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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传》成近年输出版权
最多的中国人物传记

第 46 届英国伦敦国际图书展举行,
《屠呦呦传》英文版在伦敦首发

伦敦书展刮 起 中 国 风 ！ 当 地 时 间

14 日开幕的第 46 届英国伦敦国际图书

展为期三天， 吸引了超 2.5 万名来自世

界各地的出版人参加。 中国出版方多部

新书首发亮相。
比如经人民出版社授权由英国査思

出版公司出版的 《改革开放元勋画传丛

书 》 英 文 版 新 书 首 发 ； 《屠 呦 呦 传 》
英文版在伦敦首发 ， 这本书也 成 为 近

年输出版权最多的中国人物传 记 。 中

国出版集团公司中译出版社推 出 “外

国人写作中国计划 ” 系列新书 ， 包 括

德国汉学家顾彬 《忆当年》、 印度汉学

家狄伯杰 《中印情缘》、 英国汉学家迈

克尔·狄龙参与编写的 《简明中国历史

读本 》 等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推 出

了 《理解中国 》 丛书 。 新世界 出 版 社

和全球中国出版社有限责任 公 司 举 办

了 《为 和 平 徒 步———中 国 之 旅 的 超 文

化体验 》 英汉双语版新书发布 暨 版 权

签约。
其中，《屠呦呦传》 由人民出版社于

2015 年底在中国出版，在海内外均产生

反响。 该书目前已输出英、日、法、阿拉

伯、韩和越南语等 6 个语种的版权，是近

年中国输出版权最多的人物传记。 此次

面世的英文版是该书第二个已出版外语

版本。上个月，该书的阿文版在摩洛哥卡

萨布兰卡国际书展上亮相。
伦敦书展 2017 年国际出版卓越奖

同步颁奖， 16 项大奖逐一揭晓 。 外研

社国际部主任侯慧荣获年度专业版权人

大奖 ， 表彰她 “致力 于 建 立 创 造 性 的

国际合作关系 ， 把中国的文字 以 纸 媒

或电子书形式带到国际市场”。 这是外

研社 首 次 获得这一国际奖项 ， 也是中

国出版机构在本届伦敦书展颁奖典礼上

斩获的唯一大奖。
记者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了解

到， 近年来外研社着重探索版权输出、
海外设点 、 中外文化交流等国 际 化 业

务 ， 2016 年输出版权百余个品种 。 侯

慧于 2004 年加入外研社国际部， 先后

将外研社出版的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纸质书和电子书版权分别销至马来西亚

和美国， 该词典在马来西亚市场销售十

余年， 累计销量超 10 万册。 侯慧与团

队还促成 “中华学术文库” “中华思想

文化术语研究丛书” 两大版权输出项目

的签约。
另一备受关注的 “中国元素” 是中

国网络文学作品。 《鬼吹灯》 《斗破苍

穹》 《我欲封天》 等阅文集团旗下人气

网络小说在伦敦国际书展亮相 ， 有 中

文、 泰文、 越南文、 日文、 英文等多种

语言译本。
上海与伦敦在文学上也产生了密切

交集 。 本届伦敦书展上的图书 与 荧 幕

周， 邀请了两位来自上海的作家———小

白和黄昱宁来到伦敦水石书店对话文学

评论家保罗·布莱泽德。 知名青年作家

小白 2011 年出版长篇小说 《租界》， 引

