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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世界人文精神殿堂的显性展现范式
——“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的盛名与“从《诗经》到《红楼梦》”的绝响

4 月 21 日至 6 月 21 日，中国国家图

书馆携手大英图书馆联合举办的“从莎

士比亚到福尔摩斯：大英图书馆的珍宝”

展，及国家典籍博物馆主办的“从《诗经》

到《红楼梦》——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

典”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同时展出。

其中，“大英展”展出英国标志性作

家莎士比亚、拜伦、华兹华斯、夏洛蒂·
勃朗特、查尔斯·狄更斯、柯南·道尔等人

的 9部手稿、2部早期印本，涵盖诗歌、戏

剧和小说三个领域。据悉，“从莎士比亚

到福尔摩斯：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展，是

国家典籍博物馆近年引进的高水平展览

之一，展览从策划、组织到相关部门领导

的重视程度及人力、物力的投入也是空

前的，这一世界级定位源自于展品自身

的魅力及中英策展团队的艺术呈现合

力。同时，大英图书馆董事会主席特莎·
布莱克斯通在开幕式上也表示：“此次展

览是大英图书馆有史以来规模最宏大、

最激动人心的国际项目之一，亲身领略

英国和世界经典文学作品的珍贵手稿，

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生难求。”

此生难求，这展到底有多难得？

据中方介绍：“漂洋过海而来的展

品是从大英图书馆收藏的约 1.5 亿件文

物中，挑选出的 10 位文学大师的代表

作品。其选择概率至少要满足两大条

件——首先是能代表英国文学的顶级

作品；其次，还得在中国读者心中留下

深深烙印，影响一代至几代人。”

的确，我们看到现场展出的手稿莫

不如此，皆为文学与音乐作品的孤本原

件：夏洛特·勃朗特《简·爱》的修订手

稿；英国“诗圣”华兹华斯《我孤独地漫

游，像一朵云》诗歌草稿；还有大英图书

馆国王图书特藏、莎士比亚最忠实于原

作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早期版本……

除了“名著”，通过影视改编，在中国走

红经典文学作品：柯南·道尔《失踪的中

卫》中创造的史上最著名侦探福尔摩

斯；“詹姆斯·邦德系列”故事之一《黎明

生机》的手稿也展于此——“詹姆斯·邦

德可是大名鼎鼎的 007 呢，所有邦德电

影我都看了个遍！”一个刚进展区就忙

着问导览人员福尔摩斯和 007 在哪儿

的小伙子兴奋地说着。“我大学期间迷

恋《莎士比亚全集》，读的就是朱生豪译

本，如今在这展览中真真切切感受到整

个翻译过程的艰辛，大学那段美好的读

书回忆仿佛又在眼前。”一位叫“晓雯”

