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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茶花号”今晚再起航

罗贝托·阿巴多执棒上海版《茶花女》

本报讯 （记者徐璐明） 去年 3 月，
由上海歌剧院创排的上海版 《茶花女》
巧妙地将故事置入上世纪 20 年代的上

海， 穿着旗袍的薇奥莉塔登上 1920 年

代的国际邮轮 “白色茶花号”， 从上海

出发 ， 演绎人生的悲欢离合 。 今 明 两

晚， 这艘 “白色茶花号” 将再度起航，
在上海大剧院连演两场。 此次， 上海歌

剧院特别邀请指挥家罗贝托·阿巴多 、
女高音杰西卡·普拉特、 男高音弗朗西

斯科·德穆罗等国际歌剧界明星， 与中

方演员联袂演绎这独具东方特色的西方

经典歌剧。
此次担任指挥的罗贝托·阿巴多是

指挥大师克劳迪·阿巴多的侄子， 是阿

巴多家族中的又一位优秀指挥家。 他执

棒的数十部歌剧年代跨度从古典主义时

期的莫扎特一直到近现代， 《茶花女》
是他最喜爱、 亦是他指挥最多的威尔第

作品 。 2013 年 ， 他曾指挥这部歌剧参

加香港艺术节。 “《茶花女》 的音乐让

其中的每一个人物都那么鲜活有力 。”
罗贝托·阿巴多表示， “人性的不同侧

面都在其中得到体现 ， 这正是 《茶 花

女》 经久不衰的原因。”
“在我看来， 没有哪个城市比曾经

被称为 ‘东方巴黎， 的上海更适合展现

这个故事了。” 该剧导演易立明曾告诉

记者， 上世纪 20 年代海派文化生态以

及光怪陆离的社会图景与故事原发地的

巴黎极为相似 ， 使得上海版的 《茶 花

女》 故事发生的时空穿越具备合乎情理

的基础。 他将全剧的场景放置在一艘国

际邮轮的后甲板上。 这艘邮轮将从上海

外滩起航 ， 最终抵达法国 。 而 “交 际

花” 薇奥莉塔则穿上了旗袍， 成了邮轮

上的一名驻唱歌女， 并与富家子弟阿尔

弗雷多相识相恋。
邮轮是一座 “移动的城市”， 没有

了繁重迁景的停顿与声响， 无疑让观众

的观剧体验大大提高。 薇奥莉塔的外方

主演杰西卡·普拉特表示， “在这样的

舞台上完成走位调度， 就像是在不停地

上坡下坡， 很容易喘。 这不仅只是表演

中注意平衡的问题， 也大大提高了控制

气息和声音的难度。”
与传统歌剧演出不同， 上海版 《茶

花女》 的演员们不再局限与一方舞台之

内， 许多群众演员的上下场都安排在观

众席中， 甚至男主角阿尔弗雷多还将在

二楼包厢与舞台上的薇奥莉塔对唱。 整

个剧场都被纳入表演区的范围， 给观众

带来“置身其中” 的亲切感。 此次的外

方男主演弗朗西斯科·德穆罗曾与众多

著 名 歌 剧 院 合 作 过 《茶 花 女 》 ， 可 谓

“阿 尔 弗 雷 多 专 业 户 ” 。 他 告 诉 记 者 ：
“在传统的演绎中， 第一幕薇奥莉塔著

名的咏叹调《多么奇怪》里，阿尔弗雷多

都是在台侧演唱，让观众感觉到声音从

幕后传出。 但这次他出现在了台前，在

追光中与薇奥莉塔互动 。 这样 的 处 理

很特别 ， 可以让观众更直观地 感 受 到

他在女主角心中的分量 ， 更强 烈 地 感

受到他们之间迸发出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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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作品将完整“落叶归沪”
《傅雷著译全书》26卷年内出版，专家提醒公版不等于“想出就出”

傅雷作品即将完整“回归”上海。
记者日前从上海远东出版社获悉，出

版团队与傅雷次子傅敏、 上海浦东傅

雷基金会合作，历时近 6 年打磨，将于

今年下半年出版 《傅雷著译全书》26
卷， 推出收录傅雷现存全部著译作品

的权威版本， 以此纪念傅雷明年 110
周年诞辰，向傅雷夫妇致敬。此前傅雷

译作或著作在全国出版过多个版本，
如今随着傅雷书信、 研究成果不断开

掘，专家对《傅雷著译全书》加以编校

整理，新增亮点陆续浮出水面。
根据《伯尔尼公约》的规定，作家

去世达到一定时间， 其作品不再受著

作权法保护。 我国著作权法将这一时

间限定为 50 年， 即作家去世 50 年后

其作品列入公共版权范畴。因此，自今

年 1 月 1 日起，一批逝世于 1966 年的

国内作家作品进入公版，其中老舍、傅
雷等名家名作尤为耀眼。 在出版界看

来，公版书没有版税这一成本限制，市
场竞争激烈，其中蕴含巨大商机，也隐

藏了版权隐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
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

