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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记者、学人、书家于一身，《文汇报》

高级记者郑重既有知名报人敢为人先的

风骨与情怀，亦见老一辈文人散淡天真的

学养与气质。

昨天，“百里溪畔沐秋荫——郑重捐

赠文献展”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

开幕，将展至2024年1月21日。展品多为

郑重多年积累珍藏的采访笔记、新闻报

道、著作手稿、往来书信、工作用品等，丰

富内容串起著名记者成长足迹，也勾勒见

证了半个多世纪时代变迁。

“把藏品捐赠给博物馆，就像女儿出

嫁，给她找到了好的婆家。”年近九旬的郑

重神采奕奕，他自谦是“普通的记者，没有

特别贵重的东西”，“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

博物馆就是新闻记者的家，我把当记者以

来的笔记本、2000多封读者来信和在上海

博物馆十年留下的记录交到这里，等于放

在自己家里，很放心。”

一支笔推动时代进步

郑重曾说：“时间是新闻记者的情人，

又是最无情的情人。记者生活、记录、报

道的不过是此时、此刻、此分、此秒的事

情，为记录这个‘事情’，要献出自己的虔

诚与忠实。”心有所信，文有所持，郑重身

上可见一代报人风范。

展览分两个单元，第一单元为记者生

涯，着重展示郑重在新闻方面的贡献，包

括“笔绘杏林春深”“拥抱科学春天”“探索

中华文明”“传承文汇薪火”四个小节，分

别从医疗卫生、科学教育、考古访今、专业

精神等方面展现郑重的突出成就，阐释他

在新闻工作中的开创性与探索性。

1962年进入文汇报社，郑重笔涉医疗

卫生、科学、教育、文博艺术等领域，写过

《接手记》《紫荆树下访友人》等名篇，影响

深远。跑哪条线，都有所获。比如，跑卫

生领域时，郑重随老记者报道我国第一例

断手再植手术，而后又独立报道第一例打

开肝脏禁区的手术、第一例心脏瓣膜手术

等。跑考古，在20世纪70年代，他是提出

“长江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的作者之

一。跑科技领域时，两篇长篇通讯《原子

核在“内耗”》《搁浅——双体客轮设计方

案提出以后》，送审几经曲折，发表后影响

巨大，“内耗”“搁浅”两个原本科学界的词

汇，经他的提炼，成为对于社会关系的一

种形象概括。

郑重的新闻报道、报告文学和人物传

记题材重大，文采飞扬，充满时代精神，体

现了一名中国记者的担当和妙手著文章

的情怀，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他的成就

一方面源自个人才识、勤奋敬业，也源自

《文汇报》领导的慧眼识珠、爱护支持。

展出的多封书信中，除了与名家往来

信札，还有一封信来自福建残疾青年梁达

东——1977年恢复高考，成绩优异的他却

因小儿麻痹症两度被大学拒之门外，他写

信向记者求助，郑重与之通信多年，并为

此频频走访教育部。“整整十年的拼搏，这

里面有多少辛酸、曲折……回想起来，在

我最困难的时候，得到了您这样一位知名

记者的关心和鼓励，真是我的莫大荣幸。

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就想把这

个消息立即告诉您……”普通读者的命运

因记者的秉笔直言改变，令人感佩。

两三知己乐聊艺术

是杂家，更是专家。记者之余，郑重

在书画、考古等领域积累丰厚，著有谢稚

柳、唐云、林风眠、应野平、程十发、丁绍光

等画家传记，以及张伯驹、张珩、徐森玉、

叶恭绰等收藏家传记。郑重却笑言：“随

着年龄的变化，人也在变，我始终没有定

型，也不想当什么家。”

