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孙佳音）“护

助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抵制有害出版
物和信息”，2020 年上海“绿书签行

动”系列宣传活动近日已全面启动。活
动旨在通过“绿书签”这一载体，倡导

广大少年儿童养成文明上网、绿色阅
读好习惯，形成尊重知识产权的意识，

自觉远离有害信息、抵制盗版书籍，在

全社会营造保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
良好文化环境。据悉，系列宣传活动将

持续到今年 10月。
今年，上海“绿书签行动”推出了

丰富且有特色的系列活动。其中，4月
28日“护苗在行动”政务电台正式上

线，电台每周将播出 2次，借助喜马拉
雅 FM平台优势，依托“上海扫黄打

非”微信公众号内容，制作“护苗”专
辑，用音频渠道发布重要信息、传播重

要政策、报道“绿书签行动”活动进展，
宣传健康上网、绿色阅读、保护知识产

权、远离有害信息等知识。5月 14日，
“阅读伴我成长———名师系列线上公

益讲座”也将上线，讲座邀请张豪、王

林、兰保民等知名语文特级教师，以统
编语文教材名著阅读和整本书阅读书

目为例，探讨阅读方法，分享阅读心
得，激发学生走近经典，涵养人文。公

益讲座将通过东方网、看看新闻网、澎
湃新闻、喜马拉雅、趣头条等新媒体平

台同步播出。另外，今年下半年上海将

开展非法出版音像制品集中销毁活
动，重点对 2019年四季度以来全市执

法部门收缴的各类盗版、非法音像制
品、电子出版物或盗版计算机软件进

行现场集中销毁，开展使用正版、保护
知识产权普及宣传教育。

据悉，2020 年一季度市区两级
执法部门共查处收缴非法出版物 19

余万件，其中侵权盗版出版物 3000

多件，淫秽色情出版物 400多件；处

置网络有害信息 1.3万余条，取缔关
闭非法网站 403个，查办扫黄打非案

件 72 起，刑事案件 21 起，刑事处罚
3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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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首席记者 孙

佳音）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翻译家协会三方共同

发起设立的“上海文学艺术
翻译奖”昨天正式发布公

告，就第一届评选的奖项设
置、评选标准、申报要求、申

报程序及时间等作出了详
细阐释。“上海文学艺术翻

译奖”强调受益人为翻译

者，评奖只在申报时在世的
翻译者的作品中进行。
“上海一直是外国文学

艺术翻译的重镇，现在设立
上海文学艺术翻译奖，就是

为了传承和丰富傅雷、草婴
等译坛巨擘开创的光荣传

统，促进上海文学、艺术翻
译事业在新时代的进一步

发展。”上海翻译家协会会
长、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德文

系教授魏育青曾在上海文
学艺术翻译奖宣布启动的

当天这样表示。
首届奖项评奖范围为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月 31日出版、演出、

播映的作品，申报截止日期
为 2020年 8月 31日。奖项

分为文学翻译奖（含文学、
艺术理论）和表演艺术翻译

奖（舞台表演、影视表演）两

大类。第一届文学翻译奖仅
限英、法、德、日、俄、西班

牙、阿拉伯语；表演艺术翻
译奖除以上七大语种外还

接受中国周边国家其他主
要语种的申报。其中，文学

类翻译作品以成书形式参
评，必须为公开出版物并进

入正规市场。书籍以版权页

标明的第一次出版时间为
准；表演艺术类翻译作品以

首次正式公开演出、播映为
准。不接受重译作品参评。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届评奖
不接受个人申报，仅限机构

