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讯（记者 孙佳音 ）中国
共产党党员，上海市第一至第五
届政协委员，上海市第八、第九届
人大代表，中国翻译协会原副会
长、上海市文联原副主席、上海市
作协原副主席、上海翻译家协会
首任会长，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
员，著名文学翻译家草婴（盛俊
峰）同志遗体告别仪式，昨天下午
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

草婴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月 #$日 !%时 "#分在上海逝
世，享年 &'岁。

草婴同志病重期间及逝世
后，中央领导同志、其他有关方面
领导同志以各种方式表示关心、
慰问和深切哀悼。韩正、杨雄、殷
一璀、吴志明、应勇等领导，以及
国家有关部委、全国及本市文化
界著名人士等敬送花圈。

昨天下午 '时，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董云虎与社会各界人士
向草婴同志遗体三鞠躬，作最后送
别。有关部门和单位的负责同志，
草婴同志的亲属、生前好友及文
艺界人士、众多读者也前往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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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译著满寰中万绪文心印千古，声名遍
宇内一生德艺溢双馨“。昨天下午，龙华殡仪
馆大厅内，#$ 字的挽联仿佛诉说着这位翻
译大家无愧于译作、无愧于读者的一生。”沉
痛悼念草婴同志”% 个黑色大字庄严肃穆，
而照片里的草婴则笑得温暖、明亮，草婴先
生安静地躺在白色的鲜花中，白色的花圈摆
满了大厅……

多年老朋友!

越了解越敬佩

草婴先生的朋友和学生们都来了，有的
来得很早，“看他躺在那里，穿着黑色西装，打
着领带，头发梳得很整齐，还戴了眼镜，就想
起了他以前精神矍铄的样子，心里很难过”；
有的走得很迟，“只是想跟他再待一会儿，以
后就再也见不到了”。

年近九旬的翻译家吴均陶先生腿脚不
便，但他还是坐着轮椅、穿着厚厚的棉裤，坚
持要来送一送这个老朋友，“认识他有几十年
了。他看上去很平凡，但他的人格很伟大。越

是了解他，就越是敬佩他。他一直一个人埋头
在译稿里，#"多年，不做官，不要名，不要利，
甚至连我们译文出版社的社长都不肯担任。”
吴均陶先生从事翻译工作逾 (" 年，最了解
其中的艰苦和甘甜，“草婴就是凭着责任感，
一辈子用笔作武器，从最初宣传前苏联的文
学作品，到‘文革’后投身托尔斯泰的小说翻
译，捡拾起人道主义的光辉。他是一个信念
特别坚定的人，像巴金一样，他是抱着理想
来投身文学的。”讲到激动处，吴老语气有点
哽咽。

素未谋面者!

一直与他!交流"

人群中有七八个背着书包的大学生，肃
穆的面庞掩不住他们的青春朝气。他们告诉
记者，刚上完一节俄罗斯文学的选修课就赶
忙过来送草婴先生最后一程，“下个学期我们
还要选修‘托尔斯泰精读’。”

他们的老师耿海英也在人群里，作为上
海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耿海英

从事前苏联文学的研究、教学近 '"年，“虽
然与草婴先生素未谋面，但一直在书中、在
译作里与他交流，他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陌
生。”耿老师还说：“亲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草婴先生的译作非常贴近中文的表达习惯。
与其他译者相比，他很少用欧式化的长句，
没有那种华丽的修辞和所谓的洋腔洋调，一
点儿也不让你觉得是在阅读外文译作。比如
草婴把《被开垦的处女地》的书名改为《新垦
地》，把《人生下来不是军人》的书名改为《军
人不是天生的》，如果细细体会，你就能够感
觉到它的美妙。”

这份美妙，相信还会有更多文学爱好者
今后可以慢慢体味到。据了解，草婴家人最
惦念的“草婴书房”已基本确定落户徐汇区，
“事情忙完后大家就会坐下来讨论，很快就
会有具体方案，非常谢谢大家的关心。”红着
眼睛，草婴先生的女儿盛珊珊告诉了记者这
个好消息。

本报记者 孙佳音

音乐会名 别有意蕴
这台演出并非简单的民乐演

奏集成，而是以民乐为元素或载
体，呈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源远流
长。演出名为“大音华章”，别有意
蕴。“大音”既来源于老子“大音希
声”，也有“黄钟、大吕”之意。所谓
“大音希声”，意为真正美好的音
乐并不喧哗，甚或接近自然的寂
静。秉承这种传统美学观的乐器
就是古琴。当龚一拨动古琴弦时，
能感受到千人剧场为一人而屏息
凝神。而“华章”则寓意中华民族
悠久灿烂的历史文明和新时代辉
煌的发展。