等权利依然存在，并不意味着出版商可

以“随心所欲”“想出就出”。上海远东出版

社社长徐忠良告诉记者，对于进入公版期

的作品，出版社也应心怀敬畏，尊重经典。

拾遗补缺，立体呈现傅雷
艺术人生

去年下半年， 上海远东出版社在傅

敏的授权下，携手数名傅雷研究专家，组
织团队策划编校，《傅雷著译全书》 的阶

段性成果以单行本方式出版了近 10 种，
如《傅雷文集》《傅雷启思录》《傅雷家风家

教》等。眼下，“全书”紧锣密鼓进入冲刺阶

段， 在装帧设计上将统一采用小 32 开本

的老上海风格，备选方案有四个，出版方

与傅敏正斟酌最终面世效果。
用心打磨， 更体现在全书对最新研

究成果的增补收录上。 出版团队正从法

国、 中国多地收集新发现的傅雷著译作

品及书信，并积极洽谈版权。比如，《傅雷

文集》书信卷在 2010 年江苏文艺出版社

版本基础上， 新收录了傅雷致挚友刘抗

之子刘太格的两函。 当年刘太格留学澳

洲时，傅雷写信鼓励他，信中可一窥傅雷

对中外建筑艺术内涵的鲜活思考， 为学

界留下一手文献， 也流露出傅雷对后辈

的提携。比如一封信的结尾处，傅雷主动

提出， 只要刘太格有意从事中国建筑研

究，他愿“今后对一切新出建筑图籍代为

留意搜购”。
在业内看来，《傅雷著译全书》 的出

炉将全面呈现傅雷在翻译、文艺批评、美
术、音乐等多个领域的精深见解，作者的

立体艺术人生跃然纸上。 出生于原南汇

县渔潭乡的傅雷，4 岁至 19 岁时跟随母

亲寓居周浦， 在此度过了对其影响至深

的青少年时期， 从这个意义上说，《傅雷

著译全书》 可视作这名近现代著名翻译

家、作家的精神魂魄“回归故里”。

警惕侵权，不可随意篡改
肢解作品

前不久， 数家出版社被指有侵权出

版《傅雷家书》嫌疑，人们发现，即便傅雷

作品进入公版期，《傅雷家书》 的完整著

作权归属仍持续引发业内热议。 今年 2
月“关于《傅雷家书》等书信版权的严正

声明”指出：自新年伊始，市面上出现了

不少同名侵权“家书”，一些出版社肆意

侵权、扰乱市场，而家书与傅敏的不断修

订选编内容有关，其汇编权值得关注。
这在公版书出版现象中并非孤例。

中国老舍研究会官方微博近期声明，目

前老舍作品最权威版本为人民文学出

版 社 2013 年 版 的 19 卷 本 《老 舍 全

集》，望今后其他机构出版作品请以此

版本为准。老舍女儿舒济就曾坦言，对
父亲作品进入公版期心存担忧：“一些

公版书根本没校对， 一翻拍一复印一

印刷就完事，有的新课标图书、语文参

考资料非常粗糙，对孩子、对读者完全

不负责任。” 在业内看来，其他出版者

可自行选择偏好版本， 但前提是要参

照优质版本标准进行新版本开发，开

发的同时需注意，有关《老舍全集》中

的注释、编排等，人文社依旧有使用的

专有权。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事张洪

波说，著作权分财产权和人身权，前者

包括复制权、发行权、改编权、翻译权、
汇编权等 13 项； 后者包括发表权、署
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伯尔

尼公约》所规定作者去世 50 年后进入

公版范畴的， 仅指财产权和人身权中

的发表权，而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

品完整权则是永久性的， 作品不能随

意遭篡改、肢解。
在文化评论人韩浩月看来， 以什

么样的态度出版公版书， 可以衡量一

家出版社是否值得信任与尊重。

文化 专版

记者手记

一哄而上“炒冷饭”
能最大化公版书效应吗

名家名作一旦进入公版书领域，
无不是出版社竞相追逐的香饽饽。 数
据显示， 近几年公版书重复出版达到
高峰， 一哄而上的热闹背后存在良莠
不齐、低水平“炒冷饭”等现象，有的版
本随意删改拼贴，手法粗糙，不乏谬误。

设置公版期本意是为了让优秀著
作以更便利渠道、 更丰富形式惠及读
者， 使经典在时光长河里散发熠熠光
辉。诚然，经典名著在流传过程中一定
有遗漏增补，不同学者加以旁白注解，
会为不同受众提供丰富阅读体验，版
本多一些本无可厚非， 但如果缺乏高
度责任心，少了专业的编校翻译整理，

经典的光芒被磨损耗费不说，多种版
权纠纷与侵权隐患也会纷至沓来。

我国出版业市场日趋庞大，但优
秀作品总是稀缺资源。 公版经典不是
简单的“肥肉”，低成本已不足以成为
制胜关键， 出版社若不心存敬畏，慎
重对待，便很难赢得读者青睐。 表达
尊重的方式之一就是做好书，以敬业
精神和专业方式对待公版书，书中索
引 、编排 、校订 、设计都应精心讲究 ，
追求卓越版本。

资深出版人贺圣遂提醒， 公版书
承载了优秀文化基因， 是人类共同的
财富。 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对公版作品
有序开发与“深加工”，让各版本充分
接受检验，有助于真正繁荣图书市场。

上海歌剧院创排的《茶花女》不但把场景搬到了上海，剧中人物还穿起了旗袍。
图为外方组薇奥莉塔扮演者女高音杰西卡·普拉特（中）。 （资料照片）

译林出版社去年 9 月推出的 《傅
雷家书》经典译林版。 （均出版方供图）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 年推出的

《傅雷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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