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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评

《梦华录》片头和海报上
的“录”字写错了吗？网友纷
纷提出异议，也引发了本报
记者的一番考究。为一部网
剧的一个字这么较真，值吗？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语

言文字更是如此。然而，在
互联网传播时代，错别字越
来越多，就拿视频产品来
说，字幕上的错别字更是屡
见不鲜，很多人已见怪不怪
了。不过，此次《梦华录》引
来了网友集体“挑刺”和研
究，倒是一件好事。
影视剧不仅是娱乐产

品，也是传播文化的载体。
常言道，差之毫厘，谬以千
里。热播网剧受众数以亿
计，青少年特别多，一个字
的差错，产生的影响不可小
视。作为精神文化产品，影
视剧的制作者除了在艺术
上有所追求外，各个环节都
需要一丝不苟，如果有疑
问，不妨求教于专家学者。
不久前，一名小学生指

出了语文教科书中一处标
点符号的差错，得到了教育
部部长的点赞。网友和记
者对于“录”字的较真，也值
得点赞。我们更希望这次
较真，能够有一个令人满意
的结果。

上海博物馆教育部、上海博物馆学院共

同为全国14周岁以下少年儿童特别策划的

《文物里的唐诗》六一线上公益活动，结束连

续7天、每天1小时的线上直播。昨天截止

的“我为文物赋诗”作品征集活动，收到了

100多件小朋友的投稿。在“上海博物馆学

院”视频号，7场直播共吸引近7万人次观众，

获得超过40万次点赞；而同步直播的新民晚

报“上海时刻”视频号，6月1日的首场活动就

吸引了36万人次在线观看。孩子们跟着“蛋

蛋哥哥”张和鑫的讲解，在学习传统文化的

同时获取了治愈心灵的力量。

读过“葡萄美酒夜光杯”，许多小朋友都

对唐朝人饮酒的盛况心向往之。在6月6日

的《胡麻饼样学京都——风靡唐朝的外国美

食》直播中，“蛋蛋哥哥”就亮出上海博物馆

藏的唐三彩凤首瓶、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的唐

三彩象首杯等一批文物。优雅别致的造型、

精致华丽的花纹、融合了中国传统美学和异

域风情的设计，都令大家眼界大开：“原来诗

中的描写，不是夸张修辞，而是‘纪实’。”

白居易笔下风雅的唐朝茶道，也在文物

的佐证下变得具象起来。上海博物馆藏的

唐越窑青瓷碗颜色“类玉”“似冰”，与绿色茶

汤相得益彰，既是白居易偏爱的一类茶具，

也是“茶圣”陆羽最为推崇的一类茶具。中

国茶叶博物馆藏的一套唐白釉煮茶器则包

括了茶碾、茶炉、茶盏，唐朝人饮茶的仪式感

在大家的脑海中立体了起来。

唐诗不只是文学的海洋，也是唐朝历史

的“第二档案库”。正值全国“高考时间”，唐

朝人的“高考”又有什么不同？6月2日的直

播中，“蛋蛋哥哥”就带着小观众们还原了唐

朝诗人的生动记载。“君此卜行日，高堂应梦

归”“冒雨投前驿，侵星过断桥”都形象地写

出了古人赶考路途的遥远和艰难。

众所周知诗人李白是唐朝酒文化的代

表，却很少有人知道白居易也留下了60多首

“茶诗”，可以说是唐朝茶文化的代表。“游罢

睡一觉，觉来茶一瓯”记录了饮茶的器具；

“香泉一合乳，煎作连珠沸”写下了饮茶的流

程；《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晚春闲居杨工

部寄诗》等诗作也反映了白居易钟爱的茶叶

品种。李白眼中的唐宫生活、风靡唐朝的外

国美食、唐朝的佳节习俗……这些通通被记

录在由唐诗汇集而成的“唐人生活史”里。

有了文物、古籍的“导读”，唐诗不再单单

是文学作品，诗中景象跨越千年来到人们眼

前。与线上直播同期开展的“我为文物赋诗”

