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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全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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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

本报讯（记者许旸）

纪念巴金诞辰 115 周年

座谈会昨天在安徽蚌埠

举行。 中国出版集团副

总裁潘凯雄在座谈会上

透露，新版 《巴金全集 》

正在紧张编纂之中 ，最

快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

明年底出版， 预计推出

34 至 36 卷， 让人一窥

巴金先生创作、 翻译的

全貌。

1957 年 7 月 ， 《收

获》杂志由巴金和靳以在

上海创刊。 座谈会上，多

位作家评论家谈到，巴金

留下的丰厚精神遗产，至

今滋养着文学创作。 “从

《家》开始，巴金的写作始

终与时代共振，这是今天

的一些创作者可能缺失

的。 ”《思南文学选刊》副

主编方岩说，巴金的那份

朴素与真诚，也投射着人

们对时代的思考。华东师

范大学副教授项静表示：

“巴金那一代人的青春，

核心是责任与勇气。 ”

作家邓一光还记

得，28 年前中国作协在

北京召开全国青年作家

创作会议， 念到巴老的

贺词 “讲真话”“把心交

给读者”，台下掌声雷动，“这两句话看

似很简单， 却是写作者毕生追求的两

件事。 ”作家宁肯谈到，巴金好比是文

学的“压舱石”，“怀念巴金，也是在纪

念、守护一种价值。 ”

“巴金的现实主义一面多为人所

知， 但他的先锋性在某种程度上是被

忽略的。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评论家

何平谈到，今年巴金译文全集的再版，

也提醒着人们， 以往对巴金的研究是

不够的 ，“巴老翻译了大量俄罗斯文

学，他有着开放的格局，也创作了多篇

具有先锋和探索意味的文字， 这是值

得重新关注的。 ”

2019 年收获文学排行榜同期揭

晓，30 部上榜作品中，阿来《云中记》、

万方《你和我》、田耳《开屏术》和迟子

建《炖马靴》分别摘得长篇小说榜、长

篇非虚构榜、中篇小说榜和短篇小说

榜的榜首。 有评论认为，多部上榜作

品直面厚重历史 、自然灾难 、英雄叙

事等主题，延伸出了当代文学与心灵

之间深邃、密切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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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爱情电影最大的好与憾，都在“纯爱”