音乐会以“风、雅、颂”的结构，
解析了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发展的
脉络和艺术特色，意在表达“天地
人和”。“风、雅、颂”是我国第一部诗
歌总集《诗经》的三个部分。其中的
美好字句，也被谱成由民歌手领
唱、伴有小组和声的架构。令人印
象深刻的是每一个节目的舞美设
计都颇具匠心，由灯光或多媒体影
像形成的大面积抽象色块上，点缀
着朵朵白云或离离原上草，视觉设
计与音乐风格统一于现代与民族
的水乳交融中。

五个篇章 意境深远
怎样用一场音乐会的时间来

展现积淀数千年的中华音乐文化？
这是本场音乐会在内容和结构上
的一个大难题。经过反复推敲和探
讨，主创团队一致认为，音乐会不
能做成音乐编年史，尽管可以呈现
历史的感叹，但更多的应是“风”的
浅唱、“雅”的低吟、“颂”的高歌。音
乐会通过“古韵”“大曲”“风雅”“大
道天籁”“大梦东方”五个篇章，以
古老乐器和当代乐队，全面诠释
“中华民族从远古走来、向未来走
去”的深远意境。团长罗小慈表示：
“中华民族音乐文化源远流长，在
新的时代更需要我们去传承和创
新，以新的内涵和表达方式构建我
们自己的民族音乐家园。《大音华
章》正是我们的一次尝试。”

重写"丝路# 精益求精
当青年作曲家陈哲第一次

满怀信心地把作品《丝路》交给
艺术总监时，得到的却是“重
写”的结果。理由是，作品虽然
充满了西域音乐的风格，也十
分好听，但缺乏一种感动和震
撼，丝路文化不仅是多元和交
流，更是文明的融合、精神的共
鸣。音乐不仅是风格的呈现，更
需要深层次地展现这种文化的

辉煌。为此，陈哲多方查找资
料，并与艺术总监反复沟通。最
终，原先的民族管弦乐作品，融
入了多民族乐器的演奏形式。
艾捷克和二胡、弹布尔和琵琶、
热瓦甫和柳琴、巴拉曼和管子，
这些分别代表不同民族的拉弦
乐、弹拨乐和吹管乐器依次结
伴出场、和谐共奏，不仅具有同
根同源、一带一路的寓意，更用
音乐奏响了民族大团结、大发展
的动人篇章。

多方打听 定制乐器
为了在音乐会上演奏好一些

几乎失传的古乐器，有些演奏家们
还亲自参与乐器的定制工作。打击
乐演奏家王音睿，经多方打听，得
知苏州一家乐器厂能制作乐器陶
鼓，于是立即前往，恳求师傅加急
定制。竹笛演奏家李宛慈邀请在江
苏的师傅特别定制了一支古老的
吹管乐———篪。虽同为吹管乐器，
但与笛子不同，吹奏篪时右手需要

反过来，为适应这一演奏方式，李
宛慈增加了练习时间。

此外，音乐会还邀请了 !"位
维吾尔族、朝鲜族、苗族、藏族、蒙
古族等少数民族的演奏家，他们
分别来自新疆、延边、贵州、迪庆
和内蒙古，他们带来了热瓦甫、朝
鲜唢呐、芦笙、弦子、马头琴等各
种民族乐器，观众从他们的演奏
中感受到了各民族最纯正、地道
的音乐风格，领略了民族文化的
丰富多彩。 首席记者 朱光

一人拨动古琴弦
千人凝神聆天籁

!大音华章"

大型民族音乐会

昨晚献演艺术节

一束亮白的光顶天立地
于舞台右侧，远景则是黛蓝的
山。古琴演奏家龚一气定神闲
地落座，还未开弹，“高山流
水”的意境已经弥散开来……

第17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唯一一台民乐
演出———由上海民乐团打造的《大音华章》大型
民族音乐会，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亮相。

! ! ! !中国戏曲!是一种历史

悠久的综合舞台艺术样式!

而作为戏曲重要组成部分

的民乐!也承载着中华传统

文化的基因" 以往!诗歌是

用于吟诵! 而不是 #朗读$

的%唐诗发展到宋词进而到

元曲!就是&吟诵$诗歌不断

被配上曲调的过程%从元代

开始!集结着若干&元曲$的元杂剧

形成!这也就是传统戏曲的雏形%所

以说!戏曲!也就是一部中华传统音

乐舞蹈的发展史%而民乐!则是传统

文化中不可割裂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 艺术节中仅有一台大型

民乐节目似乎有点少!但是&大音华

章$这部作品确实品质较高!且以当

下的审美切入! 融汇了各种技术手

段! 展现了民乐及其承载的文化基

因的特质%整体气势恢宏!细部雅致

脱俗% 民乐圈始终困惑于如何在挖

掘自身特质的同时 &与世界对话$%

&大音华章$提供了一个可以参照的

范例'((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在这台音乐会上得到

了美好的实现% 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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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留下的“美妙”能让人慢慢回味
###翻译家草婴遗体告别仪式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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