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物馆，典藏人文遗产的文化机构，正
日益受到观众的追捧与喜爱。记者4月17
日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我省今后不仅要
将藏品资源进行数字化处理，而且还将运用

藏品数字化保护技术，更好地将藏品的内涵展示给受
众。此间，同步推出的“八大工程”和“两大活动”，将让
我省博物馆成为更具社会影响力的教育基地、更富吸引
力的旅游目的地、更有文化凝聚力的宣传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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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QIRITAN

最近，商务部官网上转载了一篇《传播中
国电影“字幕”很重要》的文章，文中大意是国
产影视剧出海，虽然势头不错，但依旧有阻
碍，这其中，影视剧字幕的作用应该被重视，字
幕的翻译内容是否“信达雅”，字幕的字体选
择、设计大小是否有利于在观影条件下被阅读
理解，都是影响一部影视剧能否在海外成功传
播的重要因素。其实，即使是在本土，字幕，这
个影视作品“边角余料”，也需重新打量。

影视剧的字幕，其实就是无声的台词，质
量高低直接影响着一部影视剧的观赏效果。
在看海外影视剧时，多数人通常会有两种选
择，一种是经过普通话配音；一种是外文原
声，中文字幕。许多渴望体会更多原汁原味
的观众会选择中文字幕，外语同期听个语气
情绪，内容依靠看字幕。字幕内容能否准确
同步影视剧的台词意思，直接影响一部影视
剧的观赏效果。词不达意，甚至字幕出屏速
度无法与剧情同步，会严重干扰艺术效果，这
也是我们看原声海外影视剧，有时候遇见快
速大段台词时，会觉得有点没看明白的原
因。同理，外国观众观看我们的国产影视剧，
如果字幕翻译水平、出屏速度不尽如人意，加
上还有一层文化陌生隔膜，欣赏效果会大打
折扣。海外律政剧在国内比较小众，就与这
种类型剧高速、海量、专业程度高的对话特点
有关，字幕效果很难跟上对话速度，如果跟上
语言速度，观众又难以看剧情，同时还要一目
十行地快速理解，最后收看效果大打折扣。
同理，中国动作片在海外一直大受欢迎，除了
我们的武打功夫精彩而独树一帜，情节设定相对
简单，对话少，字幕少，没有理解障碍也是重要原因。

字幕能承载的内容有限，须简短醒目，不
可语意混乱。不要说外国影视剧，即使本国
语言，字幕的信息量过载也会翻车。制作精
良、阵容强大的《风起陇西》口碑差强人意，其
中有不小争议就是其字幕问题。剧中台词半
文半白的对话较多，台词在屏幕左边竖排，解
释的现代汉语台词字幕在下面横排——观众
在一个屏幕上短时间内要看表演，要看台词，
要看注解，而且还是横竖两种排版方式，怎么
能不累呢？人的平均阅读速度是一秒5至10
个字，但那是在只阅读没有其他干扰的情景
下。如果剧中画面信息本身已足够丰富，字
幕的阅读速度自然会慢。《风起陇西》制作方
出于好意，希望准确全面传递信息，最后因为
字幕承载了太多信息量，反而干扰了看剧
情。爆款剧《陈情令》在北美上线，评分虽高，
观看人数却有限。中国古代人的名、字、号复
杂，加之缺少解释性字幕，外国观众追着追着
就人和名对不上号了，如坠五里雾中。由于
文化差异，《甄嬛传》里的皇贵妃到贵人，字幕
上都变成了伯爵夫人、子爵夫人，海外观众理
解不了，此时确实需要字幕进行简短的解释，
缺少这一环，就会造成剧情根本上的误解。