作为一部由真实故事改编的影片，《只有芸知道》的最大观感却是不真实

过了耳顺之年的导演回望青春，还

能不能戳中当下的观众？ 《只有芸知道》

不妨视为最新的样本分析。 影片由冯小

刚执导，张翎编剧，黄轩、杨采钰 、徐帆

等主演。 影片市场反响不温不火，上映

五天，票房勉强接近亿元。 更值得玩味

的，是有关电影“真实性”的讨论。

经过前期宣传，不少观众知道影片

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蓝本来自导演友人

与其亡妻的爱情和婚姻。 分明是有名有

姓甚至许多细节都有迹可查的事，可在

影片结束场灯亮起时，许多人的评价是

“太不真实”。 这四个字可以是赞美的。

在欣赏它的网友眼里， 影片隽永动人，

能把人引向一个远离尘嚣的世界，去体

验心底的渴望———所谓“太不真实”，更

像是内心的桃花源。

但在更大范围里，“太不真实”偏向

于贬义 ， 一个纯粹到只剩下爱情的故

事，怎样看来都有点脱离实际。

原型那“一世一双人 ”的
爱情故事，本该令人羡慕

镜头在一个男人的回忆里铺开，新

西兰清晨的大雾 、无止境的海 、地毯似

的大块平整草原和落在上面奶糖似的

绵羊，故事就在这里发生了。 中年男子

隋东风永失至爱，难以从悲恸中抽离的

他决定带上妻子罗芸的骨灰，去实现亡

妻遗愿。 一路前行，一路回忆。

导演自述：“过了 60 岁后， 我的心

肠越来越软，想拍一些纯粹的 、美好的

故事。 这是我内心的需要，我相信也是

观众的需要。 ”在他的描述中，那个属于

同龄挚友的爱情经历， 确实格外动人。

一世一双人，在清冷的异国他乡一住十

余年，没有纷扰 ，夫妻俩也未曾吵过一

次架，更没有想象中的 “若干年之痒 ”。

一切就像男主人公在影片开头吟诵的

木心的诗，“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

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事实上 ，电影任意节选镜头 ，确实

能看得见导演对“唯美”“纯爱”的渲染。

譬如隋东风与罗芸的生活就是经营中

餐厅的日复一日。 最大的浪漫不外乎两

件事：一是每晚回家，推开卧室的门，灯

光从上而下映照出蓝色墙面上巨大的

鲸鱼，仿佛忽明忽暗的海底世界 ；另一

件就是忙里偷闲时两人搂着在大树下

放空一下午。 即便罗芸偶尔会动了心思

想去外面走走看看，可只要隋东风不想

离开，妻子也就愿意停留。 所谓岁月静

好，全在这部散文般的电影里。

直到某天，这段连老天都羡慕的爱

情故事随着罗芸病逝，戛然而止。 隋东

风成为房东林太嘴里那个“半路上留下

的人”。 但他也记得罗芸的嘱咐，“我没

活过的年数你替我好好活着”。 于是，后

半辈子，他逐一完成妻子的遗愿 ，与一

条叫布鲁的狗相伴为生。

从唯美爱情到爱情电
影，“旁人”也许不该抽离

在导演看来，或者说在绝大多数人

看来， 这个纯粹到不掺杂质的爱情，毫

无疑问是唯美的，也是令快节奏生活中

的人所称羡的。 可导演最大的失误，也

许就在“不掺杂质”。

美得如同童话仙境的外景地，每一

帧都能当作电脑桌面。 在宛如旅游宣传

片的背景下， 隋东风与罗芸的爱情，虽

然有房东林太见证，有中餐馆的员工旁

观，但本质是抽离了所有“旁人”的。 没

有任何人情社会的复杂，也没有为生计

谋的酸楚或欣喜， 跨越近 20 年的人生

故事里，他们的世界好像只有“爱情”两

个字。 正因为此，不满意的观众觉得：电

影的情感流露缺少了凡俗生活的支撑，

所谓的相濡以沫也许不如一地鸡毛的

真实可爱，与其说唯美 ，不如看成是添

加了唯美滤镜的爱情“明信片”。

有影评人认为 ， 《只有芸知道 》

其实呈现了一个高度理想化 、 去社会

化的爱情 ， 就连故事的大致年代也模

糊难辨 。 在宛若桃花源的方寸之间 ，

两人的爱情再忠贞 ， 也难以让观众找

到共情的入口。

同样是描述纯粹的爱情 ，《四个春

天》 里那对平凡而真实的中国父母，会

比隋东风和罗芸更让人有代入感。 因为

《四个春天》 里那对满脸风霜痕迹的中

国父母， 就是我们身边的吾父吾母；而

《只有芸知道》里养眼的男女主人公，只

是从未被真正生活打磨过的理想人物，

存在于抽离了“旁人”的无人之境。

文化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巴黎圣母院修复进展缓慢
因为大火后的修复工程， 昨日巴黎

圣母院取消圣诞夜弥撒， 节日庆祝仪式

转移至距离圣母院不到两公里的哥特式

教堂圣日耳曼奥塞尔教堂内举行 。 据

悉 ， 这是自 1789 年法国大革命以来 ，

巴黎圣母院首次取消这一活动。

当地时间今年 4 月 15 日 ， 巴黎圣

母院发生罕见大火， 着火位置位于圣母

院顶部塔楼 ， 经过 15 个小时的扑救 ，

教堂主体结构尚存， 但有着 852 年历史

的中轴塔在火中坍塌。 所幸的是， 教堂

的两件最重要文物荆棘王冠和法国国王

圣路易斯的长袍逃过一劫。

事故发生后， 教堂的重建就被提上

了日程， 但到目前为止仍进展缓慢。 10

月，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修复工程已经

募集到 10 亿美元的资金，并制定了五年

的修复计划。但也有专家表示，要等圣母

院重现光彩，最少需要 10 年的时间。

此外， 环境污染问题也拖慢了修复

的脚步。 由于大火导致约 400 吨铅材料

熔化， 对附近地区造成污染。 铅材料被

焚烧 、 熔化形成铅尘扩散进入人体后 ,

会对神经、 消化等多个系统造成危害 ，

将周边儿童和孕妇以及现场的维修工人

置身在铅污染阴影下的情况也让工程一

度停摆。 上月， 中法双方签署协议， 就

巴黎圣母院修复开展合作， 中国专家将

参与巴黎圣母院修复工作。

尽管教堂如今大门紧闭， 但还是有

不少慕名前去的游客在教堂外部参观 。

在此前的欧洲文化遗产日上， 教堂幸存

的公鸡风向标和“唱诗班地毯”也都曾公

开展出。 箭形塔尖上的公鸡形状风向标

是巴黎圣母院的标志之一， 火灾后风向

标一度失踪，最终在废墟中被找到，而历

史可追溯到 19 世纪、 长达 25 米的地毯

则是被公认的无价之宝。

世界文化瑰宝的命运牵动人心， 有

海外电视台表示将把火灾搬上荧屏， 重

新梳理时间线， 向世人揭示起火原因 ，

以及消防员和警方如何在危急情况下挽

救巴黎圣母院中所藏的文物珍宝等具体

细节， 展现 “一个国家的心脏和它自身

的脆弱。”

