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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郦亮
目前全国的图书重复出版问题

依然很严重，有人做过统计，重复出

版的大多是所谓经典名著，比如《小

王子》中译本大概有几十个版本，而

《红楼梦》就有上百个版本。一方面

是经典出版很多，而另一方面是经典

的导读很少。不可否认的是很多经

典阅读门槛很高，如果没有导读的辅

助，一般读者也只能敬而远之。这个

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经典导读本实在太难得
写过《天才在左疯子在右》《催眠

师手记》的畅销心理图书的高铭，最近

出了一本《人人都能梦的解析》。这其

实是一本弗洛伊德名著《梦的解析》的

导读本。高铭说，他之所以想写这么

一个导读本，是因为他惊奇地发现，虽

然很多读者都知道《梦的解析》，也很

热衷于谈论这部名著，但其实表示能

真正看懂这本名著的人很少。现在市

面上流传的各种《梦的解析》版本，基

本上都是基于1910年代引进中国的那

个半文半白的译本，但是这个版本与

现代人阅读的口味显然是有距离的。

显然，经典或者热门作品是需要

导读，通过导读来提高读者对于原著

的理解。上海文艺出版社最近结合

热门电影《攀登者》推出了一本《电影

〈攀登者 〉全纪录》，这本书也被视为

是《攀登者》的导读本，这书除了收录

了原著作者阿来所写的原创故事，导

演的拍摄剧本之外，更主要是收录了

1960年5月首次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

峰的4位登山者王富洲、屈银华、刘连

满、贡布的人物小传。这对读者理解

整部电影显然是有巨大的帮助的。

对于读者来说，经典作品的导读

本是如此必须，但是青年报记者在书

市中采访时发现，这类导读本十分罕

见。即便有导读，也基本上是属于教

辅一类的图书，帮助学生提高阅读成

绩，但真正给普通读者看的通行的导

读本很少。一方面经典作品出了很

多，一方面经典的导读本却少得可

怜，这确实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通译人才匮乏是主要原因？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青年报记者，

经典导读本的缺乏恐怕还是一个观

念的问题。总体来说，一些作者认为

写名著的导读本是一件吃力不讨好

的事情。辛辛苦苦把导读写出来，人

们记住的还是经典原著。比如这次

《电影〈攀登者 〉全纪录》，资料的收

集工作是十分繁琐的，作者为了收录

权威媒体刊登的人物小传，花费了大

量心力，但这书归根到底还是一本关

于《攀登者》的书。

而在高铭看来，导读写作的观念

的改变可能并不是最难的，最难的还

是写作导读本的能力。为了写《人人

都能梦的解析》，高铭花了8个半月研

读《梦的解析》英文版，还请了心理学

专业的译者帮给他解释一些专业术

语。而即便如此，高铭对于《人人都能

梦的解析》这个导读本也并不是有完

全的把握的，他说，这书只是给读者提

供了一个阅读《梦的解析》的角度。

高铭告诉青年报记者，一个人要写

导读本必须具有通译和转换的能力。

比如《梦的解析》里会同时提到“汽油”

“酒精”“柴油”三个词，这在中国读者

看来是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对原著的

意思也就很难理解，但是高铭查了

《梦的解析》德文版原著发现这三个

词的词根果然十分相似，于是他在注

解时就加了一条说明，认为这三个词

就相当于中文的“海豹”“海报”和“拥

抱”。这样也就便于中国读者理解。

通译和转换的能力，从本质上说

是需要导读本的作者能够博古通今、

学贯中西，但是现在能够达到这样一

个水准的作者实在不多。这也是导

读本成为稀缺货的一个重要原因。

《代号221》旨在挖掘大历史背
景下普通人的生命故事，从不同剖面
解读不一样的“两弹”研制历史，通过
亲历者故地重游，为观众分享当年的
青春往事，用动人的细节还原221基
地的历史。