起海内外评论界广泛关注 ， 被 翻 译 成

英 、 法 、 德 、 意大利 、 荷兰等多 种 语

言。 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黄昱宁是资深

英美文学编辑 ， 也是活跃的作 家 和 译

者 ， 译 著 逾 200 万 字 ， 包 括 《甜 牙 》
《追 日 》 等 ， 近 期 刚 推 出 最 新 随 笔 集

《假作真时》。
伦敦国际书展创立于 1971 年， 是

仅次于法兰克福书展的世界第二大国际

图书版权交易会。
伦敦书展还设立了一系列旨在表彰

出版领域卓越贡献的奖项， 包括 “年度

最佳书店大奖” 和 “国际文学代理奖”
等。 本届 “全球年度最佳书店” 颁给了

法国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 颁给这家久

负盛名书店的理由， 是 “它为成为一家

21 世纪的书店所作的努力”。 评审员表

示： “莎士比亚书店设立了咖啡馆、 拓

展了童书专区、 更新改版了它的网站并

增加了网络购买的功能， 书店里的精彩

活动现在可以通过视频和音频向全世界

的人分享。”

《法国汉学家在中国》文献展开展
本报讯 （实习生汪荔诚 记者张立

行） 《法国汉学家在中国》 文献展日前

在石龙路上海尔冬强丝绸之路视觉文献

中心举办， 展示了近现代 3 位世界知名

的法国汉学家沙畹、 伯希和、 谢阁兰与

汉学相关的文献材料， 包括他们拍摄的

与中国相关的老照片、 各种书籍及手稿

影印本。
法国是欧洲最早开展汉学研究的国

家， 成果也很丰富。 早在 1814 年， 法

兰西学院就创设了与中国相关的教席，
使法国 “很荣耀地成为第一个在科学领

域 建 立 汉 学 研 究 的 欧 洲 国 家 。 ” 1842
年， 在今天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的前身也设置了中国教席。 而沙畹、 伯

希和、 谢阁兰是法国近现代汉学界举足

轻重的专家。
沙畹是法国最早研究敦煌学并翻译

《史记》 的汉学家， 在法国汉学界具有

重要地位。 他前承 19 世纪的法国汉学

传统， 并使 20 世纪法国汉学开创了新

的局面。 尽管他的文化修养、 研究方法

和思想的某些方面更属于 19 世纪， 但

他的活动主要在 20 世纪。 在许多汉学

领域如中国历史、 宗教哲学、 中国地图

学等方面为后来的法国汉学研究奠定了

基础。 伯希和是法国知名汉学家、 探险

家。 他利用流利的汉语和丰富的中国历

史文化知识， 在上世纪初活动于中国甘

肃、 新疆一带， 对库车图木舒克以及敦

煌石窟， 进行了广泛的考察。 伯希和的

汉学研究精湛渊博， 于中国目录版本、
语言文字、 考古艺术、 宗教文化、 东西

交通 ， 以及边疆史地等方面 ， 都 有 论

著。 后期致力于蒙元历史研究。 学术著

作有 《郑和下西洋》 《伯希和敦煌石窟

笔记》 《卡尔梅克史评注》 《伯希和西

域探险记 》 《伯希和库车地区 考 古 笔

记》 等。 伯希和最知名的是把敦煌藏经

洞中所有的遗书通检一遍并盗运其中的

精华到欧洲， 这也让他在中国学界毁誉

参半。 谢阁兰懂中文， 通汉学， 曾多次

来到中国游历和考察。 谢阁兰的文学作

品基本上都是在中国酝酿完成的，如《古
今碑录 》（诗集 ）、《勒内·莱斯 》（小说 ）、
《历代图画》（散文诗集）、《华中探胜》等，
都写于中国、取材于中国，字里行间都浸