字幕的形式设计，字体、字号大小同样是
表达影视剧的风格和特点的重要元素。1987
年版《红楼梦》从片头到唱词的全部字幕，完全
是由当时年轻书法家李纯博手写的隶书体字，
古雅清丽，在唱词字幕中保留了繁体字，与全片
的浓郁文化历史氛围、典雅清丽的格调高度融
合。当《葬花吟》如泣如诉的歌声响起时，手写
隶书体的字幕徐徐出现，音、画、字风格的高度
融合，让人感觉这吟唱就是从林黛玉心底流出
的诗句。如果整剧字幕换成等线黑体，则意境
全无，大煞风景。《橘子红了》片头演职人员字幕
最早采用烟火散去的淡出方式，这种方式今天
看来平常，当时绝对令人耳目一新，这种具有象
征意味的字幕淡出方式不仅有介绍说明的功
能，也暗示了剧情中人物悲剧命运，有着审美意
义和阐释剧情的效果。独具匠心的字幕出屏方
式，从一开始就向观众表明了《橘子红了》美术
制作班底的诚意。而今年几部走向国际市场的
电影，外语字幕也在字体、字号，包括停留时间
上下了功夫，改善了观影体验和传播效果。

中国画讲究“题词落款”，字与画面不可
分割，题字往往是点睛之笔。影视剧中的字
幕，不仅是理解剧情的文字辅助，也是画面的
一部分。字幕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多样化，我
们进行的各种尝试，既是技术的进步，也是文
化交流带来观看习惯的改变。字幕如同衣服
上那似乎不起眼的一排扣子，看似小配饰，其
实决定着一件衣服最终的品相与保暖效果，
它们的存在到底是点睛之笔、与衣服浑然一
体，还是别扭突兀，要看设计师用心与否。字
幕非小事，能添彩也能添堵。

字幕非小事
能添彩也能添堵
王海宁

本报讯 记者谭硕报道 4 月 14 日、15
日，黑龙江省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在辽宁大剧
院进行了交响音乐会“激情燃烧的旋律”“俄
罗斯风情音画”两场演出。作为“辽宁之春”
音乐节的重要演出之一，两场富有特色的精
彩表演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

据悉，为更好亮相此次音乐节，黑龙江省
歌舞剧院交响乐团 72 名团员全部参与其
中。乐团的音乐家以专业的艺术表演充分展
现了乐团的独特魅力，带来了《红旗颂》《乌苏里
船歌》《云南音诗》以及《夜莺》《胡桃夹子组曲》等
作品。黑龙江省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团长张琦表
示，“非常感谢辽宁搭建了这么好的音乐交流和
展示的平台，黑龙江省歌舞剧院交响乐团才能
为辽沈的乐迷们奉献上精彩的演出。”

黑龙江省歌舞剧院交响乐团是中国北方
的一支历史悠久、实力雄厚、闻名遐迩的交响
乐团，成立 40 多年来，先后演奏和储备了大
量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不同国度的经典音乐
作品，与众多中外著名的指挥家、演奏家、歌
唱家有过密切友好的合作。

黑龙江交响乐团亮相
“辽宁之春”音乐节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弘
扬鲁艺精神、赓续红色血脉，4月14
日，由沈阳音乐学院与省政协办公
厅联合主办的纪念“五一口号”发
布75周年·时代的行板——鲁艺红
色经典室内乐演颂会在沈阳音乐
学院精彩上演。

演颂会分为“国危民靡 青年
奋起”“峥嵘岁月 不负使命”“弦
歌不辍 薪火相传”三个篇章，通
过教师为学生授课的形式，将 85
年来鲁艺人、沈音人创作的多部
经典音乐作品进行音乐、舞蹈、朗
诵、戏剧融合的多元化艺术表达，
将延安鲁艺及沈音发展的历史画
卷徐徐展开，在回望历史中展现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
的辉煌成就。

演颂会在《延安颂》中拉开序
幕。乐曲气势宏大，追溯了延安红
色血脉，抒发了青年对祖国美好未

来的无限憧憬之情。接着，演播者
房明震在钢琴与中提琴唯美的乐
曲声中，满怀深情地朗诵了诗词

《沁园春·雪》。
风铃声响起，在凝重庄严的背

景音乐中，一名白发老教授在舞台
一角指点一名学生演奏钢琴，老教
授说：“田雨，你演奏的曲子啊，没
有‘魂’。”青年问：什么是“魂”？
老教授说：这个“魂”要从延安城

东北角的桥儿沟讲起……
舞台上风铃声再次响起，一束

光打在老教授脸上，老教授说：“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
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
品，这是‘魂’的核心。”