该纪录片以三集为结构，第一集
以建厂为主线，以建设者当下状态纪
实为副线，讲述221厂初建时期，可
歌可泣的创业故事；第二集以原子弹
研制为主轴，以原子弹研制参与者重
返221厂的纪实切入，展示鲜为人知
的原子弹发展历史；第三集从氢弹的
制造，历经九十年代初期，221厂撤
厂销号，到今天的旅游转型为时间跨
度，以现实角度，关照中国从拥有核
武器到无核化的大国担当，彰显昂扬
奋进的中国精神，为时代讴歌，为核
工业人立传。

本纪录片在创作理念上，立足当
下，回望历史。以221厂作为时空节
点，从现实视角下亲历者的行动，切
入中国核事业发展的各个节点，展现
中国核事业的辉煌过往。

艺术手法立足运用电影化的镜
头，通过鲜活的纪实，紧扣历史遗存
的展现，结合三维动画、历史再现和

影像史，突破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理
论论述，以“实物实景”，重点讲述“那
时那景”下，中国核事业建设者精神
上的信念与坚守。

创作风格追求典雅、唯美、大气，
解说词富有哲理性、文学性，充分表
现大历史背景下，每一个具象人物的
情感，使本片形成硬朗工业化基调下
的温情氛围，形成直指人心的精神力
量。

据 悉 ，纪 录 片《代 号 221》于
2018年11月启动、2019年6月正式
开拍，制作先后历时1年，三赴青海
实地寻访、勘景，共采访了30多位当
年在 221 基地工作和战斗过的老
人。撰稿团队文稿前后撰写6版，总
计20多万字，小修改不计其数。拿
到鲜活的影像资料后，后期团队开
始了近半年不舍昼夜的剪辑制作过
程。先后经历了精编剪辑 4 版，最
终成片。

《代号 221》每集 45 分钟，共 3
集，将于2019年9月27日在上海东
方卫视首播，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实
频道同步播出，CCTV-9、青海卫视跟
播，同时也将于各互联网平台同步
播出。

大型纪录片《代号221》为你讲述

中国核工业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
“两弹一星”，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从来没有人忘记。
为记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中国梦的光辉历程，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牵头，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联合制作的大型
纪录片项目《代号221》，旨在以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二二一厂）
为视角，用影像记录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发历史，回望中国核工业在源
起、研发和试验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展现中国核武器科研工作者的
精神风貌。 青年报记者 陈宏

经典很多，经典导读太少

中宣部2019年主题出版重点出
版物《乐颂中国》音乐精品集24日在
京首发。该精品集汇集了116首中
国音乐、戏曲、曲艺佳作，展现和传
播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创新成果。

该音乐精品集分为三个篇章：
“歌曲篇”“器乐篇”及“戏曲 · 曲艺
篇”。其中，“歌曲篇”分为“永恒礼
赞”“走向富强”“九州飞歌”“颂咏时
代”四个主题，以时间脉络、用歌曲
形式呈现了 70 载光辉历程；“器乐

篇”分为“国乐芬芳”“华乐和谐”“中
西乐融”“交响华章”四个主题，收选
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代表性的中
国原创民族器乐独奏、重奏、民族管
弦乐作品和钢琴、小提琴等西洋器
乐的独奏、重奏、交响乐作品，呈现
出各个时期的创作成果；“戏曲·曲
艺篇”分为“国粹流芳”和“多彩梨
园”两个主题，收录了23首戏曲和曲
艺经典作品。

据新华社电

《乐颂中国》

展现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创新成果

“要看孙悟空啦！”24日晚，梅兰芳
大剧院热闹非凡，经典传统剧目《大闹
天宫》在此上演，观众们早早等候，小
朋友们更是欢呼雀跃、期待不已。

锣鼓声起，演出在欢快的气氛中
拉开帷幕，台上翻、打、跌、扑、舞，好
不热闹。首次出演全本《大闹天宫》

的主演王好强用尽浑身解数将孙悟
空的灵动状态呈现在舞台上，幽默风
趣，“功夫”了得，观众频频叫好，剧场
中充满笑声、掌声。此次国家京剧院
复排该剧，由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光担
任导演、艺术指导；国家京剧院一级
演员王好强饰孙悟空。 据新华社电

《大闹天宫》

国家京剧院复排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