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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借市民文化节的东风，上海大世界传艺中心上
周末（!"日、!#日）首次邀市民在黄浦区文化馆体验
墨锭描金、风筝制作、创客竹编等传统文化活动。$%

后市民张先生表示：“小时候就喜欢去大世界，这次
提前来感受一下新的大世界，很有趣，也很期待。”
上海大世界传艺中心负责人昨天透露，定位于

非遗与民间、民俗、民族文化的大世界不仅聚焦中国
与本土，更尝试走向世界，“我们正在与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谈合作，今年 &月大世界将迎来百岁，可能会
有一些活动”。

非遗互动 种类繁多
昨天上午，黄浦区文化馆 "楼被打扮得古色古

香，薰衣草的香气四溢，白领周爱清细心地缝出密密
的针脚，一个葫芦形香囊初具雏形。朋友知道她喜欢
手工又期待大世界的开幕，便提醒她报名参加了这
次活动。“蛮好的，这样的手工形式年轻人肯定喜欢。
一个多小时就能亲手做个薰衣草香囊带回家，很有
成就感。”她的周围坐着十多人，近半是二三十岁的
年轻人，大家都耐心地跟着香囊制作老师李婷婷“依
样画葫芦”。

香囊制作只是周末黄浦区文化馆公益开放的 $

个互动项目之一，上海大世界传艺中心此次还带来
了墨锭描金、风筝制作、创客竹编、刨花画等非遗和
“三民”项目。

上海大世界传艺中心负责人称：“上海各区的非
遗互动项目都将入驻新大世界，轮番登场，到时可能
在 '楼的非遗传习所设展位。”

非遗演艺 沉浸体验
新大世界将于 '月 '(日开放，整栋建筑高四

层，分别设置了剧场、茶馆、展厅、书院、美食厅、传习
厅，确保非遗的技艺、作品、民俗、文化、表演和美食
展示均衡分布，常更常新。

据介绍，!楼的戏剧茶馆与 )楼的非遗剧场每
天都有演出，但需预约进入，因为每个场地只能容纳
近百人。大世界传艺中心主任邱卫东强调，非遗剧场
是国内首个非遗全息声演艺空间，全场拥有 *!+多个顶级音响，而全新制
作的非遗创新舞台剧《重返狼群》将给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观演体验。
此外还特别设置了数字非遗板块，包括虚拟现实厅和多媒体体验厅。

观众将通过 ,-漫步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马路上。
新大世界每周日至周四 *%时至 *$时迎客，周五周六为 *%时至 !!

时，周三定为闭馆日，采用一票通。 本报记者 肖茜颖

! ! ! ! !%*#年是茅盾进入商务印书
馆 *%%周年。今天，“文学史视野中
的中国现代作家茅盾”!%*& 年乌
镇论坛暨《起步的十年———茅盾在
商务印书馆》首发式在茅盾的故乡
乌镇举行，与会专家、学者聚焦于
茅盾从 *.*#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工
作到 *.!#年离开这段非常重要的
经历。在曾位列世界三大出版机构
之一的商务印书馆，茅盾完成了从
进步青年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家、编辑大家的蜕变。

!钟英小姐"

茅盾在 *.&$年出版的回忆录
的第一章中，就写到了进入商务印
书馆的经历，可见商务印书馆在其
心目中的位置。
“商务印书馆是茅盾出大学校

门后工作的第一个地方，在此期
间，他结婚生子，之后又主编了《小
说月报》，创建了文学研究会，推动
了新文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今
年 *月出版的《起步的十年———茅
盾在商务印书馆》一书作者，茅盾
研究者钟桂松在接受本报记者专
访时说：“在这十年中，沈雁冰（茅
盾）参加了共产党，成为现代文学
作家中最早入党的人。十年中，他
结交了许多文学名人如周作人、鲁
迅、郑振铎等，还结交了国共两党
的重要人物。因此，这十年是他最
后成为文学巨匠的起步阶段。”

从 *.!*年共产党成立一直到
*.!"年底离开上海，茅盾一直担
任党中央的联络员，“因沈雁冰在
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全国各地的作
者都会写信来，党组织便利用这个
特点，通过沈雁冰转交各地党小组
写给党中央的信。这些信以‘沈雁
冰收’掩人耳目，里面提到的‘钟英
小姐’之‘钟英’即‘中央’的谐音。”
钟桂松说。

