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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馆剪报资料》出版
推出《历史掌故专辑》和《淞沪抗战专辑》

延续上海文脉的生动载体

本报讯 （见习记者王筱丽）由上海

报业集团、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

出版社和上海书店出版社共同 举 办 的

《申报馆剪报资料》 出版座谈会， 昨天

下午在沪举行。 《申报》 被称为一部近

代中国的百科全书， 此次出版的 《申报

馆剪报资料》 被专家视为延续上海文脉

的生动载体。
新出版的 《申 报 馆 剪 报 资 料 》 分

《历史掌故专辑》 全 4 册和 《淞沪抗战

专辑》 全 12 册。 由上海申报馆剪报资

料室收集整理 ， 按照政治 、 经 济 、 军

事、 文化等分类保存， 涵盖百余个近现

代报纸的剪报资料库藏。 其剪报工作始

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 持续到 1949 年

5 月末， 前后近 20 年 ， 依托当时较具

影响力的 《申报 》 《新闻报 》 《大 公

报》 等专题资讯， 加以剪贴归类， 装订

成册， 总量达 1.3 万册， 是迄今规模最

大的近代剪报类史料文献。
其中， 《历史掌故专辑》 专门收录

大量反映这一时期上海历史、 文化、 社

会生活等方面的史料掌故类剪报， 保存

了一大批近现代 的 重 要 史 料 与 珍 稀 逸

闻 ， 为深入研究近现代上海的 历 史 轨

迹 和 文 化 脉 络 提 供 了 第 一 手 文 献 。
《淞沪抗战专辑 》 选取 1936 年至 1940
年间有关淞沪抗战的剪报资料， 按照主

题分类和出版时间顺序编排， 分为 “战
前情形” “淞沪会战” “淞沪会战后情

形” “日占时期情形” “上海近郊游击

战” “孤军营情形”， 以及 “八一三周

年纪念” 等若干专题， 全面展现了淞沪

抗战的历史过程和细节， 为深入研究上

海抗战史补充和丰富了大量新的史料和

线索。
记 者 获 悉 ， 除 这 两 个 专 辑 之 外 ，

《申报馆剪报资料》 计划在 2018 年陆续

推出 《高等院校专辑 》 《新闻 出 版 专

辑》 等， 进一步填补现有档案文献的缺

载与不足， 为深入研究近现代上海的社

会提供坚实的文献保证和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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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繁多的名家手稿亮相拍场，
你是否知道有可能“踩雷”？

拍品涉及物权、著作权，内容可能侵犯隐私和名誉

两张 95 年前爱因斯坦写的纸条，
不久前在拍场上以 180 万美元成交。
“平静质朴的人生会比动荡不安地追

求成功带来更多的幸福感。” “有志

者事竟成。” 这两张纸条不过寥寥数

十个德语单词， 据拍卖委托方透露，
是 1922 年爱因斯坦在东京写给别人

当小费的。 记者发现， 名人手稿的拍

卖近年来越来越热闹， 拍品种类也从

最初的信札、 稿件， 发展到便条纸、
情书、 笔记等。 仅今年 12 月， 走上

拍场的名人手 稿 就 包 括 胡 适 、 季 羡

林、 伏尔泰、 门德尔松等的手稿。
不过， 有业内人士提醒， 名人手

稿涉及物权归属问题， 如果手稿还是

作品， 则还涉及著作权。 此前， 中外

拍场上不少名人手稿都闹出过纠纷，
这些都提示名人手稿在物权保护和在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需要更多的关注

和监管。

名人手稿拍场升温，背
后价值被不断发现

近年来， 手稿拍卖作为艺术品拍

卖的一部分日趋升温。 而手稿的多重

价值也被越来越多地关注。
有人评价， “名气” 是考量手稿

价值的首要前提， 作者在相关领域的

地位和声望直接决定了手稿的定位和

价值， 其次则是手稿原作在史料、 文

献 、 学术 、 书 法 等 方 面 的 价 值 。 例

如 ， 2014 年现身拍场的茅盾的 《谈

最近的短篇小说 》 手稿 ， 写于 1958
年 ， 是 一 篇 近 9000 字 的 评 论 文 章 ，
并载于当年的 《人民文学》 第 6 期。
文章从当时各地新近发表的大量短篇