的观众深情地表示。

诚然，平常在课本、考卷、影视作品

中出现的世界顶级诗人、小说家、戏剧

家，通过这次展览，以最亲近的方式在

国图和大家“邂逅”，满足学术粉、文艺

粉、作家、导演、亲子团……看展的全方

位要求。难怪记者在现场看到，拿着小

本子记录的老师、学生，还有通过手机、

相机等拍照、直播、讲解的观众——穿

越时空的这场文艺饕餮盛宴，对得起大

家揣着的那颗朝圣的心。

那么，这“大英展”“展粉儿”们从哪

开始看？又如何看呢？

“大英展”的“展粉”们看什么？

●感官初识——视觉盛宴离不开

的展厅美学设置

“此次展览是以文学和书籍作为内

容的展览形式。文学是世界人文精神

的殿堂，是诸多艺术形式的本源和综合

载体。但常理上，文学书籍不及书画作

品在展厅中的视觉冲击，也不像音乐、戏

剧般立体。国家典籍博物馆作为典藏书

籍最丰富的博物馆，如何丰富书籍文字

展览的内容与形式，拓展视觉和感受的

空间，一直是我们的重要课题。这次展

览是文学的、戏剧的、音乐的，同时也是

美术的。如何使这些艺术形式相得益彰

又不喧宾夺主，这里面的策划学问需要

反复实践和揣摩，对此我们进行了一系

列有效尝试。”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

典籍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李虹霖说。

“虽然不能识别手稿中的每个单

词，但依然不妨碍我们带着对比和欣赏

的眼光看这场展览。走进展厅，世界瞬

间安静，欧式红色帷幔的设置、灯光营

造出来的暗色调，让我有一种瞬间穿越

的错觉，这种穿越没有国界，还可忘却

时间。展厅中心陈设有七套华美戏服

（后来听讲解说是专门邀请北京人艺提

供的），分别为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

主要人物着装，这一场景的设置采用剧

中剧的展览方式，有一种强烈的带入感

——哈姆雷特的悲惨剧情仿佛就在眼

前。”现场观众接受采访时这样谈到。

据记者了解，这几套华美戏服场景的设

置，在大英图书馆同级别的展览中是看

不到的，但在策展方案交流环节，国家

典籍博物馆提出这一策展建议并得到

采纳，中英两方策展意见上的尊重和信

任可见一斑。

此外，英国名著的中文译本陈设在

展示架上，观众随手就可翻阅；展厅中

的讲解人员，随时为读者解答问题；投

射在地上的白色地灯显示着 10 位世界

文学巨匠的英文名称及生卒年月，他们

曾如此真实存在，而今抬头看看，已成

为照亮我们精神世界的耀眼星辰；展厅

里专门搭建了一个戏剧舞台，播放英国

作家的经典电影译制片；剧场外围还有

国家典籍博物馆员工特为英国作家所

绘的一组传神肖像画；对准电子屏幕可

下载手机 APP……这全方位观展体验

可谓一面艺术，一面科技。

●字如其人——大文豪手稿中流

露出的性情魅力

有人说，这展出的英文手迹，真实

也存在时代和文化隔膜。那么作为受

众，我们从哪些方面来欣赏这些英文手

迹？所谓“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从一

个人写文章的风格、书写笔记的习惯，

多多少少能透露出不同的性格魅力，甚

至作者思维的构建、情绪的起伏、修改

的技巧、写作的艰辛过程等可在手迹中

初见端倪。

这样的例子在展品中不胜枚举：浪

漫主义大诗人拜伦的手稿《唐·璜》，其

第 6、7 部分被包裹并缝在棕色棉浆纸

里，纸张大大小小订在一起——以拜伦

六世勋爵尊贵的身份，不可能找不到合

适的纸，却为何手稿还拼拼凑凑参参差

差？“可能正是这样有大有小的纸张上面

不同颜色的墨水及修改痕迹，让我们仿

佛穿越历史看到拜伦随身携带手稿夹，

不舍得放过一丝灵感的样子。”现场读者

给了我们一种美好且不失真的诠释。然

而，对比柯南·道尔《失踪的中卫》手稿我

们又会发现，后者的手稿却整洁异常，甚

至让人误以为初稿是后来又重新誊写上

去的。看来，学医出身的柯南·道尔一丝

不苟的职业病延续到了生活的各个角

落，包括写作！难怪我们愿意跟随大侦

探福尔摩斯和他虚设的助手华生医生去

“涉险调查”剑桥大学那名英式橄榄球球

员失踪的迷案——严谨的悬疑才值得

去“烧脑”地推理……

一位名为“茹辛”的读者在展厅留

言本上写道：“这些手稿似有余温，将自

由、浪漫和对生命的热爱传给我们，感

恩、感动。”的确，现在我们的书写基本

靠电脑，个性化的东西一旦失去，其手

稿的文化价值就愈加明显，其珍贵程度

也就不言而喻。

●时空对话——中英翻译界的思

潮碰撞与文化融合

外国文学最初来到中国时，大家都

是读不懂的，除了特别“厉害”的人——

那些大学者和翻译家。展出的英国文

学珍品，几乎每件展品后，都有对应的国

家图书馆收藏的著名中文译本、改编、评

论书籍或稿件。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

在此次展览的《馆长寄语》中写道：“文

学作品传入中国后，经过翻译、改编，实

现了英国文学经典‘中国化’的演变历

程。”那么这个“中国化”的过程，都有哪

些文化融合与思潮碰撞？

“我想买《简·爱》这本书，我要看

《哈姆雷特》，我要看……哪个翻译版本

比较好呢？”现场不断有学生向师长求

解。无论哪个时代，读者对译文的水平

要求一直都很在乎。然而，每个大翻译

家都有着各自的风格：完成莎士比亚悲