活动给了孩子们效仿古人、用诗作发表感想

的机会。目前，作品征集结束，入围作品筛选

工作正在进行。今天10时至22时，活动将开

启网络投票，评选出“TOP5最佳文物诗歌作

品”。获奖名单将于6月10日公布，获奖者将

收到证书及上博学院活动“大礼包”。

本报记者 吴旭颖

本报讯（记者 吴旭
颖）“七一勋章”获得者，

著名表演、导演艺术家蓝

天野，昨天因病在北京离

世，享年95岁。

蓝天野原名王润森，

出生于1927年，是河北

饶阳人。1944年，他首

登话剧舞台，参演了剧作

家曹禺的代表作《日

出》。随后，他成为1952

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

院之始的第一批演员。

几十年间，蓝天野扎根舞

台，先后出演《明朗的天》

《北京人》《茶馆》《关汉

卿》《带枪的人》《蔡文姬》

《王昭君》等70余部话

剧，成为几代话剧观众心

中的经典，他还执导过

10余部话剧，先后获得

过“从事新中国文艺工作

六十周年表彰”“中国话剧

金狮奖”“中国戏剧奖 ·终

身成就奖”“全国德艺双

馨奖 ·终身成就奖”。

1987年，年满60岁

的蓝天野从北京人艺退休

之后，演绎了一系列深入

人心的影视剧角色，包括

《封神榜》中的姜子牙、《渴

望》中王沪生的父亲等。

2011年，84岁的蓝

天野受时任北京人艺院

长张和平的邀请，回归话

剧舞台，参与话剧《家》的

演出。2020年，为纪念

曹禺诞辰100周年，93岁

的蓝天野再度出演话剧

《家》，这也是他最后一次

以演员的身份登台。《吴

王金戈越王剑》则是他94岁时执导的作品。

2021年6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

“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94岁的蓝天野作为

中国戏剧界唯一入选者，获颁“七一勋章”。

蓝天野曾说过：“演员演好一个角色的努

力，不是从他接到这个角色开始的，而是从他

决定当演员的那一天开始的。”这位老戏骨，

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舞台。

借文物读唐诗 从唐诗看唐朝
上博为少儿解读《文物里的唐诗》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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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起来传统文化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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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一部古装剧《梦华录》的热

播，引发了观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

注。这两天，有观众在网上提出疑问：

“《梦华录》片头和海报上的“录”字是不

是写错了？好像多了一横。”这个多了

一横的“录”字，究竟是书法艺术化的创

新表达，还是一个错字，对于观众的这

个疑问，一些专家学者向本报记者发表

了自己的看法。

“如果说这张海报上的字是书法作

品的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法》上的规定，书法、篆刻等

艺术作品是可以保留或使用繁体字、异

体字。”《咬文嚼字》主编黄安靖表示：

“因为书法艺术本身需要创造性，有些

字是可以做一些变形处理的，不能轻易

判错。就像我们现在使用的简体字，很

多都是源于古人书法时的异体字。当

然，书法上的异体字也需要合乎书法字

典上的传承。”同时，黄安靖还指出，《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上也有

规定：广播、电影、电视用语用字应当以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用语用字。

如果单从书法角度出发，对于《梦

华录》的海报，有网友表示“行书、草书、

行草其实没有所谓绝对错字和正确的写法，除

非错得很离谱，很多时候就是一种情绪和用笔

一口气写下来，不必深究。”不过，研习书法多年

的江先生却认为：“我觉得这个字不是一个异体

字，而应该是写错了。”在江先生看来，书法上用

到的异体字都应该有个出处，应该讲求“无一字

无出处、无一笔无来历”的规矩，比如书法上的

“秋”字，禾与火是可以左右互换；“桃”字在书写

时，也可以从左木右兆变为上木下兆，就像“峰”

字一样。“孔乙己说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

法，每一种都有出处。但是这张海报上的‘录’

字，我翻阅了书法字典都没有查到这样的写

法。书法的确是门艺术，但绝不表示写字可以

随意添一笔或者减一笔，就像‘末’和‘未’就是

两个字，任意添一笔或减一笔，都不行。错字就

是错字，绝不能拿异体字当借口，毕竟有时候连

书法家协会主席都会写错字。”江先生说。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郭永秉也向记者展示

了“录”字的各种异体字写法，并没有海报上多

出一横的写法。“‘彙’字可以写成‘彚’，或许这

幅海报的书写者是类推过去了，却不知道‘彙’

的头部与‘录’的头部不是一回事情。”郭永秉

说，“书法上异体字的使用，要遵循规范，不能想

怎么写就怎么写，尤其是影视作品的标题，很多

中小学生都在看，更应该使用规范文字。”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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