译作不少
《起步的十年———茅盾在商务

印书馆》书中透露了一个细节，沈
雁冰当时在北京大学念的是预科，
念了三年后，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允
许其继续深造，毕业前他便找了财
政部负责发行国债的亲戚帮忙，因
后者与商务印书馆有业务往来，便
把沈雁冰介绍给了有求于自己的
“商务”北京分部，此后沈雁冰便被
推荐到了“商务”上海总部张元济
处。当时双方约定有“试用期”。沈雁
冰在“商务”的第一份工作是为函授
学生批改英文考卷。有一次，他无意
中翻看同事带来的新出版的《辞
源》，认为有多处需要商榷，于是提
笔给张元济写了信，指出其中的问
题。此举得到了张元济的赏识，便把
他调到国文部跟随孙毓修编书。此
后，沈雁冰得到了许多学富五车的
老先生的赏识，这个阶段，他的稿费
收入大幅度提高，生活也随之改善。

茅盾的创作从翻译起步，曾经
出版过《茅盾译文全集》共 *+册，其
中有 $册是在商务印书馆期间翻译
的，作品类型包括科学小品、国外戏
剧、散文、诗歌，还从事文学批评。虽
然他的小说创作是从*.!& 年开始
的，当时他已离开了“商务”，但显
然，之前在“商务”的翻译对其小说
创作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交往点滴
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年

纪尚轻，对胡适这样的文化名人其

实是仰视、敬重的。商务印书馆邀
胡适来沪担任编译所主任时，茅盾
才 !"岁，在整个“商务”中并不冒
尖。对于《小说月报》的编辑工作，胡
适对年轻的茅盾时有指导，胡适回
京后两人还保持着联系。钟桂松说：
“据茅盾在 *.&$年出版的回忆录中
所述，他对胡适的印象并不佳，认为
‘胡适是中西合璧的混合物’，显然
已没有了《起步的十年》所收录的
信中所透露出的敬仰之情。”
《小说月报》在茅盾接手前发

行量已跌到了 !+++份，处于继续
生存还是被撤的边缘，商务印书馆
因此甚至赴京招贤，北京方面的人

推荐了已在《小说月报》编辑栏目
的沈雁冰，!"#!到 !"$$年，茅盾
担任了《小说月报》的主编，将其改
变为新文学杂志，并吸纳国内新文
学家参与其事，引领中国的新文学
运动，使《小说月报》成为名副其实
的新文学第一刊。《起步的十年》一
书中还写到了茅盾和周作人的关
系，*.!*年、*.!!年前后，即茅盾
主编《小说月报》前后，他与周作人
的关系相当密切，来往信件颇多，
除了约稿，茅盾也向周作人诉说思
想上的苦恼和私人事情。彼时，周
作人在北京，茅盾在上海，两人未
曾谋面。 本报记者 徐翌晟

!茅盾在商务印书馆"首发
相关论坛今在乌镇举行

文坛巨匠
小镇起步
“商务”迈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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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昨天，
由北京鲁迅博物馆与上海鲁迅纪
念馆联合举办的“鲁迅的读书生
活”展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奔流艺
苑”开幕。

鲁迅是中国新文学的开拓者
之一，他以犀利的文笔、深刻的思
想、强烈的批判精神、高度的自省
意识，在中国现代史上产生了巨大
影响。鲁迅一生读书 )+++余种，自

记书账 .+++余册，可谓浩如烟海。
读书、教书、编书、译书、著书，鲁迅
的一生与书相伴，直到去世前一
天，他还关注着他的译著《死魂
灵》。展览分为“青少年时代”“苦读
岁月”“创作与翻译”“从教授到自
由撰稿人”和“书刊的编辑与出版”
等部分，共有 '++余幅图片和 #+

件（套）书籍、手稿、书信等珍贵展
品。展览将举办至 )月 !"日。

“鲁迅的读书生活”展昨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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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的故乡乌镇

"市民在老师的指导下缝制薰衣草香囊 本报记者 胡晓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