小说中选出九篇进行分析， 其文学价

值和历史意义不言而喻。 同时， 这份

30 页的手稿用毛笔写成 ， 茅盾的手

书文字瘦硬清雅， 其艺术价值也成为

手稿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的手稿则因留下了一个时代思

想文化方面的诸多印迹， 而显得十分

珍贵。 作家、 文学理论家阿英与友朋

的一批往来书信和手稿， 也曾亮相拍

场。 阿英即钱杏邨， 被称为中国近现

代文艺研究“通才”。 现身拍场的阿英

与友朋的信札，记录了他与郭沫若、李
一氓、尚小云、范烟桥、 丁景唐、 蔡楚

生 、 赵景深等 名 家 学 者 ， 在 文 史 研

究、 文学评论、 戏剧、 曲艺、 诗词、

古籍书画碑拓等各个方面的深度交流与

探讨， 内容广泛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随着名人手稿热的升温， 许多 “周

边产品” 也被人发掘出来。 比如， 爱因

斯 坦 今 年 亮 相 拍 场 的 拍 品 ， 不 仅 有

1951 年至 1954 年间他和曾参与美国原

子弹研究的物理学家戴维玻姆来往的书

信， 同时也有之前提到的当小费的便条

纸。 书信记录了两位科学家对于量子力

学等理论物理议题的意见， 便条纸上的

内容则更像今天所说的 “心灵鸡汤 ”，
却都因为爱因斯坦而备受瞩目。 而据媒

体报道， 爱因斯坦将纸条当小费给对方

时， 还提示： “如果你运气好的话， 这

些纸的价值将远远超出普通小费。”

