约翰 · 克兰科编过一版 《驯悍
记》，被视为戏剧芭蕾的里程碑。马约年轻时在克兰
科版《驯悍记》里跑过龙套，当时他就被原作“夫为
妻纲”的观念所冒犯，对克兰科的编舞思路也心存疑
虑。莎士比亚原著《驯悍记》有陈旧的底色，它是那
个年代的市民喜剧，它不够“正确”，可是人们有寻
乐子的渴望，这是剧场对啼笑姻缘开的玩笑。《驯悍
记》的欢乐来自对世俗透彻的认知，克兰科的芭蕾不
改变《驯悍记》的内核，他用极具观赏性的古典芭蕾
技巧放大了阿尔卑斯山区市井生活的风俗人情，戏剧
芭蕾成为活人演示的风俗画。

马约的时装《驯悍记》看起来把时间拨到当下，
但他不可能釜底抽薪地改写这个故事。他强调凯特琳
和皮特鲁双双具有异常强硬的个性，以至于他们棋逢
对手，但在凯特琳和皮特鲁的双人舞段落，他没有改
变女主角在亲密关系中被压制的地位。舞蹈淡化了戏
剧中的世情因素，把男女之间的互相吸引以及相处张
力归为更纯粹的感官的驱动，这反而放大了女性陷入
亲密关系时，她的身体是被追逐、被狩猎的。

莎士比亚在“不正确”的戏剧里，写出了活泼的
情感，写出了充满活力的人间。那么面对蒙特卡洛芭
蕾舞团的《驯悍记》，重点也不必纠结马约是否实现
对莎士比亚的现代化改造，而是，他用舞蹈转译了莎
翁喜剧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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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起手机，人人都是摄影师”的当下，摄

