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ulture&sports

首席编辑/华心怡
视觉设计/戚黎明

10
2022年9月22日/星期四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wh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在陆家嘴云端高楼凭栏看上海城市

巨变；广阔无垠的海面上，数艘帆船竞相

驰骋；一群大学生怀揣梦想擎着一束束彩

线，张开滑翔伞，飞扬的青春犹如盛开在

天空中的花朵一样绚烂……今天，在杨浦

滨江毛麻仓库开幕的第九届上海市民艺

术（美术）大展上，上海市民以笔抒怀，用

不同的形式描绘上海的都市风情、百姓生

活、民族特色、地域风景。

今年的参展作品在主题上集中反映

了意气风发的市民生活，展现欣欣向荣的

城市景象。比如马婕的《翱翔的青春》描

绘了跳伞这种极限运动场景，用细腻的工

笔画展现了当代年轻人勇于挑

战的精神面貌。司尚林

的《中国式地图之上海》以

地图为图示语言，以综合

材料创作为载体，一层是

参照百年前的地图场景而

描绘，另一层是用亚克力

激光雕刻呈现出现状。

还有许多作者将自己

对上海的感情融入在作品

中。徐增英的版画作品

《嗨！魔都！》以鸟瞰视角

表现上海浦东、浦西两岸

的景色，现实中的钢筋混

凝土森林，滔滔不绝的黄

浦江水，在艺术家的刻刀

下转换成绵密的、充满温

度的线条。冯正安的《看

东方》（见左图）将作者对

这座城市的热爱洋溢在整

个画面中，无论是在陆家

嘴云端高楼俯瞰浦江两

岸，或是在外滩建筑里品

味中西合璧的海派风格积

淀，都令人百看不厌。

在艺术水准方面，“高

质量”是今年大展的关键

词，让人赞叹群众艺术的

品质逐年提升。这得益于

今年吸引了一批艺术院校

学生的加入，更不乏在全

国、上海各类大展上的获奖作者，他们的

专业背景使展览的质量有了更大幅度的

提高。上海市美术家协会漆画艺委会主

任、评委翁纪军指出：“尽管是群众性的艺

术活动，不少作品却很有先锋性，这是与

往年很不同的地方。”

作为上海群文静态类级别最高的双年

展赛事活动，本届大展经过半年多的筹备，

共收到来自全市各有关单位与个人投稿的

21505件作品，经过各级评选，最终遴选出

660件美术、书法、摄影优秀作品。

本报记者 吴翔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他是

“没头脑”和“不高兴”之父。他翻

译了《夏洛的网》《安徒生童话》等

世界儿童文学经典，总字数逾千

万字，被誉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

的先驱者”。我国儿童文学领域

德高望重的翻译家、作家、出版家

任溶溶，于今日在睡梦中离世。

今年5月，他刚刚度过百岁寿辰。

任溶溶先生，本名任以奇，

1923年出生于上海虹口。1927

年随父母离开上海，回到广州老

宅。在广东一待就是10年，直到

1938年重新回到上海。

童年对于一个作家的写作有

着特殊的意义。任溶溶曾说过：

“为孩子写作首先当然应该熟悉

孩子，熟悉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心

理。怎么熟悉孩子呢？就要和孩

子交朋友。”

1942年，任溶溶发表了第一

部翻译作品——乌克兰作家台斯

尼亚克的《穿过狄士郡的军队》，

时至今日，已八十余载。《长袜子

皮皮》《木偶奇遇记》《小飞侠彼

得 ·潘》这些百多年来的儿童文学

经典，也经由任溶溶的翻译在几

代读者中广为流传。1956年，任

溶溶发表童话《“没头脑”和“不高

兴”》。从翻译第一篇作品开始，

他手中的笔就从未停歇过。2004

年，在安徒生诞辰200周年之际，

由任溶溶翻译的最新版本的《安

徒生童话全集》出版，并获得丹麦

官方授权。任溶溶曾说：“我翻译

许多国家的儿童文学作品，只希

望我国小朋友和世界小朋友一道

得到快乐。”2002年，任溶溶获中

国翻译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荣

誉称号，2012年被中国翻译协会

授予“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荣誉称号。

“没头脑”
“不高兴”之父离开了

儿童文学翻译家、
作家任溶溶离世

文体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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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华在上海的KFS建筑设计事务所