遭遇叫停 、诉讼 ，名人手
稿上拍需要针对性的规范

在风光的手稿市场背后， 各种争议

也接踵而至， 首当其冲的便是物权和著

作权方面的争议。 业内人士透露， 不少

手稿存在物权和著作权分离的状态， 过

去许多作家与出版社签的出版合同中大

多只涉及著作权， 不会具体明确手稿物

权归属， 这其中的模糊地带， 造成了部

分手稿的流失 。 比如 ， 2014 年 ， 莫言

小说手稿 《苍蝇·门牙》 现身拍卖市场，
手稿是当年莫言投稿给出版社的， 之后

则通过非正常渠道流转进入拍场， 于是

这场拍卖被叫停。不过，还有许多名家的

手稿，出现在诸多旧书拍卖网站上，很可

能在作家不知不觉间，就已经易主。
一些手稿尤其是书信的内容， 则涉

及当事人和相关人员的往事， 公开拍卖

可能会有侵犯隐私权或名誉权的风险。
2013 年 5 月 ， 某家拍卖公司宣布将钱

锺书、 杨绛及其女儿钱媛所写书信进行

拍卖后， 杨绛以涉嫌侵害著作权和隐私

权为由起诉， 最终法院判决认定拍卖公

司侵犯了三人的隐私权。
随着名人手 稿 内 容 种 类 的 不 断 丰

富， 业界呼唤应当形成一定的针对性的

规范条例。 比如， 参考一些成熟的拍卖

机构的操作， 不难发现其对委托人通过

何种渠道取得手稿有着严格的审核， 唯

有通过合法途径取得， 才能从源头上避

免物权纠纷 。 同时 ， 根据著作 权 的 规

定， 对尚在保护期内的名人书信手稿，
许多拍卖机构一般不予上拍， 如果上拍

则必须征得写信人同意 ， 如写 信 人 去

世， 还要征得其家属的同意。 针对手稿

归属问题， 则有出版社尝试将名家投稿

归还给对方， 避免手稿日后流入拍卖市

场引起纠纷。

“中国的轻音乐”奏响古调新韵
“非遗”江南丝竹在沪举办专场音乐会

本报讯 （记者李婷） 2017 “茉风

雅韵 ” 江南丝竹专场音乐会 日 前 在 上

海茉莉花剧场举行 。 演奏的 曲 目 汇 聚

不同类别不同时期的作品 ， 呈 现 了 江

南丝竹的古调新韵 。 音乐会 还 通 过 网

络进行视频直播， 1.2 万人实时收看了

演出。
江南丝竹于 2006 年被列入我国首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是一种产

生并流行于苏浙沪一带的传统器乐合奏

形式， 以二胡、 笛子为主要乐器， 演奏

者少则二三人， 多则七八人， 有 “中国

的轻音乐” 之称。 其特点是演奏风格精

细， 在合奏时各个乐器声部既富有个性

又互相和谐。 作为江南水乡文化杰出的

代表之一， 江南丝竹所蕴含的不只是艺

术魅力， 还有中国人世世代代承传下来

的处世哲学。 丝竹演奏， 上海话叫 “合
(ge， 沪语旧时发音) 丝竹”。 这里既有

你进我退， 崁挡让路的礼仪， 又有点互

相竞争的意味 ， 其最高境界 是 和 谐 共

处、 协同创新。
由于曾经赖以生存的慢节奏生活环

境已经不复存在， 江南丝竹也陷入了后

继乏人的传承危机之中。 为了推进这一

宝贵遗产的普及传承 ， 沪 上 在 全 市 各

区建立了多家传承基地 。 作 为 上 海 市

江南丝竹优秀保护传承基地 ， 上 海 市

工人文化宫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起就组

建了以丝竹乐为主的民乐队 ， 曾 得 到

金祖礼 、 陆春龄 、 陆德华 、 俞 逊 发 等

众多名家的指导。 2016 年 1 月， 上海

市工人文化宫将原属茉莉花民族乐团的

江南丝竹组， 正式命名为茉莉花江南丝

