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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汇文 体

《鲁迅图传》首次公布珍品
《鲁迅图传》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是上海鲁迅纪念馆经过近三年深耕厚植

用心编撰的敬献之作。这是一本具有博物
馆特性、能让“文物说话”且今后可以运用于鲁迅生平陈列的“图传”。全书约

34万字，收录文物史料图片 360多张，对应鲁迅的人生历程，结合时空的转
变及鲁迅生平重大事件、关键转折点和突出成就，按时间地点分为五个篇章

编排。其中第五篇章即上海时期为本书的重点和亮点，该部分从社会组织和
人物交往等方面梳理了鲁迅如何引领左翼运动，如何造就下一代文化新人，

并展示了鲁迅日常生活中的温情一面。上海鲁迅纪念馆特色藏品，尤其是近
几年来的文物征集成果也是这本《鲁迅图传》的亮点，其中不少为首次公开

发布的珍品，如亲历甲午海战的日本军官记录的《田所广海勤务日志》，《中

国小说史略》《伪自由书》等书的纸型；鲁迅亲笔书写的版税收据、名片留言

以及《〈死魂灵〉一百图》设计手稿等。同时，还突出展示了上海鲁迅纪念馆的

馆藏中鲁迅与中国革命史相关的图片资料，如 1920年陈望道所译的《共产

党宣言》初版；红军将领陈赓与鲁迅会晤时，手绘鄂豫皖根据地红军反围剿
形势图；鲁迅缅怀丁玲的《悼丁君》诗手稿；鲁迅为纪念左联五烈士而参与编

辑并题写刊名的《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等。

《鲁迅文萃》溯清来龙去脉
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文萃》（纪念珍藏版）则是上海鲁迅纪念

馆基于以往的鲁迅作品佚文整理、鲁迅作品研究、鲁迅作品版本研究以及初

版、初刊编辑影印的最新成果，可以说是上海鲁迅纪念馆版的鲁迅文集。
全书按内容分为小说、散文、论文、杂文、书信五大板块，合编为一册。小

说部分共三种，有收录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的《呐喊》，
有技巧更为娴熟的《彷徨》，还有旨在挖掘中国历史、神话故事现代性内涵的

《故事新编》。散文部分包含鲁迅自言的“一本回忆记，一本散文诗”———《朝

花夕拾》和《野草》，展示鲁迅在创作视角、架构、行文、主题等方面的探索和
创新。论文部分包含《坟》《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国文学史略》等三部

论著，是了解鲁迅思想来源和基础的经典读本。杂文部分包含《热风》《华盖
集》等 14部杂文集，其中《集外文选》有关篇目为此次重新编选。鲁迅杂文题

材、体裁、体量不一，却大多直面社会，对日常社会现象有着深刻辨析。书信
部分则对鲁迅现存书信作了重新编选，是了解鲁迅社会交往的基础性材料，

更是把握鲁迅精神文化遗产的重要文献。

《鲁迅文萃》全书厚达 2368面，新添加的辑注、集注和篇题注，客观地告
诉读者一些历史背景、写作的缘起和来龙去脉，有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与把

握鲁迅作品及其精髓。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说：“我觉得鲁迅研究真的是一座宝山，里
面的宝还没挖完。”
“如今，阅读鲁迅作品时，我们依然能从中强烈地感受到他的激情、深邃

及其对中国民族独立、文化觉醒的不懈追求。通过鲁迅生平、鲁迅作品、鲁迅
文物的研究、解读与传播，期待阅读者和市民对‘民族魂’有更深的体悟。”上

海鲁迅纪念馆馆长郑亚说。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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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岁苏炳添两金谢幕告别
全运
赛场

现场
    西安的瓢泼大雨中，由汤星强、谢震业、苏炳

添和吴智强组成的奥运联队跑出 38秒 50，轻松

摘得男子 4×100米接力金牌。赛后，32岁的老将苏

炳添真情流露：“四年太远了，如果我年轻几岁，我真

的会考虑下一届全运会，但现在我的年龄让我很难再

坚持。”