透着中国文化的养分， 他因此被人称为

“法国的中国诗人”。
上海著名摄影家尔冬强用 10 多年

时间， 追寻 3 位法国汉学家的足迹， 逐

一回访他们当年田野考古的现场， 并在

历史文本里爬梳翻检， 搜集了与这 3 位

法国汉学家相关的历史图片、 各种类型

的学术著作和文献资料， 拍摄了大量现

场图片。

《短打莎士比亚》拆解莎翁悲喜剧

提起莎士比亚， 你会想起什么？ 一

部以幽默、 讽刺甚至荒诞的方式重新解

构 莎 士 比 亚 37 部 作 品 的 小 剧 场 话 剧

《短打莎士比亚》 ,日前正在上海话剧艺

术中心戏剧沙龙上演。 在 90 分钟的时

间 里 ， 三 名 演 员 以 各 种 唱 、 念 、 做 、
打、 杂技、 魔术的方式在莎翁的各个作

品里跳进跳出， 演绎人间百态。
《短打莎士比亚》 由英国的浓缩莎

士比亚剧团创作， 在伦敦标准剧院已连

续上演超过 9 年， 是伦敦演出时间最长

的喜剧之一。
中文版 《短打莎士比亚》 由哲腾文

化传播公司与上海话艺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联合出品， 陈飞历担任导演。 去年 8
月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进行了中文版首

演， 演出中融入了本土元素， 以贴近生

活的语言重新演绎， 该剧强调剧场与观

众之间的互动， 希望以一种轻松的方式

带领观众走进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这位 450 年前的历史

人物， 一生留下 37 个著名剧本 ， 2 首

长诗 ， 154 首十四行诗……数字之多 ，
作品之伟大， 奠定了其在世界戏剧史、
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地位， 漫长的岁月

中， 它经得起各式各样， 亦庄亦谐的舞

台拆解， 正如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

院张冲教授所说： “莎士比亚的好处，
就在于不怕折腾。”

这部 “浓缩版莎翁全集” 的舞台背

景， 被设置为一个类似伊丽莎白时代的

低成本剧场制作剧目， 演员在舞台上跳

进跳出， 以半演绎、 半解读的方式， 拆

解着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喜剧。
正如剧中人所陈述的那样， 人们一

度认为莎士比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一

度以为莎士比亚很难懂， 事实上， 他的

确有一些戏剧很有深度， 但他也有很多

作品是为了商业演出而写的， 因此带着

暴力、 黄段子与哗众取宠的色彩。 导演

陈飞历认为 ， 《短打莎士比亚 》 不 是

“恶搞”， 而是为引入一个全新的视角，
来重新认识莎翁和他的戏剧。

演出首当其中 “解剖” 的， 就是最

受人们欢迎的爱情剧作 《罗密欧与朱丽

叶 》。 莎士比 亚 作 品 中 有 1000 多 个 角

色， 在 《罗密欧与朱丽叶》 中， 不仅有

一对爱得火热的恋人， 还有一个好管闲

事的奶妈和一个有同情心的神父， 他们

都是故事中的重要人物。 而在 “打开”
复仇剧 《泰坦斯》 时， 台上的演员们也

不忘将英国的美食调侃一番， “莎士比

亚的笔下的第一部悲剧 《泰坦斯》， 是

在他对食物的渴求下诞生的”。
亚当·朗、 丹尼尔·辛格、 杰西·温

菲尔德， 英国浓缩莎士比亚剧团的三位

灵魂人物， 在插科打诨之后也不忘严肃

一番。 他们认为， 莎士比亚的喜剧 “借
鉴” 了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趣剧 《变形