竹社， 在工会系统实实在在地搭建起学

习和交流江南丝竹的平台。 自此， 每周

二下午， 该丝竹社都会开展各类活动，
带动更多的年轻人一起研 究 学 习 江 南

丝竹， 并挖掘整理出更多的演奏曲目。
该 丝 竹 社 主 管 吴 坚 曾 听 老 艺 人 回 忆 ，
丝竹音乐鼎盛时期 ， 经常演 奏 的 曲 子

就有百余首 。 可惜的是 ， 这 些 乐谱往

往是由一代代老艺人口传心授， 流传广

泛的只剩下 “丝竹八大曲” 等十余首。
“我们不但整理经典的乐谱， 同时也收

集新创的江南丝竹音乐。 民间乐队曲库

拓宽了， 演奏的人多了， 江南丝竹的传

承发展道路才能越走越宽。” 吴坚透露，
近年， 他们已挖掘整理了 50 多套丝竹

曲谱。
此次演出就是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茉

莉花江南丝竹社成立近两年来一次集中

的成果展示。 两个多小时的演出紧凑丰

富， 其中， 既有原汁原味的传统江南丝

竹乐曲 ， 如 《三六 》 《凡忘 工 》 等 ；
也有融合传统丝竹和民乐合 奏 形 态 的

《江南情韵》 和道乐丝竹 《江南庙会》；
还 有 专 业 作 曲 家 创 作 的 竹 笛 四 重 奏

《四 竹 吟 》 、 女 子 丝 竹 重 奏 《江 南 风

韵》。 此外， 茉莉花江南丝竹社自己也

创作 、 编配了七首新作品 ， 比 如 融 合

沪语说唱风格的 《浦江韵》、 融合古曲

风的 《关山月》、 融合评弹的 《茉莉》、
根据浦东民歌改编的 《小扳艄》 以及采

用传统江南丝竹手法旧曲新作的 《花清

音》 等。

文化

用越剧演绎
《小城之春》
本报讯 （记 者黄启

哲）昨晚，福建省芳华越剧

团在沪演出 《潇潇春雨》。
这也是本届上海小剧场戏

曲节的第二场演出。
越剧《潇潇春雨》改编

自费穆电影 《小城之春》，
将故事移植到古代， 经历

战争浩劫后的小城迎来春

天，万物复苏之际，两对青

年男女的爱情也在悄然萌

芽。该剧由“二度梅”得主、
梨园戏演员曾静萍执导 ，
并邀请法国导演、 原法国

国立奥德翁欧洲剧院艺术

总监乔治·拉沃达担任灯

光设计。
左图： 越剧 《潇潇春

雨》剧照。 祖忠人摄

小剧场用“减法”考验地方戏多样化发展
淮剧《孔乙己》为第三届上海小剧场戏曲节揭幕

正在举行的上海小剧场戏曲节，
汇 聚 了 来 自 全 国 京 、 昆 、 越 、 淮 、
豫、 梨园戏、 彩调等七个剧种的九部

作品 。 讲究舞 台 上 的 程 式 美 学 的 曲

艺， 在小剧场的空间里会呈现出怎样

的变化？ 有人将小剧场戏曲比作给舞

台做减法的 “黑匣子”： 对于表演者

来说， 没有了恢弘布景或炫目声光，
观众的注意力 全 在 演 员 的 四 功 五 法

上； “黑匣子” 也给舞台带来惊喜，
表演者如何用有限的人物、 片段式的

剧情， 呈现更具有现代意义的艺术思

考， 考验着当代戏曲人的眼界。
作为首场演出， 上海淮剧团创排

的 《孔乙己 》 在 周 信 芳 艺 术 空 间 上

演。 淮剧在数百年的发展历程中， 不

仅保留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与艺术

特质， 也兼容并蓄在各地落地生根。
如今， 既有上海淮剧团 《孔乙己》 这

样具有人文特质的小剧场作品， 与年

轻观众亲近； 也有江苏省淮剧团 《小
镇》、 江苏省涟水县淮剧团 《留守村

长留守鹅》 等一批反映当代乡村生活

的优秀剧目。 有专家认为， 淮剧的多

样化探索， 无疑是地方戏积极探索当

代发展路径、 适应不同观众群体欣赏