随着弦乐四重奏的节拍，舞台
上，舞者们化身游击队员，演绎那
首脍炙人口的《游击队之歌》。此
次演出，不光有《游击队之歌》《映
山红》《翻身道情》等弦乐四重奏曲
目，还有器乐曲《初心》、钢琴曲《黄
河颂》等，这些大气奔放的旋律配
以铿锵有力的朗诵，气势雄浑地展
现了祖国大好河山，赞美了中华民
族的英雄气概。

结束曲《领航》振奋人心，激情
昂扬的旋律与恢宏壮阔的画面相
呼应，表达了民众奋进新时代的壮
志豪情，将整场演诵会推向高潮。

袁嘉平是老教授扮演者，他

说，通过此次演诵会的排演，对鲁
艺精神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艰苦的
岁月里，正是老一辈艺术家以坚定
的革命信念肩负起时代和人民的
重任，铸就了鲁艺精神之魂。学生
的扮演者张银益说：“在这场演出
中，对鲁艺发展史、鲁艺经典作品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明确了自己所
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一定
要传承好红色基因。”

沈阳音乐学院副院长冯志莲
表示，演诵是以朗诵为根基，比传
统朗诵更加投入感情的一种朗诵
艺术形式，将音乐、舞蹈、戏剧融入
朗诵中，更有代入感、沉浸感，引起
观众共鸣。此次演出沉浸式地演
绎了鲁艺前辈奔赴延安、投身革命
文艺的感人故事。“在激昂奋进的
音符中，党史教育已悄然浸润到观
众的心里，使演颂会真正成为一堂

‘舞台上的思政课’。”冯志莲说。

鲁艺红色经典室内乐“时代的行板”在沈上演

正在热展的“继往开来 国韵
书香——辽宁省图书馆古籍保护
与传承特展”，从馆藏的 61 万册古
籍、12 万册善本中精心挑选出 10
部稀世古籍进行展览。其中，最有
价值也是全球仅此一件的展品是
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而这也是
唯一一部保留下来的中国古典文
学作品手稿。

4 月 16 日，省图古籍文献中
心举办“烛照千载 思接万世——
由《聊斋志异》手稿说开去”论坛，
主讲嘉宾为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
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孟繁华、沈阳
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贺绍俊、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员陈福民。三位嘉
宾深入对话，共议手稿的核心特征
和时代价值，探讨古籍保护传承发
展路径，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
代绽放光彩。

不可复制的手稿独一无二

在认真地观看特展后，三位嘉
宾用了“激动”“兴奋”“震撼”等字
眼表达自己的观展印象。切入正
题，他们首先谈了关于《聊斋志异》
的版本和手稿问题。

观展时，看到有很多人在体验

雕版印刷，这让陈福民感慨不已：
“古代成书非常复杂，如司马迁写
《史记》，就是刻在竹简上，不像现
在这么简单。我们在享受科技文
明成果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古代文
明流传的不易。一本书保存流传
要经历很多磨难。比如《永乐大
典》基本全都毁掉了，《四库全书》
在江南的也都毁掉了。《红楼梦》没
有稿本，只有《聊斋志异》有稿本。
只有经过历代读书人、刻书人的守
护传承才能让这些名著流传下来。”

陈福民谈到，现在流传的《聊
斋志异》比较有名的是煮雪斋抄
本，但不是祖本，保存已经不完
整。最早的刻本是青柯亭刻本，传
播范围变广。这个时候，稿本就被
蒲氏后人雪藏起来了。蒲松龄一
辈子就干一件事，写《聊斋志异》。
字体极其工整，里面有他的体温，
有他的思想。

关于《聊斋志异》手稿的价值，
孟繁华说：“一是文献价值，即唯一
性，不可复制。我们现在使用电
脑，版本要多少有多少。二是学术
价值。四大名著没有稿本，《聊斋
志异》还有其他版本，但是这个稿
本是最具权威的参照。三是收藏
价值。稿本具有全息意义。通过

手稿我们可以看到字迹、纸张、字
体等，甚至可以看到蒲松龄创作时
候的心态、心情和身体状况。”