记》 和意大利喜剧的影响， 但莎翁的天

赋在于有策略， 能够把这些借用和采纳

的元素在不同的戏剧情节中合理地表达

出来， 至于这是 “精简” 还是 “山寨”，
就留待有好奇心的观众走出剧场后去发

现了。 中文版 《短打莎士比亚》 将演出

至 3 月 19 日。

■本报记者 许旸

■本报记者 童薇菁

若非这隐匿的天才，
那一程的美国文学或未知航向

电影《天才捕手》献予伟大的编辑麦克斯·珀金斯

1929 年， 纽约， 经济大萧条的阴

影笼罩着每个人。 曼哈顿街区， 斯克

里布纳公司的店招格外醒目， 这个创

立于 1846 年的出版公司是所有写作者

向往的殿堂。 有个年轻人突兀地闯入

编辑室， 想取回书稿， “纽约城里没

有一家出版社愿意接受， 可我觉得它

很特别”。 等不及编辑开口， 为了捍卫

自己那清高又脆弱的小心脏， 他佯装

倨傲， 将书架上陈列的一众书籍逐一

讥讽。
这场景符合不少人对作家与出版

编辑间拉锯的想象。 所不同的是， 那

间编辑室属于麦克斯·珀金斯， 美国图

书出版界最具盛名的传奇编辑； 那排

书脊上印着了不起的字眼： 《美丽与

毁灭》 《人间天堂》 《了不起的盖茨

比》 《太阳照常升起》 《永别了， 武

器》 ……
电影 《天才捕手》 日前上映。 该

文本改编的原作有个略长但确切的名

字———《天才的编辑： 麦克斯·珀金斯

与一个文学时代》， 书作者司各特·伯

格， 曾获得 1978 年美国国家图书奖传

记奖。 编辑珀金斯的职业生涯有 “弱

水三千”， 他推出的作家里， 单是菲茨

杰拉德、 海明威和沃尔夫这三位天才

就足够拉开美国文学黄金时代的帷幕。
而电影中， 导演迈克尔·达格拉吉让海

明威和菲茨杰拉德都融入背景， 只舀

取托马斯·沃尔夫一瓢饮 。 因 为 他 相

信， 这段充满了激情与克制、 信任与

背叛、 惺惺相惜与针锋相对的合作关

系， 正是那个年代美国文学河流之下

的暗涌， “珀金斯心平气和地藏身于

天才作家的身后， 但若没有这个隐匿

的天才编辑， 那一阶段的美国文学史

或将引向另一个航道”。

他就站在错综复杂的枢
纽处，于往来水流中捕捉珍宝

编 辑 室 的 初 次 相 遇 ， 沃 尔 夫 33
岁 ， 除满腔的写作热情外一无所 有 。
但科林·费尔斯扮演的珀金斯在听完那

堆牢骚与嘲讽后， 只吐出了一个名字

“托尔斯泰”。 他敏感捕捉到并小心维

护 着 沃 尔 夫 作 为 小 说 家 最 宝 贵 的 才

能———五官张开地来调用语言。 但他

也敲打着年轻人， “你暂时数落不了

托尔斯泰， 除非你能写出如 《战争与

和平》 那般的史诗”。 这第一次谋面深

深印刻在沃尔夫心里， 此后他每交一

次文稿， 都会追问 “这有追赶 《战争

与和平》 的希望吗”。
那天之前， 珀金斯已在回家的火

车上看过这叠文稿。 “一块石头， 一

片树叶， 一处尚未寻到的门。 在石头

里， 树叶里， 门里， 在所有被遗忘的

面孔后面 ， 谁曾真正知悉他的 兄 弟 ？
谁曾洞悉过他父亲的内心？ 谁不曾被

