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年 #月 "$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谢 炯

视觉设计：戚黎明

#$%&'()%&'()*'%*++,-%+,.

!/小时读者热线：01!!22文娱新闻

! ! ! !本报讯 （记者 王剑
虹）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
表 !"周年，昨前两天，上
海市剧协、上海文广演艺
集团、上海戏曲艺术中心
等纷纷组织沪上文艺界人
士举行座谈会，重温“讲
话”精神。
昨天下午由文广演艺

集团举行的座谈会汇聚了
焦晃、朱逢博、屠巴海、陈
希安、童双春等一大批沪
上各艺术领域的前辈，在
会上前辈们回忆了自己当
年下基层体验生活、搞创
作的许多小故事。著名表
演艺术家、话剧界前辈焦
晃讲述了自己当年下部队
体验生活，在雨天训练冲
锋的往事，他表示有些传
统是不能轻易扔掉的，这
也是学习“讲话”在当下的
现实意义。而评弹界前辈
徐檬丹表示，当年自己搞
创作下生活的方法现在不
一定适用了，现在“下生
活”不仅要了解当前的社
会状况，还要了解听众观
众的想法，“非但要进入生
活，还要进入受众的思
想。”上海木偶剧团副团长
何筱琼则结合“讲话”精神
介绍了木偶剧团坚持为少
年儿童服务、创作小观众
喜闻乐见的作品的情况。
此外，童双春、何双林、朱
逢博等前辈艺术家也纷纷
回忆自己当年下生活、搞
创作的故事。
昨天上午，上海戏曲

艺术中心也举办了一个纪
念“讲话”发表 !" 周年的
座谈会，蔡正仁、李炳淑、

茅善玉、李莉等京昆越沪不同剧种的前辈老艺术
家、院团负责人以及各院团的青年演员等在会上
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结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和艺
术实践，就戏曲艺术的传承与保护，戏曲创作如何
体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
近”，传统戏曲艺术如何在当下求得新发展等展开
了交流和讨论。此外，前天下午上海市剧协邀请
#"多位院团负责人、老中青三代演员等举办了
“学习讲话精神、弘扬文艺界核心价值观”戏剧界
恳谈会。

焦
晃
当
年
下
部
队
冒
雨
冲
锋

上
海
文
艺
界
人
士
纪
念
﹃
讲
话
﹄
发
表
七
十
周
年

改写并非缩写 作者皆是名家
“世界文学名著青少版”昨首发

! ! ! !本报讯 今天上午，由
上海书协、陕西省书协等主
办的“首届‘国粹杯’全国书
法篆刻大奖赛获奖作品展”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开幕。

本次大赛共收到全国
各地稿件 $%&'余件，作品
书体涵盖了行、草、隶、篆、
楷。参赛者中既有中国书协
和各省市书协的书法家，也
有艺术类学校的师生和书
法爱好者，年龄最长的 ('

岁高龄。经过初评、复评共
评出获奖作品 )*!件，其中
特等奖 %件，一等奖 +件，
二等奖 ),件，优秀奖 -""

件。展出的这些作品形式多样，内容高雅，
反映出当代书法家在继承和创新中体现
自己的艺术思想和审美追求。获奖作品此
前已在上海普陀区美术馆展出，作品集同
时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杨永健）

又讯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周年，上海
毛泽东旧居（茂名北路 ./,弄）今天上午
举行红色主题收藏展开幕式。收藏展为
期一周，展品为红色老电影海报、老报纸
等，由著名收藏家刘德保提供。（静文）

! ! ! !本报北京今日电（驻京记者 孙佳音）
陕北窑洞中，黄土高坡上，《延安颂》歌声响
亮，这是昨日由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从延安
走来———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周年美术作品展”
的开幕现场。此次展出的 +,,余幅画作均
为中国美术馆馆藏，包括了吴冠中的《春
雪》、罗中立的《父亲》、年画《拔萝卜》等大
家耳熟能详的作品。

巨幅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照片矗
立在中国美术馆圆厅，延安时代的美术家
形象如群星灿烂，整个展览由“延安时代”
开篇，/,,余件反映延安文艺座谈会和延

安美术历史的文献、实物和影像，再现了
《讲话》发表的历史情境和延安时代美术发
展的整体面貌，其中许多老照片、当年的木
刻原版、木刻刀和日记、手稿、创作稿是从
老一辈美术家和亲属家中征集来的，这也
是中国美术馆第一次使用圆厅展出历史
文献。

文化部部长蔡武在开幕式致辞中说：
“!,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这一
文艺工作的根本问题，极大地转变了中国
美术创作的思想观念和艺术方向，开启了
/,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重要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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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延安走来”美术作品展在京开幕

中国美术馆圆厅首展历史文献
! 年画!拔萝卜" 图 01

! ! ! !“世界文学名著青少版”近日由上海文
艺出版社和 ((读书人联合引进，于昨天举
行了新书首发式，这套改写版的与众不同之
处在于改写者包括中国台湾的众多名家。

这套丛书由台湾东方出版社独家授
权，在中国台湾出版 &,余年来不断补充，
最后扩充到数百种，在世界华语文化区都
有着广泛的影响。据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
陈征介绍，这套丛书改写者阵容是一大亮
点，他们多是知名作家、学者、翻译家，对原著
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理解。例如，著名翻译家、
作家、学者林文月以其深厚的外国文学修
养，改写了 2部十九世纪文学名著《基督山
伯爵》《茶花女》《小妇人》。台湾著名儿童文学
作家管家琪改写了丛书中的 ),本，其中既

有《木马屠城记》这样的神话传说，也有科幻
名篇《化身博士》《科学怪人》。此外，黄得时、
苏尚耀、许文心、周姚萍等改写者也都是名
家。改写者的文字功底极为扎实，不但用规
范的现代汉语改写，更善于用青少年喜闻乐
见的语言把原著精髓“化开来”，读起来朗朗
上口，十分适合家长们带着孩子一起阅读。
陈征表示，青少年文学读物有其特殊

性———必须符合时代、社会对孩子的要求
和孩子本身的心理年龄特征，调动他们的
阅读兴趣，凸现人性之美，有助于他们成
长；从根本意义上说，是为了满足孩子们的
审美需要。这就不能仅仅是“缩写”，而是需
要改写者投入自己的人生阅历、见解眼光。

复旦大学教授严锋表示自己曾改写

《封神演义》，“在改写过程当中，我的感受
很深，故事虽然很有意思，但不适合小孩
子，里面有暴力的，有色情的，这些东西没
有必要太早告诉孩子，可以等到素质更高
以后再去看原本。”
儿童文学作家沈石溪说，这本书的改

写者之一、台湾儿童文学作家管家琪曾经
跟他说，台湾的作家除了自己创作以外，还
有一项工作，很多作家都愿意拿起笔改写
名著，供青少年阅读。严锋说，自己小时候
最喜欢读的历史读物是林汉达的《春秋故
事》，那是一种非常有味道的大白话。他至
今还记得书中类似“郑庄公一听就火儿啦”
这样的句子。林汉达先生是赫赫有名的教
育家、文史学家、语言学家，就这么个海内
外闻名的大学者，替孩子们写了大量的通
俗历史读物，“由最好的作家、翻译家、学者
为最小的孩子写作、翻译、改写，这是非常
好的传统，它体现了文化的连续性和文化
的传承。” 本报记者 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