坐落于闹市中心，红砖与玻璃的共同构造赋

予了建筑以现代的硬朗和石库门的家常，正

是在此处，傅国华和他的团队为上海设计了

500万平方米的建筑项目。中凯城市之光、

达安花园、上海滩花园洋房……这位华裔加

拿大籍建筑设计师，2021年获得“上海市白

玉兰纪念奖”。日前，《KFS建筑设计事务

所，傅国华建筑师事务所20年精品实例100

例》出版。9月，刚刚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的《建筑设计与设计艺术的心路历程》《珠

海横琴建筑实践20例》，是四五月间傅国华

在家完成的。至此，10本关于建筑设计和建

筑演艺的书籍全部出版。建筑设计、做音乐

剧、写书，他在这三个领域中循环自如。

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
2010年起，傅国华便开始了建筑创作的

回顾和展望的写作，既有专业水平的《机场

航站楼设计理念》，也有《建筑师/箱客舍/箱

剧场/音乐剧》《城市与建筑的精彩对话》《建

筑10例》《90花园别墅》等相对通俗的建筑

理念等等。《珠海横琴建筑实践20例》是近十

年来傅国华投身中国热土珠海横琴，这一粤

澳深度合作区所参与的建筑实践。

建筑与其他艺术一样，要追求感官上美

的感受。这一点傅国华在横琴的建筑上尤

见用心。“天沐琴台”是傅国华受委托设计的

横琴标志性建筑，创作城市的标志性建筑，

历来就是建筑师的梦想和难题，标志性建筑

既要让市民喜爱，又要能体现城市文化与精

神，同时又是独一无二的。傅国华想到，横

琴可以就字面理解为横过来的一把琴，“在

天沐河的水面上，一半钢筋水泥的建筑，一

半水波粼粼中的倒影，共同构成一把横卧的

琴，岂不是很美妙？”整个建筑符合力学原

则，符合造价节约的原则，也符合大众审

美。“最好的设计就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东西汇”又对应着傅国华作为制作人、

导演、编剧的音乐剧《晓东和露西》，音乐剧

讲述东西方的建筑师之间的情爱缠绵。“我

把跳舞的想法演绎到建筑上，也就形成了两

个超高层，好像是两个人搂在一起跳舞。另

外三个100多米的高层建筑用连桥合在一

起，形成一个三人的共舞配舞。整个基地的

5个高层超高层建筑都一气呵成，形成一个

非常欢快的节奏。”

建筑之外 舞台之中
傅国华把建筑设计，把音乐剧，把对城

市温度的理解融合到了一起。在完成上海

“河谷3号”的建筑设计之后，他把音乐剧《河

谷3号的故事》搬上了舞台，“安贝尔花园”就

对应着音乐剧《寻

找安贝尔》。上海

文化广场KFS集

装箱剧场的构思

形成了音乐剧《交换生》。2020年，傅国华又

把这三个建筑师系列的音乐剧和上海芭蕾

舞团合作，完成了现代芭蕾《青蓝紫》。他将

舞台空间当成建筑来构思。

傅国华感叹，普及建筑教育，普及建筑

文化，其实无论做音乐剧还是做现代舞，它

的受众面都有限。一场音乐剧或者现代芭

蕾，受众可能只有500—800人。傅国华更希

望通过年轻人喜爱的方法把城市的文化和历

史，建筑本身的故事传输给年轻一代。而其

中，数字技术和电竞游戏是一个不错的途

径。傅国华透露，下阶段，他可能会在元宇宙

里造房子，借游戏通关的方式，讲述一个城

市兴起、发展、建造、扩大的故事。这是一个

更广阔而无形的舞台。 本报记者 徐翌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