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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
讲述文人先辈保护古籍的故事

古籍图书的特殊性在于品种上不可

再生，一种古籍在历史长河中湮灭，后人

就永远无法领略其风采。 近代历史上饱

经沧桑的中国， 许多珍贵古籍流失海外

或毁于战火， 今天读者能在国内见到的

古籍图书， 背后有许多仁人志士不顾个

人安危予以抢救和保存的故事。 商务印

书馆刚刚出版的 《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

信札》背后，就讲述了这样的故事。

1938年的上海正处于“孤岛”时期，

郑振铎获知上海某藏书家手中有32册

《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 与郑振铎自

己手中另外32册能凑成完整一套书。 当

时的上海， 日本以及各路欧美藏家都在

争购中国古籍。 为保护祖国古代艺术瑰

宝，郑振铎四处筹款，最终以高价买下那

位藏书家手中的32册，使这部《脉望馆抄

校本古今杂剧》得以完整保留。由于这套

书已是孤本， 一旦有闪失珍贵史料将永

远消失，所以从1939年春开始，郑振铎与

张元济、王季烈、张炳松、张寿镛等人通

信往来，商讨杂剧的选目和校订等事，最

终确定了144种未见流传的孤本，定书名

为《孤本元明杂剧》出版。 中国古代对杂

剧的文字记录较少， 导致可供研究的数

量不多，而《孤本元明杂剧》的出版，几乎

把元明杂剧的留存数量翻番。 郑振铎这

样评价这本书价值：“不下于安阳甲骨文

字的出现， 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旧抄本的

出现。 ”张元济则称此书为“人间瑰宝”。

当年郑振铎等人之间的信件原稿多

数湮灭于历史，只有少部分留存下来，近

日由商务印书馆整理成书出版， 这就是

《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 书中信件

内容除了涉及编书校订、 细节调整及编

录方式等话题的讨论外， 还披露了他们

交往中的一些逸闻趣事。 上海戏剧大学

教授叶长海表示，《孤本元明杂剧》 的历

史意义怎样评价都不为过，而这本《校订

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 是很好的补充读

物， 让读者了解当年的文人先辈在日寇

的高压恐怖统治下是如何传承文脉、维

系文化精神不坠的。

日前，在2018上海书展现场，张元济

先生的孙子、72岁的张人凤老人手捧新

出版的《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寄语

读者， 希望青年一代能了解当年古籍保

护的艰辛， 也期盼中国传统戏曲文化能

好好流传、发扬光大。

古籍保护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

作，据商务印书馆孙稷主任介绍，商务印

书馆在古籍出版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完

成了张元济等先贤一直想做而没有条件

完成的《文津阁四库全书》等的影印出版

工作， 接下去将把更多珍贵的馆藏历史

档案付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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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综艺感”伤了的不仅是《一出好戏》
王彦

在观看黄渤执导并主演的新片

《一出好戏》时，多少人心头一度掠过

四个字“极限挑战”？恐怕不在少数。只

因《一出好戏》里穿插了太多《极限挑

战》的梗。

演员表上，黄渤、张艺兴、王迅三

人都是《极限挑战》的常驻嘉宾；影片

主线内容里， 荒岛求生的戏码本身符

合“极限”“挑战”的意味；更不消说，从

角色的性情转变到部分台词细节，都

与综艺节目的设置如出一辙。

应该看到， 黄渤的导演处女作有

不少可圈可点之处。 他把一座荒岛当

成从 “生命 ”到 “生而为人 ”的舞台空

间， 用反乌托邦式的故事来讽刺社会

关系的真相 ， 用狂喜到大悲的戏剧张

力来构建电影庞杂的癫狂味 ， 又用一

只眨巴眼睛的蜥蜴营造 “上帝视角”注

视众生———大银幕上确乎一出寓言式

的好戏。

不过，也有观众中途“走岔路”。黄渤

与张艺兴划船无功而返时， 他们臆想彩

票奖金分成、并说“我只要六”时，张艺兴

的角色从单纯转变为“腹黑”时，王宝强

揶揄黄渤“这就是命”时，许多观众分了

神，从大银幕穿越到了小荧屏。加之几个

阿谀逢迎者的人物刻画过于脸谱化，影

片的“综艺感”又坐实了几分。

如今的电视综艺常爱把“电影质感”