影还能成为一门艺术吗？通常被认为以快照式

记录为主的摄影，凭什么进入美术馆？最近几

年，摄影艺术展在上海非但没有式微，反而成

为艺术展览版图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甚至

涌现出以摄影作为重要门类之一的专门艺术

机构，如Fotografiska影像艺术中心。新近亮相

的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中心五年展陈合作项

目年度特展“另辟前卫：摄影1970—2000”，不

仅首次在中国大规模呈现蓬皮杜中心摄影

类馆藏，更回应了前述很多人的一连串疑问。

展览集结逾30位先锋派艺术家的近200

件开创性作品，可谓一本群星闪耀的摄影教

科书。包括“现代工业摄影先驱”贝歇夫妇、

“现代摄影先驱”曼 ·雷、“概念艺术教父”约

翰 ·巴尔代萨里、“自拍女王”辛迪 ·舍曼、“现

代生活的绘画者”杰夫 ·沃尔、“建筑与空间的

意象主义者”坎迪达 ·霍费尔、“当代摄影第一

人”安德烈 ·古斯基、首位以摄影斩获“透纳

奖”的沃尔夫冈 ·提尔曼斯等名家作品，都出

现在展览中。众多作品铺展开摄影成为一门

独立艺术的历史，其聚焦的时间段，正是摄影

跃升为当代艺术主流媒介的“黄金三十年”。

展览的十个章节，既隐含时间线索，也以摄影

连接绘画、行为艺术、影像、雕塑、装置等媒

介，更打开摄影走向具有艺术表现力的图像

表达的多种可能。

且看正对展厅入口处的杰夫 ·沃尔名作

《为女性而作的图像》，一件宽2.2米、高1.6

米、摄于1979年的作品，使用了灯箱元素。画

面有着戏剧式布景，在其中可以看到所有构

成作品的元素，包括摄影师、模特和相机——艺

术家仿佛通过相机直视观众，暗示相机不仅是

记录工具，更是叙述和构建图像的核心。

在对摄影工具进行质疑、测试媒材极限的

同时，一批艺术家同样实现着对摄影的艺术化

探索，挑战了将摄影图像视作对世界即时而真

实的描绘的认知。他们并不追求技术上的完美

图像，而从选择胶片、镜头、快门速度、光圈到在

暗室中的显影等步骤，为实验和偶然性留下发

挥空间。现身展览的蒂姆 ·乌尔里希《风景的启

示》，运用的就是类似手法，作品中的“风景”是

艺术家用胶片废弃部分创造出的。而这种对废

弃物的再创作，也展示了艺术家如何通过摄影

的诗意，赋予普通物件新的视觉和情感价值。

20世纪80年代起，诞生了一批乍看是纪实

图像、实际上经过了精心设计的摄影作品。这些

置景摄影作品与绘画类似，基于戏剧性概念，制

造出一种真实场景的错觉。此次展出的托马斯 ·

迪曼德《看台》即为典型的例子。乍一看，作品拍

摄的不过是寻常的体育场看台，事实上，这竟是

艺术家根据纪实照片使用彩纸和硬纸板一丝不

苟重塑的场景。迪曼德的很多作品运用的都是

这样一种创作手法，通过极度逼真的制作，实现

一种“错视”效果，以此强调图像的构造性和纸

张的物理特性。这样的作品被认为是摄影在艺

术领域中取得成功的写照。

展览对摄影艺术的探讨一直延续至当下。

随着数字技术高速发展，传播无孔不入，摄影艺

术的表现方式无疑拥有了更多可能。例如，在沃

尔夫冈 · 提尔曼斯2020年的作品《吕讷堡（自

我）》中，只见艺术家的手机被放置在桌上，手机

右上方显示出视频通话窗口，艺术家由此融合数

字和传统世界，试图让人们同时看到无限的虚拟

空间和真实的物质世界。徐文恺的作品则结合了

NFT，由于作品图像已被加密锁定，用作压缩文

件图标的艺术家自拍成了该作品唯一的视觉呈

现，艺术家想探讨当代图像生产的可访问性，以

及数字领域图像格式的短暂性和多样性。

由此可见，摄影通向艺术之路何其多样，重

要的或许不是技术，不是拍摄本身，而更多的是

其承载的观念。

蓬皮杜中心摄影类馆藏首次在中国大规模呈现，以作品回应疑问：

当下，摄影还能成为一门艺术吗
■本报记者 范昕

随着越来越多中国故事亮相“全球书

架”，如何扩大中文版图书的海外传播力，提

高不同语种转码的有效性，成为业界关注的一

大焦点。“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2024年度

入选书目昨天发布，《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

济发展》英语版、《信使之函——孙甘露短篇

小说选》俄语版、《敦煌遇见卢浮宫：何以为

美》法语版、《构式语法研究（上卷）：理论思

索》韩语版四种图书入选。此批涉及四个语

种，其中三种已在海外市场出版发行，一种已

完成翻译，近期将正式出版。

从内容题材来看，其中有体现当代中国

经济发展成就、帮助海外读者“读懂中国”的

作品，也有在对比中充分展现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魅力的图书；有风格鲜明、雅俗共赏的文

学经典，也有研精阐微、体现中国视角的学术

专著。它们共同的特点是翻译质量精良，外文

版在目标市场读者的接受程度较高，外方出

版社的推广能力和影响力较强。

与其他“走出去”类扶持项目不同，“上海

翻译出版促进计划”更侧重译者的身份和文

化背景，要求在外籍人士或长期居住在国外

的人士中遴选译者。以《置身事内：中国政府

与经济发展》为例，中文原版销量超150万

册，是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的著作，作者兰小

欢以生动简练的笔触论述“中国经济中的政

府”与“中国政府中的经济”。英文版由施普林

格自然集团旗下帕尔格雷夫 ·麦克米伦出版

社出版，译者加里 ·托普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商

学院，是在中国生活、工作多年的英国人，目前

任某跨境电商平台欧洲市场和商务负责人。

《信使之函——孙甘露短篇小说选》收录

作家孙甘露中短篇代表作《忆秦娥》《访问梦

境》《请女人猜谜》《信使之函》《仿佛》等，俄语

版由俄罗斯涅斯托尔—历史出版社出版。译

者玛莉娅 ·谢梅纽克为俄罗斯汉学家，莫斯科

国立大学亚非学院中文系语言学博士，曾在

上海大学进修，现任教于莫斯科国立大学亚

非学院中文系，翻译过《长恨歌》《封锁》《风

景》《寻找上海》《孩子王》《夏天的公事》《不存

在的斑马》等多部中国小说，经验丰富。

法语版《敦煌遇见卢浮宫：何以为美》将

由加拿大自然逻辑出版社出版，译者龙远兮

毕业于艾克斯-马赛第一大学（普罗旺斯大

学），获语言、文学和中国文明硕士学位，曾先

后在重庆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

大学附属高中工作，目前在法国从事教学和

翻译，主要翻译作品有《白鹿原》《仓颉造字》

《呼兰河传》等。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较好把

握了原作者生动诙谐的语言风格，尽可能忠

实地用通俗语为主的同等语级法文加以翻

译。此外，译文中插入大量“译者注”，包括对

中国古代人物、朝代的注解，对古典诗句、文

化常识的补充说明等。业内评价，这些不再是

译者在正文中无法流畅表达的证明，相反成

为译者主动介绍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渠

道，为整部译著增色不少。

《构式语法研究（上卷）：理论思索》韩语

版由韩国学术类出版社亦乐出版社出版，三

位译者朴元基、全基廷、金嵘敏均在韩国高校

中国学及中国语专业任教，译著对原文的分

析逻辑和语言学术语翻译到位，符合韩语语

境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

创设于2015年的“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

划”，自实施以来已累计资助40余种图书，涉

及英语、法语、俄语、德语、日语、越南语、塞尔

维亚语、保加利亚语等十多个语种，涵盖政

治、经济、历史、文化、文学、教育、少儿等领

域。该计划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市版权

局创设，意在以发现和协助有能力、有热情的

国外人士翻译优秀作品为突破口，通过重点

支持外籍或长期在国外学习、工作、生活的译

者译介中国作品，促进更多优秀作品在世界

范围内的出版、传播和推介。

“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    年度入选书目发布

中国故事亮相“全球书架”

戴敦邦绘英译本《红楼梦》插图。 （资料图片）

西岸美术馆“另辟前卫：摄影1970-2000”展览现场。 （展方供图）

▲《信使之函——孙甘露短篇小说选》原版与俄语版。 ▲《构式语法研究（上卷）：理论思索》原版与韩语版。

 《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原版与英语版。 （均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