展览第二单元为学者生涯，着重展示

学人郑重形象，包括画家传记、文博专著

和友朋信札三个小节，体现了郑重在画

家、文博收藏家传记写作中的勤谨精专。

一批手稿、采访笔记、友人书信、名家签赠

本等实物，可一窥他的写作过程和人物交

往中的诸多历史细节。

今年5月，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

馆开馆前夕，郑重将收藏多年的书信2000

封、书稿手稿15部、文章手稿100余篇、实

物38种、藏书2000册、书法3件等悉数交

馆方保存。其中有录音机、磁带等采访工

具，最早的“谢稚柳传记”手稿，报告文学

名篇《他拥抱地球，也拥抱原子弹》手稿，

紫砂壶、砚台等文玩……藏书含大型画

册、特藏本、线装书和谢雅柳、陆俨少等名

家签赠本，更是反映了郑重的学术兴趣和

朋友交往。这些文献资料是郑重新闻工

作和学术工作的生动注脚，也是新闻史和

学术史宝贵财富。

展览名称里的“百里溪”取自其书

斋号，书斋里自书对联“梧桐人家家家

仙人居 桃源深处处处高士宅”勾勒出精

神之远。光是壶这类展品，就道出一段段

佳话——谢稚柳曾画壶并为郑重书“香

温”；刘旦宅画壶，由陈佩秋书“独钓寒江

雪”；唐云画壶后，题上“烹得新茶消永昼，

两三知己共聊天”……

众人共话多面老报人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起，郑重与我

父亲谢稚柳交往频繁，或谈诗词，或论书

画。随父亲参与了很多活动，包括书画鉴

定、去新疆吐鲁番看壁画等。从年谱到传

记，郑重可以说是了解我父亲最深入、最

专业的记者和挚友。”谢稚柳之子谢定伟

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他的家庭与郑重

相识超过半个世纪，这份采访者与被采访

者的深厚情谊，超越了一般的工作关系，

现场展品更是生动传递了新闻工作者在

报道之外对艺术的热忱，值得后辈学习。

《文汇报》原副总编辑茅廉涛回顾郑

重名篇，提及《从医学专家到外语教授》

《原子核在“内耗”》《天上人间》、陈中伟断

指再植手术、吴孟超肝脏手术、蔡用之心

脏瓣膜手术等极具影响力的报道。“这些

报道是郑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深度写

照，反映了学者型、专家型记者的斐然成

就，他对《文汇报》以及对党的新闻事业的

贡献有目共睹。”

文汇复旦新闻班班长冯学锋分享了

与郑重多年情谊。40年前，郑重为新闻班

上通讯写作课，如何写文章，如何做采访，

如何以记者的身份立德、立言、立功，用一

支笔推动时代进步，郑重言传身教陪伴新

闻班同学的成长。“对于新闻班的同学们，

郑重老师既是新闻工作中的师父，也是关

爱他们的父辈，在生活中也给予他们温暖

关爱。”

上海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朱大建

带来郑重著作《时代风云录》《中国古文明

探源》。“新闻作品可以是永恒的，他记录

历史，历史也记住了他。新闻界传说，郑

重房间后来的住客在抽屉里发现一篇通

讯开头，足足写了九遍，可见郑重之敬

业。”他认为，郑重很多新闻作品就达到了

“瞬间的永恒”这一境界。

“郑重以新闻记者为志业，感受社会

脉搏与民众心声，写出许多广受欢迎的新

闻通讯；退休后又在文博收藏、书画艺术

等方面屡有建树，致力中国传统文化的时

代传承。此次特展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记

录和物证，也是新闻人精神的直观展现。”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馆长赵书雷

说，“馆方有责任把老报人的精神传统传

播好、继承好。”

郑重捐赠文献展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展出

百里溪畔，沐老报人的风骨学养

传世名著 《世说新语》 遇见“世界非

遗”昆曲、取材于无锡古典爱情故事的首部

小剧场锡剧、“竹林七贤”代表人物嵇康在

越剧中“逆天改命”……“2023年中国小剧

场戏曲展演”正在如火如荼地举行，热烈的

不只是台上的演出，还有幕后的剧本创作。

在今年的展演中，可以看到多部原创剧本集

体登场，带领观众访古问今。秉持包容不拘

的选剧品格，“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不仅

仅是展演的平台，同样是戏剧文学相辉的舞

台，青年戏曲人从中崭露头角，更多编剧也

因此“被看见”。

什么样的小剧场，让梅花奖
演员“爱演也怕演”

“这个中国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雪夜，

在昆曲的舞台上伸了个懒腰，活了过来。”

编剧罗周这样形容昆曲 《世说新语》 中的

“访戴”一折，王徽之雪夜访戴逵，未至而

返，名士潇洒自适的心性让她在创作过程中

屡次动容，泪流满面。昆曲素来以明清传奇

为依托，《世说新语》系列将魏晋这一极具

魅力的时代搬上了舞台，填补了昆曲舞台上

一段重要的历史时期。

前晚，由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出品的

《世说新语》 之“索衣”“访戴”在长江剧

场 · 红匣子上演，演出结束，众多戏迷守住

剧场后台出口，围堵“访戴”主演施夏明要

签名。鲜在昆曲舞台上见到的叙事题材不仅

让观众惊艳，也让演员跳出了舒适区，连

梅花奖演员施夏明也感慨——“‘访戴’