推荐。
在评选标准方面，公告

再次重申，作品须对促进各
国人民思想交流、文化融合

有积极意义和作用；并需要忠实准确地移译原作的各

种信息和文化符码，符合翻译伦理和艺术标准，同时

也鼓励适当的创造性；此外，评选还希望申报作品具
有较高的艺术品位和良好的社会影响，将特别关注其

在译入语读者群和译入语社会中的影响。

作为地域性奖项，文学艺术翻译奖对申报作品的

范围也有所规定，大致包括：其一，在上海出版、演出、
播映的中文原创文学、表演艺术作品被翻译为外文，

并在国外出版、演出、播映的；其二，在国外出版、演
出、播映的文学、表演艺术作品被翻译为中文，并在上

海出版、演出、播映的；其三，上海文学艺术工作者的
中文原创文学、表演艺术作品被翻译为外文，并在国

外出版、演出、播映的；上海翻译工作者将中文原创文
学、表演艺术作品翻译成外文，并在国外出版、演出、

播映；上海翻译工作者将外文原创文学、表演艺术作
品翻译成中文，并在国内出版、演出、播映。

作为中外文艺交流的“大码头”，上海从上世纪二

三十年代起就是翻译的重镇：鲁迅、茅盾、郑振铎、巴
金等都曾大力译介外国文学作品；而在戏剧、电影、音

乐、绘画、雕塑等艺术领域，李叔同、陈歌辛、郑正秋、
徐悲鸿等人一边引进世界优秀文艺作品和理论著作，

一边开展原创，不少优秀的作品曾被翻译到了海外，
传播广远，成为佳话。
“上海文学艺术翻译奖”的设立，给翻译工作者以

及众多翻译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将激
励和表彰文学艺术翻译人才，推动和促进文学艺术翻

译事业发展。同时，活跃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搭建展

示和传播文明之美的交流互鉴平台，并进一步助推中
外优秀文艺作品更多地在沪出版、展演、展映，着力推

出更多“上海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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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是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 90

后青年教师陆轶文家中最特别的装饰。
6把二胡高低错落地挂在墙上，成了她

疫情期间居家演奏的背景。在不能去学
校的日子里，她在家给学生们上课，自

己也借机充电，学了不少新东西。二胡
艺术的美妙，融于旋律，溢于弦外。

比赛 获益匪浅
陆轶文最初会去学二胡，只不过因

为父母都要上班，没有人照看她。而对

陆轶文来说，只要不学跳舞，学什么都
行。但陆轶文小学三年级时第一次参加

业余二胡比赛，就拿到第一名的好成
绩，这让陆轶文从业余开始转向专业道

路，短短几个月严苛的训练，就考入了

上音附小。读附中时她参加过一些比
赛，却没拿到名次，妈妈一度质疑，女儿

究竟适不适合走艺术这条路？陆轶文反
而较上劲了，“我一定要待在上海！”她

满脑子只有这一个念头，于是，一路从
上音附小念到上音民乐系研究生毕业，

成了标准的上音出品的艺术家。
对于要不要让学生从小参加比赛，

每个老师都各执一词。陆轶文认为，尽
管拿不到好名次会对心理造成一定的

压力，但每一次比赛都可以让人学到很
多东西，还可以和其他选手交流。“这是

让人快速进步的一个方式，我自己就是
一个受益者。”每次参赛都能让她进步

一大截，从 2009 年到 2015 年，她一步
步在中国音乐最高奖金钟奖的赛程里

历练自己，优秀奖、铜奖、银奖、金奖，稳
扎稳打，最终登顶。

陆轶文毕业后进入音乐学院，成了

一名青年教师。去年底，她完成了一场
《中国旋律———二胡与交响乐的对话》

音乐会，用民族乐器二胡与双管编制的
交响乐队展开深层对话。陆轶文说：“想

通过这场音乐会告诉大家，今天的二胡
音乐，正积极地与时代相呼应，与当下

观众对话，与世界文化对话。”

教学 一脉相承
当了老师之后，陆轶文感慨，教导

学生带着他们拉好真是比想象中要难

上许多。陆轶文就将自己从小接受到的

教学方法总结出来，再运用到学生身
上。平时的教学，陆轶文的老师陈春园

和她一起对学生实行双导师制，每周轮
流给学生上课。“师爷”王永德以前经常

将一波学生聚到一起开演奏会，学生之
间互相点评，互相帮助，这样开放性的

学术课堂让陆轶文印象深刻。于是，陈

春园也常常和她将两人的学生时不时
聚到一起开演奏会，课后要求大家写下

同学们的优缺点。
在上音学习期间，陆轶文也得到过

二胡大师闵惠芬的悉心指导。每当陆轶
文请闵惠芬指导时，闵惠芬总是倾囊相

授，还会推荐其他更合适的老师指导，

她就曾专门带陆轶文找到作曲家王建
民学习《第一二胡狂想曲》。让陆轶文受

益颇多的，是上音特别注重基本功训
练，同时处在上海这样一个中西兼容的

城市，让二胡有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正如陈春园常常让陆轶文多去研

究作曲和戏曲，陆轶文也在鼓励她的学

生多去接触一些跨界的艺术门类，陆轶
文说道：“我们学习二胡的时候，应该去

学习一些弦外的功夫，不仅可以提升自
身，对于二胡艺术的跨界推广也大有裨

益。”
本报记者 赵玥

拉出二胡的弦外之音
———记上音 90后青年教师陆轶文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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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少年儿童抵制有害出版物和信息

上海“绿书签”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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