东京奥运会上，凭借 9秒 83的成绩震惊世界，苏炳

添以一己之力让中国速度不断刷新。本届全运会百米飞

人大战中，苏炳添用 9秒 95的成绩让自己职业生涯第十

次跑进 10秒大关，而这枚宝贵的全运会男子 100米金牌也

让参加了四届全运会的苏炳添终于在西安圆梦。

苏炳添原本报名了四项比赛，不过出于对身体的保护，

他放弃了个人 200米。男子 4×100米接力决赛前一晚，苏炳

添还代表广东队参加了男子 4×200米接力项目，以千分之一

秒的劣势不敌山东队获得银牌。对他来说，4×100米接力是其

本届全运会的“最后一枪”。比赛中，苏炳添用标志性的圆月

弯刀在第三棒甩掉了对手，也用一枚金牌完成了自己全运会

的谢幕演出。

苏炳添赛后说，“我们第四次走到这个项目的最后，很

开心能够连续四届全运会拿到这个金牌。这届全运会应该

是我职业生涯最后一届全运会，以这枚金牌收官是美好的

回忆。”

尽管还有些许犹豫、不舍，苏炳添应该是已经做好了决

定。32岁对于短跑运动员而言，的确已经到了职业生涯的

末期，苏炳添直言自己或许无法再坚持，“我会在下届全

运会时做好东道主，希望大家来到大湾区能感受到家一

样的温暖。”

对于中国男子短跑的未来，苏炳添也颇有信心：

“虽然我们现在的短跑水平提高了，但想要在国际赛

场上能争到一席之地其实还有点距离。不过，事实

证明我们现在的路走对了，所以我希望年轻运动

员通过比赛来让自己不断成长。”

特派记者 关尹（本报西安今日电）

许昕携手刘诗雯摘得乒乓混双金牌

金牌是送给女儿的见面礼

今天，是鲁迅诞辰 140 周年纪念
日，今年也是鲁迅逝世 85 周年，鲁迅
生命中的最后十年在上海度过。上海文
博界、出版界推出一批鲁迅主题出版
物，《鲁迅图传》与《鲁迅文萃》（纪念珍
藏版）日前在上海鲁迅纪念馆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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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在许昕脸上看到笑容并不容

易，不论是跟随中国男乒斩获世界冠
军，还是在国内赛场为上海队披荆斩

棘，他总是微微皱着眉头，带着有些

严肃的表情。昨晚，在与刘诗雯携手拿下全运会乒乓
混双金牌后，许昕终于露出了笑容。

从东京奥运会混双决赛后的眼含热泪，到全运会后
展露笑颜，过去几个月，许昕经历了职业生涯中最难熬

的时光之一。决赛夺金后，“大蟒”站在场内，与刘诗雯相
视一笑接近 10秒钟，那个标准的“八齿笑容”里，包含了

如释重负的轻松，努力训练的收获以及对未来的憧憬。

时光拨回到 9月 13日的早晨，那一天是上海代表
团出征陕西的日子，虹桥机场内，各支运动队的成员大

都表情轻松，三五成群地玩起自拍。可

许昕却是个例外，他静静地站在值机
柜台的一角，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低调得与大部队看起来有些格格不

入，其实，这恰是他在经历风雨后，心态和状态的变化。

本届全运会，他在混采区不像之前那般“金句连
连”，即便是登上热搜的“打完比赛就失忆”，也只是

“专注于下一场比赛”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这样的改
变，也迎来了让人满意的结果。“今天我们拼尽全力，

对手的综合实力很强，技术也很全面。”拿下金牌后，
许昕很快恢复了“扑克脸”，“我们在场上全力保持专

注，去执行既定的战术，能拿到冠军很开心，感谢所有

人的帮助和付出。”
除了金牌，他还在混双决赛这一天，收获了另一

个好消息。“这枚金牌是送给女儿最好的见面礼。”赛
后，许昕透露了一个让人高兴的消息，他的女儿

在这一天来到了这个世界。更有意思的是，按农
历算法，许昕的一双儿女都是八月十八生日，

这个夜晚，许昕成了全运会赛场上最幸福
的人。

其实此次出征，许昕内心还
有一个心愿，就是未来能以旅游

的方式和心情，来陕西旅游。“这
次主要以比赛和训练为主，空余

的时间不多。”早前的混双半
决赛后，“大蟒”笑言：“希望在

完成比赛任务，或者下次过
来的时候，能去更好地感受

一下陕西的文化魅力。”
特派记者 陆玮鑫
（本报西安今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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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炳添在比赛中 特派记者 李铭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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