遗忘在永远禁闭的囚室中？ 谁不是生

而疏离， 至死孑然？” 诗一般的语言摄

住了他， 虽然结构有些乱， 还大把挥

霍着华丽辞藻。 可珀金斯透过洋洋洒

洒文字看到了一种写作的新手法———
沃尔夫能打通五官， 调用人类所有触

感去描写一层肌肤 ， “泛着粉 红 色 ，
能让人联想到海边珍珠的肤色”。 他珍

惜这股灵气， 把棘手的结构问题揽到

自己身上， 挑挑拣拣删去 9 万字， 只

在更改书名时， 旁敲侧击， “没有人

会 对 《西 卵 的 特 里 玛 洛 》 动 心 ， 但

《了不起的盖茨比》 不一样。 《啊， 迷

失》 必然会埋没在书堆里， 可如果你

用书中的意象天使呢？” 如历史所示，
沃尔夫的处女作 《天使， 望故乡》 出

版， 旋即成为 1930 年代初的现象级畅

销书。
沃尔夫的处女作蜕变记详尽地摊

开在大银幕上。 而对菲茨杰拉德或者

海明威， 导演在看似过场戏里不着痕

迹地交代他们的来时路。 沃尔夫大放

异彩时， 菲茨杰拉德步入一生最黑暗

的时光， 妻子罹患精神病， 挚友海明

威瞧不上他灵感全失 “甚至写不出五

个词”。 那会儿， 《了不起的盖茨比》
渐被世人遗忘， 新作 《夜色温柔》 无

人识货。 行将崩溃时， 唯有珀金斯不

断接济他， 宽慰着他， “当年的中尉

可曾想过， 自己笔下会诞生 《人间天

堂》？” 他提醒菲茨杰拉德， 从 1918 年

到 1919 年 的 时 光 里 ， 《浪 漫 的 自 负

者》 是如何冲破斯克里布纳公司那保

守防线的。 电影略过往事， 原著里则

记得明晰。 那篇手稿被高级编辑们接

连否定， 因为彼时他们公司的书目从

未敢超越 “体面高尚” 的界限， 他们

所联系的作家里， 也从未有新进或风

靡一时的年轻人。 老成持重的出版公

司偏爱的， 也是当时美国文学所推崇

的， 是譬如 《福尔赛世家》 这样的传

统经典。 是那会儿的下层编辑珀金斯

擅作主张写信建议作者修改情节， 才

有了菲茨杰拉德与他的 《人间天堂》。

1919 年 9 月， 在编辑部打算否决 《人

间天堂》 的会议上， 珀金斯起身发言：
“出版家的首要义务是该为才华服务。”

至于电影里出现的海明威， 戏份

极少， 统共两次。 一次， 两人在舞厅

的爵士乐里释放天性， 从来只有一副

表情、 一种装束的珀金斯踩着节拍抖

起膝盖 。 后一次便是两人各站 一 边 ，
同海里捕上的大鱼来张合影。 书里记

载， 1925 年， 在修改 《了不起的盖茨

比》 期间， 已成名的菲茨杰拉德一边

向珀金斯推荐旅居巴黎的海明威， 一

边劝说好友带着新作回到纽约。 后来，
《太阳照常升起》 在珀金斯的强烈要求

下弱化了过于冒险与粗犷的语言， 奠

定了海明威的文学地位。
对于珀金斯的知遇之恩， 沃尔夫

总是冲着情人絮叨： “记忆里， 第一

次有人告诉我， 我写的东西是有价值

的。 这世上只有一个人相信我能干出

点名堂， 他就是珀金斯。” 而按传记作

者司各特·伯格的理解： “珀金斯就站

在错综复杂的枢纽处， 于奔腾而过的

潮流里， 迅捷地捕捉珍宝。”