与审美需求的一个缩影。

以经典文本为乡土剧
种注入人文内涵

“到底是吃饭睡觉重要， 还是著

书立说重要？” 这是 《孔乙己》 中丁

举人奚落孔乙己的一句话， 也是孔乙

己追问自己的一句话。 对于很多第一

次接触淮剧的年轻人而言， 在这个中

学课本里就读到的经典和再熟悉不过

的文学形象身上， 也可以找到新的情

感共振。
该剧对青年观众的吸引力在主创

的预期之内。 《孔乙己》 的编剧、 上

海淮剧团副团 长 管 燕 草 在 剧 本 创 作

时， 希望借助文学经典的力量， 为一贯

被认知为生活化的地方戏剧种注入人文

内涵。 她认为， 上海淮剧团这样一个身

处大都市的地方戏院团， 更要吸引新观

众。 小剧场给了淮剧人试水的舞台。
《孔乙己》 对于不同观众引起的触

动点又在主创的意料之外 。 该 剧 在 高

校、 社区引发演出后的热烈讨论。 有时

候演后谈的时长几乎与 70 分钟的正戏

相当。 年轻观众不仅讨论着文本的二度

创作处理， 同样也为剧中同龄演员的表

演所震动。 该剧中除了两位 85 后主演，
其余均大胆启用入团不久的 90 后淮剧

演员。 主创没有在戏曲表演唱腔上做大

刀阔斧的革新。 舞台上演员穿着清代服

装， 无法借助水袖来展示戏曲程式， 但

在丁举人家丁责打孔乙己的一场戏中，
孔乙己的饰演者高挺通过滚堂、 扭丝趴

虎、 倒吃虎、 抢背等一串身段来表现孔

乙己受尽屈辱的状态。

深扎乡村，聚焦当代故事
寻找价值传承

在淮剧的发源地江苏， 各地剧团，
尤其是基层淮剧人， 把眼光聚焦乡村，
以现实题材回应当下观众的需求。

今年七月， 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

中， 一出江苏省涟水县淮剧团创排的现

代戏《留守村长留守鹅》作为开幕戏之一

上演。 该剧以苏北农村一个把 “吃亏是

福”当成生活习惯的普通村长为原型，用
几个鲜活的故事展现当代基层干部心系

百姓、 为民谋福利的品质。 而在对白、
音乐方面， 该剧让大量乡村俚语入戏，
音乐则以苏北乡村民歌与淮剧传统的声

腔曲牌展现浓郁的苏北乡土韵味。
去年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上， 由

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主任卢昂执导的

淮剧 《小镇》 一举摘得 “文华大奖”。
剧中， 一位曾受过小镇人救助的企业

家， 以 500 万元天价寻找 30 年前的

恩人。 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
驻会副主席季国平认为： “这部戏有

非常强烈的现实感， 同时又很厚重。
在朱老爹身上和朱文轩身上， 体现出

我们中华民族道德的传承。 人性的伟

大就是克服自身弱点。” 那么如何表

现剧中人的心理变化？ 淮剧重唱工，
素有 “唱不死” 一说， 几乎每个淮剧

剧目都有大段唱词和丰富唱腔。 卢昂

在这出新创作品中， 同样借重唱工这

一特点， 将剧中人物一系列心理变化

细腻地呈现出来。

名人手稿拍场风波
■ 手稿花样繁多

1994 年，比尔·盖茨以 3080 万
美元的价格拍得了达·芬奇的《哈默手
稿 》。 这份 72 页手稿是达·芬 奇 在
1506 年至 1510 年间写就的。 从天
文学到地质学、水文学、考古学甚至光
学，手稿中的内容相当丰富，涉及众多
学科领域。 20 世纪初，该手稿被美国
商业巨头哈默收购， 易名为 《哈默手
稿》。