当“阿加莎”在话剧舞台遇到“恋爱的犀牛”
“一张余票都没了 ” “第二轮请

赶快安排上 ” ……时值年终 ， 申城演

艺市场十分热闹 ， 不少剧团 、 剧院推

出了大戏陪伴戏迷观众度过一个 “文

艺新年”。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推出的三

部跨年话剧中 ， 《东方快车谋杀案 》

19 场演出已经一票难求 ， 《玩偶之

家 》 与小剧场话剧 《12 个人 》 的出

票率也均在八成以上 。 与此同时 ， 上

海大剧院即将迎来孟京辉话剧 《恋爱

的犀牛 》 ， 保利大剧院也将推出开年

大戏话剧 《大宅门 》 和陈佩斯的喜剧

《托儿》。

“阿加莎”新剧汇聚上海
话剧名角

出票率 100%———首演的新剧 《东

方快车谋杀案 》 提前锁定了新年的

“开门红”。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 “阿

加莎 ” 悬疑话剧早在观众心中树立了

品牌 ， 但同一类型的演出日久经年也

容易在艺术创作上重复自己 ， 让观者

感到疲累 。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总

监田水表示， 此次 《东方快车谋杀案》

的制作是向过去 “阿加莎 ” 系列发起

挑战， 希望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

首先是难得一见的演员阵容 。 舞

台上 ， 吕凉 、 许承先 、 宋忆宁 、 徐幸

等七位资深演员将同台亮相 ， 其中 ，

吕凉将饰演原著中那个狡黠孤傲的比

利时侦探波洛 。 此次改编还埋着一个

“彩蛋”。 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 ， 美国

剧作家本·赫特就有意将 《东方快车谋

杀案 》 改编为舞台剧 ， 并为此征求过

阿加莎本人意见。 当时阿加莎就表示，

舞台剧的开场应该是回顾纽约的绑架

案件———这恰恰是后来 1974 年英国电

影版所采用的做法 。 可惜 ， 阿加莎最

终并未将她的想法付诸实施 。 这版

《东方快车谋杀案》 可以说在某种程度

上完成了阿加莎当年的梦想。

经常去安福路看戏的剧迷不难发

现， 近年来 ， 舞美设计越来越新颖别

致。 《东方快车谋杀案 》 的舞美设计

利用舞台优势， 将列车走廊平展开来，

作为叙述故事的重要平台 。 而 《玩偶

之家 》 则把舞台设计成了一个处处透

露着危险与怪诞的 “家”： 客厅、 卧室

和书房之间没有分割 ， 六位演员自由

穿梭其间。 姿态乖张的树从客厅长出，

似乎下一秒就要掀翻屋顶 。 当女主娜

拉的秘密被揭开后 ， 整个空间在舞台

装置的作用下开始扭曲变形 ， 地板升

起、 家具纷纷 “坠落”， 演员被悬挂在

半空———精心打磨的舞美设计 ， 提升

了戏剧的感染力 ， 自然获得更多观众

的青睐。

《正红旗下》《大宅门》等
经典作品回归舞台

除了首演剧目外，一批经典话剧也

将在新年前后亮相申城舞台。

位于“演艺大世界”核心区域的上海

大剧院， 元旦期间将上演孟京辉经典话

剧《恋爱的犀牛》。 这部作品自 1999年首

演至今 20 年， 共上演了九个版本、2500

多场。 “像犀牛忘掉草原，像水鸟忘掉湖

泊， 像地狱里的人忘掉天堂……忘掉是

一般人能做的唯一的事， 但是我决定不

忘掉她。 ”剧中诗性台词亦成为一代文艺

青年的集体记忆。 此外，即将迎来 200场

演出的小剧场话剧《12 个人》也在这个

“新年档”亮相上话。 这部唇枪舌剑的法

庭大戏，充满了对生命的尊重。 首演至

今九年间， 大约有 50 位男演员参与过

该剧演出，清一色男演员可谓阳刚味十

足。 短兵相接的台词对抗、层层深入的

案件推理、充满爆发力的表演方式，使得

这部作品受到大批话剧观众追捧。

好戏不止在市中心上演 。 由中国

国家话剧院制作出品的话剧 《大宅门 》

将作为保利大剧院跨年大戏亮相 。 19

年前，《大宅门 》 原版电视剧在央视一

经播出即引发观剧热潮 ，话剧版 《大宅

门》同样由郭宝昌导演执导 ，赵季平操

刀配乐 ，吴樾 、常玉红 、娜仁花等众多

实力演员演绎 ， 讲述充满爱恨情仇的

传奇故事。 家国情怀 、兴衰荣辱 ，在这

幅历经岁月的历史画卷中 ， 娓娓向观

众道来。 据悉，话剧《大宅门 》后 ，海派