当成节目制作的工业标杆。 玩腻了棚内

综艺、游戏综艺后，越来越多节目组不惜

花重金制作户外的剧情式综艺， 并按脚

本精心营造各嘉宾的性情，即俗称的“人

设”。 原本，电影是造梦的。 场灯暗下，银

幕里的人从演员变身角色， 由戏外的真

人转为虚幻的影像，一场好戏后，场灯亮

起，现实回转。但随着一期一会的综艺节

目反复强化某嘉宾在观众心头的形象，

那么他作为演员的神秘感也渐渐透支殆

尽。 出现在大银幕上的好戏究竟是否另

一出“真人秀”，引人混淆。

事实上，被“综艺感”伤了的不止《一

出好戏》。

黄磊执导并主演的 《麻烦家族》

本土化不成功固然是遭遇差评的缘

由之一，但演员本人在《爸爸去哪儿》

《向往的生活》 等多个综艺节目的形

象太过根深蒂固，也是令观众无法入

戏的重要原因 。 包括张艺谋导演的

《影》，一群“跑男”能否打破“综艺感”

和“电影感”的壁垒，也是让人担忧。

作为导演处女作，黄渤的《一出好

戏》完全值得鼓掌称道。但硬币的另一

面是， 作为一名想在表演上有所建树

的演员， 是否应当警惕自己被 “每周

见”的综艺人设固化形象？

尚长荣代表作研究评论集在沪首发
本报讯 （记者黄启哲）上海京剧院

与上海文化出版社前天在上海书展举行

《〈廉吏于成龙〉创作评论集》《“尚长荣三

部曲”研究评论集》新书首发仪式。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一亮

相，就被读者团团围住，就连一旁的工作

人员也按捺不住， 上前紧紧握住老艺术

家的手。说起自己的三部戏，尚长荣不居

功， 满满都是感恩：“这三部作品是改革

开放以来国家、社会对传统戏曲引领、推

动和激励的结果。 ”

“三部曲”指的是由上海京剧院创作

演出的三部新编历史剧代表作， 分别为

1988年首演的 《曹操与杨修》、1999年首

演的《贞观盛事》和2002年首演的《廉吏

于成龙》。2008年11月，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戏曲学会、上海市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对这三部作品进

行学术研讨，专家认为“尚长荣三部曲”