1998 年， 贝多芬的情书和乐谱
手稿一起在德国拍卖， 总成交价约合
3 亿元人民币。
■ 拍场风波不断

1996 年， 爱因斯坦情书拍卖获
得 90 万美元。 爱因斯坦长子的养女，

以及爱因斯坦的其他后人共同提出
诉讼，要求获得部分利得，官司最后
以和解方式结束。

2012 年 5 月， 于北京某拍卖
会拍得 59.8 万元的沈尹默 《忆鲁
迅》手稿卷起风波。沈家后人得知后
质疑手稿来源。

2014 年 5 月， 原定现身北京
某 拍 卖 会 的 贾 平 凹 《西 路 上 》手
稿 ， 因贾平凹表示手稿是假的而
被撤拍。

2017 年 ，号称 “鲁迅杂文 《靠
天吃饭》的手稿”出现在日本东京某
拍卖公司，而《靠天吃饭》手稿自上
世纪 50 年代初便保存在中国国家
图书馆。

即将亮相拍场的九位 20 世纪著名作曲家联合签名的乐谱手稿。
（资料图片）

文学从没抛弃过任何一个热爱她的人
（上接第一版）

在这个网络平台、 出版社、 影视公

司争抢版权的年代， 余华四分之三的作

品选择在这样一本纸质杂志首发， 和他

一样， 许多作家有了新作， 第一个想发

表 的 地 方 就 是 《收 获 》 。 在 这 个 内 容

“速食” 的年代， 《收获》 至今还以每

期十多页的篇幅， 不疾不徐地连载着黄

永玉的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而这也

成为很多读者坚持几年买杂志的理由。
作家陈村曾用 “中国当代文学的简

写本” 这样去形容 《收获》， 这并非溢

美之词。 从 1957 年创刊至今一甲子的

时 光 里 ， 正 如 其 《发 刊 词 》 所 说 的 ，
“杂 志 必 须 有 自 己 的 风 格 和 独 创 的 性

格”。 在接过父亲巴金主编接力棒的李

小林看来 ， “不趋时 ， 不媚俗 ， 不 跟

风” 便是 《收获》 的性格。
上世纪 50 年代， 《收获》 可谓中

国文坛的集大成者。 彼时， 作家的创作

欲望非常高涨， 作品不断出现， 然而可

供发表的文学杂志却很少， 《收获》 应

运而生。 在抗战时期就有过办刊经验的

巴金和靳以， 决意将其办成一个文学百

花园。 从鲁迅的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

迁》， 到老舍的话剧剧本 《茶馆》， 从柯

灵 电 影 剧 本 《不 夜 城 》 ， 到 艾 芜 长 篇

《百炼成钢》 和康濯 《水滴石穿》， 300
多页的创刊号足见其厚重。

1979 年率先复刊的 《收获》， 记录

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现实生活发生的

巨大变迁。 谌容中篇 《人到中年》、 张

洁中篇 《方舟》 把目光聚焦知识分子的

价值人格； 路遥的 《人生》 把笔触对准

处于社会变革中的农村生活； 而邓友梅

的 《烟壶》、 陆文夫的 《美食家》 和冯

骥才为代表的市井小说， 则以世俗民情

展现时代变化。
及至小说叙事革命与美学体系重塑

的八十年代中叶， 先锋成为 《收获》 的

关键词。 《收获》 的青年作家专号大胆

推介了余华、 苏童、 格非、 马原、 孙甘

露等一批新锐 。 而 这 些 作 家 中 ， 不 乏

一 些 彼 时 屡 被 退 稿 、 名 不 见 经 传 的

“文学爱好者 ”， 那些文字中闪烁出的

飞扬思绪也激荡起中国文坛前所未有的

新景观。
进入 21 世纪， 《收获》 所坚持的

严肃文学态度始终未变， 而在文艺生态

越加丰富的背景下， 多了一重功能———

优 质 原 创 文 学 IP 发 源 地 。 《 茶 馆 》
《人到中年》 《甲方乙方》 《大红灯笼

高高挂》 《阳光灿烂的日子》， 一大批

影视作品依托作品的文学内涵， 成就几

代人的银幕难忘记忆。
《收获》 不仅是衡量中国当代文学

高度的标尺———迟子建的 《额尔古纳河

右 岸 》 、 贾 平 凹 的 《秦 腔 》 、 莫 言 的

《蛙 》、 苏 童 的 《黄 雀 记 》 、 金 宇 澄 的

《繁花》、 王安忆的 《天香》、 毕飞宇的

《平原》 等一大批作品屡获国内国际大

奖。 同时， 《收获》 也是中国文坛每一

个重要历史时期的见证者。

它与孕育它的这座城市
有着一样的人文品格

在许多人看来， 就是这样一本文学

杂志能够诞生在上海， 并成为作家和读

者心中数十年如一日的文学标杆， 与这

座城市的历史文脉有着紧密的关系。
作为现当代文学重镇， 中国现当代

文学进程中掷地有声的名字与作品， 都

绕不开上海。 不同年代的作家书写观察

着这座城市， 也记录整个中国社会与百

姓生活的发展变迁。 而多样题材与风格

都能在这里获得包容， 涓滴汇聚之后，
最终融入这座城市的文化血液之中。

海纳百川， 也成为 《收获》 发展历

程的注脚。 诞生在都市的文学杂志， 刊

登了柳青 《创业史》、 路遥的 《人生》、
余华的 《活着》 等大量农村题材作品。
这些作品凭借作者的深刻体验和社会观

察， 其时至今日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
路遥的 《人生》 至今在书店的畅销榜上

高居不下。
但包容并不意味着没有标准， 一本

文学杂志的 “门槛” 决定着作家与读者

对其的 “忠诚度”。 史铁生的首部长篇

小说 《务虚笔记》 曾被其他文学杂志相

中， 以 10 万元稿酬相邀。 为史铁生的

生活状况着想， 《收获》 编辑一度劝他

改投 ， 史铁生却宁可不要 10 万 块 钱 ，
也要在 《收获》 发表。

正如冯骥才说的： “从 《收获》 可

以打开当代文学史吗？ 但要打开当代文

学史一定会打开 《收获》。” 始终站在当

代文坛的激流里， 以 《收获》 为代表的

文学杂志， 为每一个有思想有作为的作

家开辟一方精神空间， 让他们的作品与

读者、 与文学、 与时代合为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