剧、喜剧、杂剧与历史剧 31 部半的朱生

豪，以“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

神韵”为宗旨，译笔流畅、文词华丽；而

林纾则是用文言文的语言著述英国文

学，那些纵向码字的排版方式年代感十

足，现在想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在当时

知识分子中却十分流行——更甚者林

纾本人并不通英语，是通过别人口述后

进行的翻译，其中有错讹也有增删，但

其学养深厚，也自可观……

谁 第 一 个 把“Shakespeare”译 成 今

天通用的莎士比亚？谁又是第一个将

“Jane Eyre”译作“简·爱”？为什么朱生

豪翻译的莎士比亚作品为国内外莎士

比亚研究者所公认？朱湘运用中国古

典诗歌文学的词牌方式翻译出来的《古

舟子咏》读起来什么感觉……这些都可

以在展览中找到再确凿不过的答案。

●默契差异——人类文艺情感表

达的同与不同

人类的意识存在无限差异。中国

文化部部长雒树刚与大英图书馆董事

会主席特莎·布莱克斯通一同看展览时

问道：“莎士比亚所有的戏剧中，在英国

最受欢迎、影响最大的是哪一部呢？”特

莎·布莱克斯通想了想：“喜剧《李尔王》

吧。”雒树刚部长又问身边的中国观者

一行，大家回答最多的却是悲剧《罗密

欧与朱丽叶》和《哈姆雷特》——同样出

自莎翁的手笔，却收获了完全不同的人

类情绪。原因可以归结为：中国是一个

有着强大悲悯心的友善民族，悲剧带给

我们对美好事物被撕裂产生的内心震

撼，也许超过喜剧一时的快感。不过，

人类对爱情、自由、正义、真、善、美的追

求，仍然是世界文明的永恒性通用语

言，不仅通用，还会感同身受。田汉当

年描述：“读《哈姆雷特》之悲痛，不次于

读《屈子》和《离骚》”；同样，《罗密欧与

朱丽叶》中那对羁绊于两个家族的世仇

宿怨，最终以殉情的悲剧结束他们禁忌

之爱的恋人，有着《梁山伯与祝英台》一

样的遗憾与凄美；“我孤独地漫游，像一

朵云”，这朵云飘在华兹华斯散步的湖

畔，也永远飘在东方文艺的天空 ；《简·
爱》，这维多利亚时期哥特式小说的经

典范例，依然是不少女性心中的爱情圣

经……

以上种种，都反映出人类文艺情感

表达的同与不同。然而，辩证的是，因

差异而多样，有默契以共生。

●咫尺千里——细微之处的延伸

思考及宏深学识

书籍和手稿都不大——柯勒律治

的手稿笔记大小不过相当于一部“苹果

6”，但 若 细 细 品 味 ，其 意 义 却 小 觑 不

得。另外，展品中有两件非常有意思：

“五四”时期，新诗的倡导者胡适曾引用

华兹华斯来印证白话诗的必然性；与胡

适观点相左、主张保守的“学衡派”则同

样引用华兹华斯来谈古体诗创作，两派

观点对立，却在著作中引用同一位英国

诗人为支撑，难道仅仅是巧合？

再者，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手

稿有明显的指纹墨印，应该是在交付印

刷作坊时染上的，这似乎又涉及印刷业

发展的技术变迁。与此同时，标题页可

见勃朗特的笔名“科勒·贝尔”。她解释

匿名的若干理由，都暴露着 19 世纪根

深蒂固的狭隘女性观。总之，你想研究

多细致都不为过。当然，这都依赖于读

者细微之处的延伸思考及宏深学识了。

由浪漫的“邂逅”而庄重地“对话”

其实，中英文学之间的融合与影响

从未间断。明代戏曲家汤显祖被称为

“东方的莎士比亚”；老舍在 20 世纪 20

年代旅英期间只是一名中文教师，当他

第一次读了狄更斯的小说后被深深吸

引，并模仿狄更斯的笔法尝试写作，最

终成为中国新文学的著名小说家……

如果说“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

的展览，是大英图书馆与国家典籍博物

馆一次美丽的“邂逅”，那么，“从《诗经》

到《红楼梦》”的展览设置就是这场“邂

逅”过程中庄重而平等的对话。两个展

览围绕着两点：一是“邂逅”产生的差异

与碰撞；二是对话过程中的尊重与融

合。这种对话方式可以从展品中学者

们对英国文学的翻译与传播来理解。

另外，这对话的庄重姿态，则在于国家

典籍博物馆独立策展的“从《诗经》到

《红楼梦》”——这一展现中华民族文学

精髓的展览来呼应，并且不可省略。所

以，两展同时开幕。

“从《诗经》到《红楼梦》”展览以历

史轴线贯穿，精选 70 余件古籍，分为先

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代、

元代、明代、清代八个部分。从诗经、楚

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迄于四大

名著为代表的明清小说，明铜活字蓝印

本《毛诗四卷》；明正德八年华坚兰雪堂

铜活字印本《白氏长庆集》；清乾隆五十

六年萃文书屋活字印本《红楼梦》……

读者皆可通过这些善本古籍，跨越时空

近距离感受中国古典文学的魅力。而

且，展厅现场还设置了“诗书礼乐”板

块，展示编钟、服饰、活字盘、古琴等展

品，在 4 月 21 至 23 日定点表演编钟和

舞蹈，观众还可以自行演奏。“从背景插

画的选取到建筑美学中月亮门分割空

间的采用，我们都在斟酌与权衡，国家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工程的意见》中强调中华典籍、诗书礼