因其在融入时代精神、坚持艺术本体、追

寻表演境界等方面获得了突出成就，对

当代戏曲的认知和实践发生了深刻的影

响， 是当今时代京剧发展中的重要里程

碑。 “尚长荣三部曲”由此得名。

此次书展首发的 《〈廉吏于成龙〉创

作评论集》广泛摘录了刘厚生、曲润海、

薛若琳、龚和德、傅谨、戴平、赵山林等数

十位戏曲评论家的评论文章以及全国媒

体的报道， 并以丰富的图文资料展现原

创剧本、唱腔曲谱、主创人员创作谈等珍

贵资料。 针对单部作品， 此前还出版了

《京剧〈曹操与杨修〉创作评论集》《京剧

〈贞观盛世〉 创作评论集》。 一同首发的

《“尚长荣三部曲”研究评论集》则把视野

放置在2005年至2018年间报刊杂志发表

过的“三部曲”研究成果，全面梳理了三

部作品诞生至今所有重要的发展历程和

时间结点，全书由研讨会篇、评论篇、研

习班篇、观众篇以及“三部曲”大事记五

个部分组成。

文化

盛夏，80岁戴敦邦每天作画十小时不用空调电扇

近年来每年书展都有新作面世，旺盛创作力源自将自己“逼上梁山”的韧劲

前天下午， 戴敦邦在读者簇拥下

落座，为其新作《戴敦邦插图珍藏版四

大名著》签售，这已是他在今年书展签

售的第二部新作。 两天前，《戴敦邦画

说水浒传·逼上梁山》首发，令现场观

众沸腾。近年来，几乎每年上海书展都

有他的新作面世。一位80岁、右眼已盲

的画家如何保持如此旺盛的创作力，

记者日前走进他的画室，找到了答案。

“我有支气管炎，不能吹空调，为

了画纸的平展自然 ， 也不能开电风

扇。 ”老人正打着赤膊，汗流浃背地在

创作。38摄氏度酷暑天，没有空调没有

电风扇， 戴敦邦却在这样的环境下每

天坚持创作十个小时以上。 见有人来

访，他赶紧穿上一件白色汗衫。在他笔

下，一幅《红楼梦》的墨稿即将完工，十

二钗的命运跃然纸上。“这幅长卷画了

两个月，我现在只有一只眼睛可用，画

得很吃力， 生怕一个线条勾坏了整张

画就得从头再来。”戴敦邦指了指自己

的右眼。因为积年累月的过度使用，七

年前，这只眼睛已经彻底看不见了。

“很多人劝我歇一歇，我怎么能歇

呢？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过一天少一

天，我得争分夺秒。”眼前的戴敦邦，一

张国字脸， 眯着的眼里隐隐透出执著

而深邃的目光，留着稀疏的小白胡子。

他有舔笔头的习惯， 嘴唇上留下一抹

墨汁，脚上穿着一双黑布鞋。

穷尽半生，对《红楼梦》

读之绘之

戴敦邦常说自己是一个 “民间艺

人”，但在世的人物画家中，他无疑是

画名著画的最多的一位。 以曹雪芹的

《红楼梦》为例，他几乎穷尽半生对其

读之、绘之。 从1977年底为英文版《红

楼梦》 配插图； 到上世纪90年代创作

《红楼梦的故事》连环画，又画过西班

牙文本插图以及多种红楼人物画 “群

芳画谱”；再到2000年出版《戴敦邦新

绘全本红楼梦》， 以及近年与他人合

作《红楼梦》相关的三套画作，还有为

中国邮政设计绘制 《红楼梦 》特种邮

票……他的画笔， 不尽描摹着这部中

国传统典籍的形与韵， 其作品被视为

诠释《红楼梦》的一扇窗口。

其中，在2000年出版的《戴敦邦新

绘全本红楼梦》中，他做了一件前人未

曾做到的事：以国画演绎《红楼梦》。红

学家盛赞这部画集以灵肉如生的形象

再现了原著撼人心魄的力量和诗意风

采，与文学原著珠联璧合。 然而，画家

并不满足于此，去年春天开始，他又另

起炉灶开始了新一批300幅 《红楼梦》

国画的创作。“2000年的时候，我为《红楼

梦》中每一回配了两张图，一共画了240

幅作品， 但现在回过头来还是觉得画得

不够充分。 ”戴敦邦说，《红楼梦》是一部

大书， 有些章节不是两张画能够说清楚

的，书中还有很多经典诗文，暗示了人物

的命运走向，也应该画出来。他和上海辞

书出版社约定：明年三月份交出300幅国

画， 赶在明年上海书展期间推出全新的

《画说红楼梦》（暂定名）。

为此，最近一段时间来，他每天早上

四点半起床，五点准时开工，先在家画三

个小时的小幅作品。 吃过早饭再赶到画

室创作大幅作品， 一直到中午12点回家

吃中饭，午睡一个小时左右，下午两点继

续创作，直到晚上。 如是往复，每天的创

作时间加起来超过10个小时。

为画好中国故事，屡次将
自己“逼上梁山”

