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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庆祝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上海
出版界在行动。红色文化主题快

闪店“思南 ·初心书房”应运而生，
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旗下

的上海书城福州路店等 30家中
心门店举办为期一个月的“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沪版主

题图书大联展”。
初心书房 ·朵云站日前在上

海最高书店上海中心的朵云书

院 ·旗舰店亮相。世纪朵云还策划
推出了一系列红色主题活动及展

览：6月 20日，中共上海市委党
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将做客朵云

书院 ·旗舰店，讲述“初心之

旅——中共一大之前的故事”；7
月 2日，思南经典诵读会将邀请

中共一大纪念馆副研究馆员吴凡
带领读者一起解读《走进树德

里》；7月 10日，世纪朵云还将推
出红色主题行走活动，以思南书

局为终点，带领读者探访“初心之

地”。此外，朵云书院 ·旗舰店的
“继续探索 走在前头———庆祝建

党 100周年楼宇党建图片展”、朵
云书院 ·广富林店的“文献中的百

年党史”图片展、朵云书院 ·戏剧
店的《永不消逝的电波》舞剧图片

展、思南书局的“初心之地”献礼
建党百年主题展也相继举办，读

者可通过世纪朵云微信公众号报名参加。

“七一”前后，上海书城福州路店、上海书城五
角场店、新华书店日月光店等 30家中心门店将举

办为期一个月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沪
版主题图书大联展”，集中展出“党的诞生地”理论

读物、文献汇编、文学作品等 150余种主题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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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伸手一摸就是

春秋文化，两脚一踩就是秦砖汉瓦”。要让这些文化

走进年轻人中间，就像制作考古盲盒一样，还要花点心
思。据说，为了录制水下舞蹈《祈》，演员要靠憋气完成，

50秒换一次气，动作演绎不到位，就继续重拍，演员 1天
下水 200多次，而摄影师更是在水中泡了 26个小时，才有

了这段美到令人窒息的水下舞蹈。不少网友赞叹：“这才是真
正的中国文化，不靠流量明星，只靠努力演绎，完全是导演的

用心、创意，演员的辛苦付出，才打造出如此惊人的效果。”

比起那些大平台、大卫视的一掷千金，河南卫视经费有
限，但选择用心用情把传统文化做精做美这条路，一样能赢

得年轻观众的心。从《唐宫夜宴》到《端午奇妙游》，都足以证
明，传统文化并不过时，只要用心去做，年轻人对传统文化
永远有极高的兴趣。

事实上，这样把传统文化作为核心精心打造的节目，总
量还是少，难怪观众看完《端午奇妙游》后仍不过瘾。河南卫

视给电视同行开了个好头，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
未来，一个个藏着传统文化的宝藏盲盒在等着观众去开启，

个个都有惊喜！ 本报记者 吴翔

    早在去年，河南卫视推出《唐宫夜宴》之前，
洛阳就凭借“考古盲盒”上过热搜，大人孩子迷上

了小小的洛阳铲把盲盒的封土打开，挖掘出里面

千年的文化宝藏（复制品），这款盲盒一上市就被直接

买到断货。或许是看到了人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热
情，河南文化工作者激发了更大的创作热情，于是河南

卫视联手河南博物院馆藏文物，打造了“出圈”的《唐宫
夜宴》（见右上图 图 新华社），观众打开电视时，被眼前
精致的传统文化惊艳。所以说，这次他们在端午推出的
《端午奇妙游》再成爆款，也是在情理之中。

当然，每款盲盒都有每一款的惊喜。这次《端午奇
妙游》采用网综、漫画、追剧、水下舞、皮影等多种艺术

形式，以四位“唐小妹”的视角，拉出 4 条平行且交错
的故事线，将端午文化包裹在美轮美奂的影像中。其

中，一段在水下演绎飞天的舞蹈《祈》最为亮眼（见题

图 图 新华社），网友赞道：“创意太绝了，展现了大中
华五千年的美。”对这段灵感来自《洛神赋》的舞蹈，外

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向世界推荐道：“难以置信的美丽，

翩若惊鸿、宛若游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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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端午， 河南卫
视又火了。 一档端午主题晚会
《端午奇妙游》 只有 7个节目，

总时长也仅仅 45分钟，既无大
明星，也没大成本，却用心用情
地展现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
化，让人梦回大唐。这也是继春
节档的《唐宫夜宴》、元宵档
的《芙蓉池》之后，河南卫视
掷出来的又一波 “王
炸”。有观众说：“每次
拆开河南卫视的 ‘宝
藏’盲盒，都有不一
样的惊喜。 接下
来， 就等着打开
中秋这 个
盲盒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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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都在让世界变得更美
百岁翻译泰斗许渊冲与世长辞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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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许渊冲先生出生在江西南昌，

1938年前往西南联大外文系求学，1941年
参军，毕业后在联大下设的天祥中学教书，一

直到 1946年赴法国留学，许渊冲才算真正
离开联大。

联大八年，许渊冲从江西小镇的青年
学子，逐渐成长为展现世界之美的翻译家，

千里求学路，艰辛有之，犹疑有之，退缩有

之，蜕变有之。但始终不改的，是一颗拳拳
的赤子之心。

许老先生在百岁之年，也就是他离开
的今年，将联大的故事放进了他的《许渊

冲：永远的西南联大》一书，由江苏凤凰文

艺出版社时代华语出版，他曾经说，这本书
并不是写给谁看的，我只是写下来，或许对

人有所帮助。
许渊冲对待生活的态度非常认真，他

曾经说过：“我的一生都在让这个世界变得
更美。”“越向前走，越有光明的前途，每个

小时都要快快活活。”他亦是按照这样的准

则过他的一生。
老先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说过，

他读书时，小学是最好的小学，中学是省内
最好的中学，大学是全国最好的大学，有人

就问他，在联大这么优秀的学校，和那么多

优秀的人一起读书，会感觉到压力吗？
老先生笑眯眯地说：“我觉得压力根本

就不大，有什么压力呢，清华北大很自由。

大家向上，这个就不是压力了，而是催促你
向上。杨振宁是理科生，物理 99，微积分

100分了，我怎么学习他呢，后来我俄文
100分，法文 99，我这样来学他……”

《永远的西南联大》一书中许渊冲还提
到了自己的俄文课，曾经有记者好奇地问

许老，您的俄语成绩这么好，为什么后来不
用俄语进行翻译呢？

提到这里，老先生的回答十分“孩子

气”：“吃饱饭后看这书太累了，所以后面不
念俄文了。法文，轻而易举，所以我后来搞

法文了……”“托尔斯泰写得那么长，陀思
妥耶夫斯基，你简直不想看，写那么长干什

么，我想算了……”
许渊冲老先生百岁之际，还在坚持翻

译莎士比亚全集，不是手写，而是用电脑一

个个字敲上去。老先生学会使用电脑之后，
用这种方式继续着自己的翻译事业，虽然

因为年纪大了，眼力有所退步，行动也不是
很方便，但老先生还是坚持着，用自己的方

式，让世界变得更美。

这位期待世界美好的老人，对年轻人
说：“你应该使生活愉悦，使乐趣增多，使

自己有乐趣，别人也乐趣，这是个最好的
世界。”

本报记者 徐翌晟

许渊冲 (1921-2021)

    昨天清晨 ，我

国翻译界泰斗 、中

国翻译文化终身成

就奖获得者、 首位获国

际翻译界最高奖项———

“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

奖的亚洲翻译家许渊冲

老先生与世长辞， 享年

一百岁， 无数媒体和民

众为之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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