蒲松龄是文言短篇大家

观看《聊斋志异》手稿，贺绍俊
似乎看到了蒲松龄在一个字一个
字地雕琢作品，语言上更是能够让
人反复咀嚼品味。“文字和文化创
造的精神价值不可估量。蒲松龄
是比较潦倒的文人，但是他很看重
自己写的《聊斋志异》，有人要出
500两黄金来买，却被他拒绝了，因
为这是精神产品。”贺绍俊说。

《聊斋志异》是用文言文写就
的，但是，在蒲松龄之前已经有“三
言二拍”，之后有《红楼梦》的白话文
写作，而蒲松龄依然坚持文言文写
作，这有什么意图呢？《聊斋志异》在
古典文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对于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问题，
陈福民说，四大名著、“三言二拍”
这些古典文学名著白话文程度已
经非常高了，白话文就是中国语言
的一个过渡、变迁。语言学家有过
考证，我们白话在南宋末期就有了
苗头，明朝坊间就以改造过后的白
话文为主了。在这个基础上，形成

白话文小说。语言从典雅向通俗
转变，蒲松龄的写作是一种“倒行
逆施”的行为，用古典文言文写小
说。中国古典文化经典形式不是
小说，小说在古代是不登大雅之堂
的，古典文化的代表是韵文、诗
歌。《红楼梦》里面有个细节，贾宝
玉林黛玉分享看小说心得，他们偷
偷传阅怕被人发现，因为当时这是
有伤风化的东西。“在我个人看来，蒲
松龄是最后一个文言短篇大家，为
我们保留了精美的语言。”陈福民说。

孟繁华接过了话茬：“明清时
候小说地位不高，是取悦大众的。
想要攀附上层，两个途径，一个是
和历史结亲，一个是和诗歌结亲。
蒲松龄是怎么想的，自己没有写。
我觉得是受了小说地位低的刺激，
你说小说上不了台面，我就用最典
雅的语言来写小说，这和蒲氏的美
学追求离不开。”

蒲松龄的小说具有开创性

“作为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
《聊斋志异》对中国当代文学具有
什么样的影响和意义？”主持人问。

对此，贺绍俊直言，《聊斋志
异》是第一部由作家进行创作的文

言文小说，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比较
大。这个作品写的是非现实世界，
塑造的人物主要是鬼怪狐妖，和现
实主义文学不一致。但写现实发
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会发现，作家
不能像一面镜子，如实刻画，这时
就需要《聊斋志异》提供很好的范
例。“如莫言等作家的很多小说有

《聊斋志异》的影子。最重要的影
响还在于语言文字提炼得非常精
致，有韵味。我们当代文学是在白
话文基础上诞生的，强调口语，强
调从生活中吸收语言的资源，忽略
了语言的精益求精，吸收《聊斋志
异》的语言智慧，这有益于今天文
学语言的磨炼，使其更加精美。”

孟繁华认为，《聊斋志异》在文
学创作中提供了一种范式、一种方
法，具有革命性。他说：“作家最重
要的是给我们提供新鲜的审美经
验，《聊斋志异》就提供了过去作家
没有提供的新的范例。”

“从蒲松龄开始，中国文学开
始有了一批被定义的形象，这是难
能可贵的。里面的角色有原则、有
立场、有骨气，对女性形象的刻画，非
常可爱。蒲松龄的故事有2/3是个
人创作，对小说的贡献就在这里，具
有开创性。”陈福民说。

省图古籍特展专家论坛开讲——

《聊斋志异》给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范式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核心
提示

随着弦乐四重奏的节拍，舞者深情演绎《游击队之歌》。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在“青花清韵”展览的三维数字展示器上，观众轻触屏幕，就能看到不
同角度的数字展品。

推进藏品数据库建设 让人人都能“触摸”藏品

我省博物馆加速跨进“数字时代”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并摄

足不出户
细看展品“前世今生”

去年底，“青花清韵——元青
花瓷器展”在辽博与观众见面。与
以往的一些展览不同，“青花清韵”
展融入了更多数字化元素。在展
览现场，矗立着一件三维数字展示
器。观众只需轻点触摸屏，一件件
珍藏在其他博物馆的元青花瓷器
就以立体方式出现在屏幕上，观众
不仅可以通过屏幕上的文字详细
了解这件器物的“前世今生”，还能
360 度随意翻转、随时缩小放大这
件瓷器查看细节。