是我最爱演也最怕演的一出戏，它身段程

式的丰富性，在我排演过的戏中是前所未

有的。”演员丰富的身段、翻飞的斗篷，亦

歌亦舞的舞台上点点雪花飞扬出一整个诗

意空间。

小剧场，贵在创新与不重复。大戏小

演、老戏新演早已无法满足创作欲旺盛的编

剧们。接到无锡市锡剧院的创作邀约，青年

编剧俞思含与院方首先敲定的，就是要为剧

种的首部小剧场作品量身打造一部剧本，

“用锡剧的形式，书写这座城市的古典爱情

故事，是一次别样的体验，也彰显了江南的

地域文化特色”。她对记者表示，锡剧《红

豆》应运而生，昭明太子与女尼慧如纯粹的

爱情故事难得地走上舞台。年轻的编剧将钟爱的浪漫电影桥段化进

剧中，便有了作品开头，萧统与慧如在月明之夜，不再隐藏相思之

苦，向对方奔跑而去的动人场面。

在实验的阵地，青年编剧边尝试边创作

“我是从小剧场成长起来的演员！”《红豆》已经是俞思含带进

“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的第四部作品，三部原创、一部经典改

编，高产出的背后是她作为编剧的积累与进步。这两年，她也逐渐

开始尝试大剧场作品，在她看来，正是在小剧场创作中锻炼起来的

剧本构作能力给她提供了底气。“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里要把戏剧

性展开，小剧场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笔墨要更凝练，视角

要够独特，文本与剧种要更贴合。”

无独有偶，编剧张燕有着类似感受。昨晚，越剧《假如我不是

嵇康》首演，张燕在剧中给予嵇康三次“从头再来”的机会，选择

了长乐亭主、钟会、吕安三个对嵇康而言至关重要的对手人物，借

纯虚构的“广陵仙子”形象穿针引线。假定性的手法将嵇康的不同

人生阶段流畅地串联在一起，观众也得以快速地走进主人公的内心

世界，思考关于知识分子的性格命运和人生价值的问题。

《假如我不是嵇康》的叙事手段不仅对观众来说充满新鲜感，

对于编剧同样是一次试水。“边建构、边破解、边想象，”这是张

燕的第一部戏曲小剧场，“没有了大剧场审美习惯的限制，创作

者可以用上十八般武艺，放开手脚地构思。”她对记者说：“小剧

场就像是一个小孩，可以在尝试中犯一些小错误，也可以像孙悟

空一样上天入地。”创作过戏曲、话剧、音乐剧、滑稽戏多种门类

的舞台艺术，张燕感慨戏曲自带的深厚养分能够极大地滋养创作

者，从中式美学的人物塑造，到唱词中的韵律感，无不让她受益匪

浅，“小剧场是实验的阵地，希望这部作品是我小剧场戏曲之旅的

一个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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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过无数次和她的重逢，但我没