原创话剧《金家花园 》，由韩雪 、刘令飞

领衔主演的高人气音乐剧 《白夜行 》等

也将悉数登台 ， 为观众带来一个精彩

难忘的“春节档”。

精彩“跨年”后，申城话剧舞台更加丰

富多彩。杨蓉 18年后回归话剧舞台，主演

邹静之剧作《我爱桃花》；文坛巨匠老舍最

后巨作《正红旗下》也将登场；由许晴、胡

歌、 金士杰等豪华明星阵容带来的话剧

《如梦之梦》即将重回上海，再度带领观众

在八小时中体验生命的意义……

▌在导演看来，或者说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个纯粹到不掺杂质的
爱情，毫无疑问是唯美的，也是令快节奏生活中的人所称羡的。 可导演
最大的失误，也许就在“不掺杂质”。 电影里养眼的男女主人公，只是从
未被真正生活打磨过的理想人物，存在于抽离了“旁人”的无人之境

悬 疑 话 剧

《东方快车谋杀

案》 首演引发了

一波购票热潮 。

图为该剧剧照。

（上海话剧
艺术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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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创新”高频亮相
顶级科学期刊年度榜单

（上接第一版）

突破机制藩篱，给基础
研究以稳定支持

登上全球科学年度榜单的高光时

刻， 仅仅是构成上海创新全球影响力

的无数个闪光点之一。据市科委统计，

截至 11 月底，上海科学家在国际顶级

学术期刊《科学》《自然》《细胞》上发表

论文数量约占全国总数的 28%。

基础研究是重大原始创新的不竭

源泉，也是创新辐射的能量源头。给予

基础研究稳定的支持， 让科学家安心

在实验室埋头创新，这一年，上海不断

探索制度创新。

这一年，上海制定并落实科改“25

条”（《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

改革 增强科技创新中心策源能力的

意见》）， 进一步扩大科研事业单位自

主权、促进新型研发机构创新发展、完

善科研计划项目（课题）专项经费管理

等一系列配套政策相继出台。 为科研

人员“减负”，为创新“松绑”，上海首批

选取 20 个基础研究项目在全国率先

开展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试点。

为科研人员送上制度 “定心丸”，

上海积极推进科技创新立法。 融汇了

上海科创中心探索经验的 《上海市推

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 （草案）》目

前已通过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

次会议二审， 即将提请市十五届人大

三次会议审议。

同时， 上海不断加强科学道德与

诚信建设， 研究制定科技信用管理制

度，建设教育、自律、监督、惩治于一体

的科研诚信体系， 探索建立多层次的

科技创新信用管理平台， 推动形成跨

部门的科研信用共建联动机制。

外引高智内扶俊才，人
才高地加速形成

加大海外人才引进力度、 完善人

才培养评价体系，2019 年， 上海推出

多重举措，高水平创新人才加速集聚。

《全球科学家“理想之城”调查报告》

显示， 上海已成为全球科学家首选的中

国工作城市。截至目前，上海累计核发 18

万份《外国人工作许可证》，其中外国高

端人才（A类）3.2万份，占比 18%。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董佳家课题组今年 10 月发表的点击

化学重要突破，入选《自然》“新闻与观

点”栏目十佳论文，这与 2001 年诺贝

尔化学奖得主、点击化学创立者巴里·

夏普莱斯来沪设立实验室所带来的学

术滋养密不可分。

外引高智的同时， 上海不断完善

人才培养体系，支持青年人才成长。为

让更多年轻科学家脱颖而出， 市科委

增设学术/技术带头人计划青年项目，

“启明星计划”和“扬帆计划”分别支持

和立项 200 项和 600 项， 资助规模均

实现翻番， 让年轻人更早获得科研生

涯的“第一桶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