暂且搁置激荡的文学背
景， 只专注于天才间纠缠的
心灵

对于珀金斯这位出版界的大神级

人物， 电影里把他放低到人间， 暂且

搁置他身后激荡的文学时代背景， 专

心致志于天才之间、 编辑与作者间相

依相伴又互相纠缠的心灵。
珀金斯的夫人说， 丈夫一直想要

个儿子， 而上帝给了他 4 个女儿， 所

以， 他把托马斯·沃尔夫当做了自己的

儿子。 另一边， 沃尔夫回忆， 他最后

一次看见父亲， 是在火车上， 他的一

生， 只是为了回到父亲身边。 遇到珀

金斯后 ， 沃尔夫仿若见到他渴 望 的 、
从未拥有过的 “父亲”， “我富有天下

文学奇才， 想来也没什么稀罕， 不过

是添些砖撤掉点瓦， 浑身上下， 大概

也就这几分真心能称上斤两 ， 你 要 ，
就拿去吧”。

《天使， 望故乡》 一夜扬名， 不

久后， 沃尔夫再次走进编辑室， 声称

新作 《时光与河流》 已经完成。 在珀

金斯惊奇的注视中 ， 几名壮汉抬进 3
箱手稿 。 编辑部 雇 用 了 几 个 打 字 员 ，
将这些用铅笔潦草地写在各种纸张上

的 文 稿 誊 清 ， 整 整5000 页 。 艰 苦 的

删改又开始了， 一年多的时间里， 珀

金斯和沃尔夫每周有 6 个晚上在办公

室加班， 一个删， 一个改， 一个刚砍

去 100 字 ， 另 一 个 改 后 却 多 了 200
字。 沃尔夫有素材， 有直觉， 能源源

不断地冒出优美的词句， 珀金斯提供

了他所欠缺的洞察力， 重新构架起有

效的框架。 两个男人为了 《时间与河

流》 不舍昼夜， 形影不离。 他们的身

边人， 珀金斯的太太和沃尔夫的情人

只能各自神伤， 一个哀怨地望着餐厅

里空荡的座位， 一个举起过手枪、 吞

下过安眠药。 可再怎样抱团哀怨， 男

人间、 作者与编辑间的情谊依旧牢不

可破。
《时间与河流》 付梓， 一切在高

潮中埋下祸根。 沃尔夫坚持在扉页上

加一段话： “本书谨献给麦克斯·珀金

斯， 一个勇敢、 诚实的人。 他陪伴本

书作者度过了人生中最绝望的 日 子 ，
作者希望， 这本书能帮他实现自身价

值。” 小说出版后， 一个与沃尔夫交恶

的评论家语出刻薄： “这本书所体现

的组织能力和批判智慧， 并非出于作

者的内心， 而是出版社的办公室。” 诛

心之论是导火索， 激起两人间心底积

怨。 30 多岁的沃尔夫就像一个处于叛

逆期的孩子， 他可以用一生去爱戴父

亲， 却也总有那么一刻试图证明自己

单枪匹马也能闯出一番天地。
于是背弃发生了， 这让珀金斯有

一整年 “觉得处境不好， 难以安眠”。
可是， 沃尔夫陷入官司时， 久不来往

的珀金斯还是愿意为他出庭作证。 而

当沃尔夫被结核性脑膜炎折磨得一病

不起， 他唯一放不下的， 也是他和珀

金斯间的情分。 他们以作者和编辑的

身份开启一段奇情， 是亲密又复杂难

辨的情绪让他们分道扬镳， 是双方共

同怀抱的忠于文学的信仰让他们在终

点重逢。
“亲爱的麦克斯： 我预感到自己

的死亡……我和内心那个黑暗的自己

面对面 ， 我不认为自己有多惧 怕 他 ，
但我最想做的事还是活下去， 再见你

一面……” 读着沃尔夫的绝笔， 珀金

斯摘下礼帽， 这是电影里唯一的一次。
身后， 书架上陈列着他职业生涯的华

章： 《了不起的盖茨比》 《夜色温柔》
《太阳照常升起》 《永别了武器》 ……
当然， 还有 《天使， 望故乡》 和 《时

光与河流 》。 珀金斯低下头 ： “事 实

上， 我也曾经害怕毁了你的作品， 也

许一开始更好呢……”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火车是影片里一个重要的意象， 珀金斯第一次读到 《天使， 望故乡》 的初稿是在回家的火车上， 沃尔夫关于父亲的记忆也由火车牵系着。 与此同时， 珀金

斯的严谨做派， 又在他与火车的细节中闪烁： 日复一日， 纽约中央车站傍晚 6 点， 总有一名乘客， 他是隐隐掀开美国文学黄金时代帷幕的人。 图为科林·费尔

斯饰演的珀金斯。

男人间牢不可破的情分让身边的女人抓狂。 珀金斯的太太、 沃尔夫的情

人各自神伤。 一个守着餐厅里空荡的座位， 一个举起过手枪、 吞下过安眠

药。 图为裘德·洛与妮可·基德曼饰演的沃尔夫和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