想过会是这样的。”扮演“宝总”的胡歌在

预告片开头第一句话音刚落，多少人顺

手就点了转发，文案“长远不见，进来吃

杯茶”。

改编自金宇澄茅盾文学奖获奖同名

小说，王家卫导演的首部剧集《繁花》官

宣定档，将于12月27日开播。剧集由秦

雯编剧、鲍德熹担任视觉总监，胡歌、马

伊琍、唐嫣、辛芷蕾等共同演绎上世纪90

年代阿宝、玲子、汪小姐、李李众人“花瓣

散落余馨，与土地发出郁热气息”的上海

往事、风云际会。

开机三年多，《繁花》发过三次预告，

《时光如水—阿宝篇》《繁花满眼—宝总

篇》到最新《繁花时代》。王家卫自己解

读，从一文不名的阿宝摇身到叱咤风云

的宝总，皇皇大时代，人人争上游，托住

命运的是时代之手，“《繁花》讲的就是时

代，短短十年，除了个人奋斗，他需要时

代的加持”。王家卫镜头下的1990年代

上海何等样貌？微博超6.7亿阅读量的

话题里面，太多人等着“进来看风景”。

时间的河流下，是上海独
有的灵魂

说来也巧，新剧官宣正遇上金宇澄

生日，剧方给老金定制海报，有书迷留言

“十年一瞬”。2013年，小说《繁花》正式

出版。十年间，加印到了54次，上海文

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说：“它像新书一

样受到关注，畅销又长销。”十年间，金宇

澄又交出新作。2020年《繁花》开机，胡

歌带进剧组的书就是《回望》，他边演阿

宝，边看“‘阿宝’的爸爸和妈妈在半世纪

前惊心动魄的生活”。

王家卫拍得不紧不慢，胡歌陆陆续

续跟着，不时回到30年前的上海，感觉

很是微妙。有人说，对1990年代上海沉

淀着的市民社会记忆，导与演也许都不

那么清晰。这话部分有理——王家卫生

在上海，早早移居香港。2014年香港书

展，他在对谈中告诉金宇澄“你补足了我记

忆的空白”。上海是胡歌长大成人的地方，

只是30多年时过境迁，作家笔下“闹哄哄

的辉煌”发生时，演员还在少年时。

不过，剧组倒是1比1实景还原过30

年前的黄河路、思南路，作为剧中人命运的

摩登秀场和时代韵脚。金宇澄、王家卫、胡

歌还先后把私家旧物——1984年结婚时

新娘子穿的红色开襟外套、30多年前“天

女”绍兴黄酒、妈妈的飞人牌缝纫机，一一

贡献给剧组，以此召唤众人对1990年代上

海的丰沛记忆与盛大想象。

主观的记忆、客观的实物共存于《繁

花》剧组。出版人给出另一重视角：在时间

的河流下，是上海独有的灵魂。“上海本身

有着巨大的符号象征意义，她容得下不同

审美维度的书写。”李伟长说，上海有“长恨

歌”余音绕梁，有“千里江山”幽深壮丽，也

有改革开放后喧嚣烟火气里的“繁花”迷人

眼，一座城市在时间里的多样性或许才是

她的魅力。就像书里原本写的那样，世态

人情、饮食男女都真实地存在着，但在同一

个时空，也有人爬上屋顶，听黄浦江船鸣。

至于文本所及的想象之处，到影像改编后

实打实的画面演绎之间是否必然严丝合

缝，他觉得，一门艺术有一门的创作样貌，

“1990年代让人记忆尤深的是人的蓬勃向

上，影像怎样表达上海人认真、热烈‘生活’

的姿态，展现他们跃出时间洪流的欲望和

奋斗，这些是我所期待的”。

双语版本，也许恰能提供原
著语言魅力的显影

王家卫为何对《繁花》一见如故，以

至专门为这个故事执导生涯第一部电

视剧？有人猜测，因为金宇澄一上来

就提了王家卫电影：“独上阁楼，最好

是夜里。《阿飞正传》结尾，梁朝伟骑

马觅马……否极泰来，这半分钟，是

上海味道。”但可能，作者和导演惺惺

相惜还源自对语言的共鸣。

金宇澄写《繁花》，大多是聊天聊

起来的，大故事套小故事，一个人带

出另一个，男男女女红尘万丈。人物

在叙述中对话，又在对话中叙述，一

旦话接不下去了，有一个人就“不

响”。整部小说里一千多个“不响”，

生生把这个汉语词典里本没有单独注

解的词贴上了作家的个人标识。小说

的奇特之处在于，懂上海话的会自然

而然用上海话去读，不懂沪语的用普

通话也完全能正确理解，“完成了传统

讲唱话本的传承与上海市井生活经验

的结合”。既展现了沪语的文学魅力，

更是用沪语的内在逻辑，将上世纪六

十年代到新世纪初的大历史和私人生

活史娓娓道来。

文本到了王家卫手上，他选定一批

上海籍演员，就是为了台词里那些玫瑰

金手表、派力司香灰色西裤、“夜东京”

蟹黄小笼、“至真园”芙蓉蟹斗……凡此

种种，能用正宗生脆的上海话说出原汁

原味，道明白那些派头、噱头、苗头，人

面、情面、场面里的恩怨情仇。正式开

播时，《繁花》在腾讯视频播出沪语

版，而在央视电视剧频道播放普通话

版本。一个以方言逻辑运行但不以

方言写作的小说，将在台词的双声道

里得以验证原著语言的魅力。

正是2014年的香港书展，王家

卫说：“‘不响’代表我不讲话，但不

代表不赞成，也不代表不反对。”此

时此刻，剧版《繁花》响还是不响，一

样适用。

改编自金宇澄同名小说，电视剧官宣定档

王家卫的《繁花》，响还是不响？

改 编 自 金

宇澄茅盾文学

奖获奖同名小

说，王家卫导演

的首部剧集《繁

花》官宣定档，

将于12月27日

开播。

《文汇报》高级记者郑重捐赠文献展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展出。（主办方供图） 制图：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