不久前，“青花清韵”展的数字
化展示更向前迈进了一步——展
览由线下原汁原味地搬到了线上，
观众足不出户，就能通过手机像在
现场一样近距离欣赏各种精美文
物。

线下数字化欣赏，线上数字化
展示，“青花清韵”展只是我省博物
馆行业不断使用数字化展示并利
用的一个缩影。今年，我省围绕博
物馆的发展，同步推出“八大工程”
与“两大活动”，其中，博物馆数字
展示与利用平台的搭建是一项重
要内容。

对我省而言，博物馆数字化不

仅仅包括展示与利用这一层面。
根据我省此前出台的《关于推进博
物馆改革发展的实施方案》，今后
几年，我省将开展全省博物馆藏品
登录、使用、保养情况检查，推进藏
品档案信息化标准化建设，推进全
省珍贵文物档案电子化，逐步推广
藏品电子标识。同时，强化馆藏文
物预防性保护、藏品数字化保护工
作，完善项目库建设；推进藏品资
源数据库建设，加大藏品基础信息
开放力度，让我省博物馆全面跨进

“数字时代”。
对我省而言，博物馆数字化不

仅仅包括展示与利用这一层面。
根据我省此前出台的《关于推进博
物馆改革发展的实施方案》，今后
几年，我省将开展全省博物馆藏品
登录、使用、保养情况检查，推进藏
品档案信息化标准化建设，推进全
省珍贵文物档案电子化，逐步推广
藏品电子标识。同时，强化馆藏文
物预防性保护、藏品数字化保护工
作，完善项目库建设；推进藏品资
源数据库建设，加大藏品基础信息
开放力度，让我省博物馆全面跨进

“数字时代”。
眼下，观众通过微信小程序

“云上故宫”，在“数字多宝阁”里可
以在沈阳故宫博物院的众多文物
中间自由穿行。在线上，观众可以

透过屏幕近距离欣赏剔红勾莲纹
开光山水人物天球瓶、掐丝珐琅
缠枝莲纹朝天耳三足炉等各种充
满历史沧桑感的文物之美。目前

“数字多宝阁”上线的文物已有珐
琅器、瓷器、金属器等 10 大类共
200件。

八大工程
助力数字平台搭建

据介绍，我省博物馆工作今年
推出的“八大工程”与“两大活动”
均已明确各自内容。

“八大工程”包括：博物馆改革
发展工程、馆藏文物保护利用工程、
精品主题展览工程、公共文化服务
能力提升工程、博物馆安全发展工
程、从业人员能力提升工程、社会文
物管理工程、平台搭建工程。数字平
台的搭建成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馆藏文物保护利用工程”
中，我省不仅优化博物馆藏品管理
制度，规范馆藏珍贵文物定级、建
档和备案，而且同时推进“四史”相
关藏品征集工作，并持续开展全省
可移动文物保护，构建馆藏文物监
测、评估、修复的一体化保护体系。

如何让一场精品展览被更多
人知晓，在“请进来”的同时，我省
今年也支持各地博物馆不断“走出
去”，持续开展流动展览和社教活
动，这些内容纳入“公共文化服务
能力提升工程”中。

目前，我省部分博物馆、纪念
馆已与学校展开了对接与长期合
作。今年，我省将就这种形式进行
细致探索，进一步深化馆、校合作
的长期机制。同时，尝试利用博物
馆资源开设青少年课后学习课程、
开发系列青少年精品示范课程，鼓
励创建青少年教育活动项目品牌。

今年，我省博物馆行业还将瞄
准“两大活动”积极谋划。其中之
一是今年上半年的“国际博物馆
日”。围绕今年“博物馆、可持续性
与美好生活”这一国际博物馆日主
题，我省将采取全省联动的方式，
策划推出陈列展览、讲座论坛、文
创推介、特色节目展演和公众互动
活动等系列活动，搭建博物馆与公
众沟通互动的平台，让更多社会公
众关注博物馆、参与博物馆、融入博
物馆。

另外一项活动是今年将组织开
展全省博物馆系统文创大赛，让我省
馆藏文物动起来、活起来、火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