乐走校园（当然不仅仅是指校园）：你给

予观者的是正统的、文雅的、不容讹传

的中国传统文化，却依然要寻求雅俗共

赏、喜闻乐见的呈现方式——坚持原则

和灵活尺度是一对矛盾，为把握好这一

矛盾，我们愿为之付出且不遗余力。”这

是策展者的责任感。

除了展厅美学，具体说到展览学术

含量，我们还可以看到：一本英王乔治

三世收藏、1598 年四开本的《罗密欧与

朱丽叶》和一部明代茅瑛刻套印本的中

文善本、汤显祖的《牡丹亭》并列展出。

原因是历史上莎士比亚与汤显祖几乎

是同时代的文化巨人、戏剧大师，他们

几乎同一时期创作出《罗密欧与朱丽

叶》、《牡丹亭》，而且这两个故事几乎是

相同主题，即对自由的赞颂和对人性解

放的不懈追求。这样的对比布展，是对

国家典籍博物馆学术水准的一个考量，

显然他们做了很多功课。

亲民的展示姿态成就
高端的展览定位

“有观众问我们，为什么一进‘大英

展’展厅会感到温度最低、灯光最暗——

温度最低是要保证手稿所处环境最适

宜的保存温度；灯光最暗是避免这些文

物减少强光伤害。布展时我们带着白

色手套，似乎触摸的不是展品，而是人

类的精神殿堂，神圣感油然而生。对人

类精神文明的平等尊重，给英方最大的

信任感，都藏在了这些看似不起眼却绝

不可忽略的细节里。”中方策展人的一

席话说出了其团队专业的古籍保护责

任意识与职业担当。

展览初始，我们看到国家典籍博物

馆为这次展览准备的传播内容中，都采

用当下流行、活泼、亲和的标题：“东方古

国邂逅福尔摩斯，来国图谈一场跨越时

空的恋爱；想要穿越时空对话莎士比

亚？相约国图，没有不可能；您好，您有

一封来自‘简·爱’的邀请信，请到国图领

取；夏洛蒂·勃朗特的情书……”“截至目

前，展览接近尾声，我们依然在收集整理

微信微博、展厅留言本等的观众留言。”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一位名为‘胡’的观众

这样写道：‘展厅的布局设计文化底蕴深

厚，最触动我的是名家手稿，还原了他们

也是普通人的一面，他们同我们一样，他

们的成功也是汗水积累的成果。看到了

他们的治学过程，我的内心更加坚定，选

择脚踏实地，认真地工作学习生活，精彩

地走过一生。’”这样的观展感受似乎也

正应和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策展团队秉承

的策展理念——最高大上的展览配置

追求，用最亲民的姿态展示，给予观者

以最真切、最朴实的灵魂启迪。

“‘著名’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家喻

户晓，我们真心希望人们在生活的匆匆

中，停留驻足，来关注一下人类精神世

界的种种。此展览开幕恰逢世界读书

日，但一直持续到 6 月 21 日——这两个

展览值得我们设置这么长的展期，我们

愿意去尝试为这种无形的、庞大的精神

形态，找一个更加显性、接地气而绝不

草就的传播方式，这也是国家典籍博物

馆的展览特点所在。国家典籍博物馆

致力于打造国内最有书卷气的博物馆，

以优秀的历史典籍构建、丰富国民精神

也是国家典籍博物馆义务所在。”李虹

霖总结道。 （闫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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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信息

“英国文学在中国”主题沙龙现场 参观“大英展”的观众

“大英展”中方展陈人员在布展中 “从《诗经》到《红楼梦》展”中礼乐环节表演

“大英展”现场展出中国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和鲁迅先

生所翻译的英国作品

《红楼梦》 乾隆五十六年 萃文书屋活字印本 国家典

籍博物馆藏

“从《诗经》到《红楼梦》展”展陈

《唐·璜》手稿 乔治·戈登·拜伦 大英图书馆藏四开本中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威廉·莎士比亚 大英

图书馆藏

“大英展”展陈的《哈姆雷特》七套戏服

展览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