有人说他这是在玩命创作， 而他自

己却淡淡地说： “我不画谁画？ 况且我

是真的喜欢， 只有这么一直画下去， 画

到画不动、 画到我死为止。”事实上， 为

了画好中国故事， 戴敦邦接二连三地把

自己 “逼上梁山 ”： 2016 年上海书展 ，

他推出 《戴敦邦画说西游记·大闹天

宫》； 2017 年， 他的 《戴敦邦画说三国

演义·群雄逐鹿》 首发。 今年书展， 他

又有两部大部头面世。 《戴敦邦画说水

浒传·逼上梁山 》 一书 ， 收录了有关

《水浒传 》 人物的彩色国画 250 余幅 。

它们中绝大部分是戴敦邦的新作， 在艺

术表现中更加强调国画的墨韵和神采，

在人物设计和编排上不受原书章回次序

和时空的制约， 采取以人物造型为纲，

以故事情节为目的创作构想， 在细节上

作了更为详尽的画面补充。 他的笔下，

不只是流淌着线条人物， 还倾注着他的

情感， 书中， 他对主要人物还做了精彩

点评， 增添了一份诗意。 人民文学出版

社出版的 《戴敦邦插图珍藏版四大名

著》， 插图全部使用戴敦邦的作品， 共

计 81 幅。 除 《红楼梦》 增加 1 幅 《金

陵十二钗与宝玉》 长卷外， 每部名著精

选 20 幅， 都是书中精彩的场景和情

节， 图随文走， 放在相应的章回， 艺

术感极强。

《画说红楼梦》 尚在创作之中，

戴敦邦又有了新的目标———他要画

《道德经》， 且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一的

创作。 记者看到， 画室的墙上， 顶天

立地地挂置着两幅他尚未完成的巨幅

画作。 与往常不同的是， 这一次， 他

采用的不是擅长的国画， 而以西洋画

的形式创作。 画室的一角， 放着一架

折叠梯， 曾有一段时间， 他每天在梯

子上爬上爬下作画。 “我要靠手中这

支笔， 从老百姓看得懂的角度， 画出

典籍中的哲学精髓。” 戴敦邦笑着说，

“可能真的是一孔之见了。 我希望有

生之年能画完 《道德经》。”

走出画室， 记者想起了漫画家方

成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敦邦名字像

外交部长， 人可像戴家庄里的老乡；

自号民间艺人， 却是艺术门里的苦行

和尚。” 这， 大抵是对戴敦邦最传神

的写照。

张平长篇小说《重新生活》出版

电影《生死抉择》原著作者时隔14年再出新作

“上海是我的福地。 ”中国文联副主

席、著名作家张平前天亮相上海书展。继

《抉择》《十面埋伏》等现实主义题材小说

后，距离上一部作品出版 14 年，他的长

篇新作《重新生活》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张平说， 自己在新书见面会上的这

句话不仅是种客套———当年， 是上海的

电影创作者把他的小说《抉择》搬上大银

幕，“在那个票价两元左右的年代， 电影

《生死抉择》最终票房 1.4 亿元 ，超过了

不少进口大片”。这一回，也是上海的《收

获》成为率先刊发他新作的杂志之一。

《重新生活》和《抉择》这两部作品之

所以被张平在上海书展上相提并论，除

了都与这座城市有关， 另一个重要原因

恐怕是它们都标注着某种开端 。 21 年

前，作家以《抉择》一书开启了反腐题材

的写作。该作品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并在此后不断被加印、转载。 如今，这部

新作《重新生活》则开启了同类题材的全

新视角———人民视角。 用作家出版社社

长吴义勤的话说，“站在人民的立场，深

入了社会的肌理与世道人心”。

展开《重新生活》，新书里没有采用

以往正面人物与腐败分子直接交锋的叙

事结构， 而是将几乎全部的笔力放置于

腐败分子的家人、亲属身上。小说的主人

公武祥是原延门市市委书记魏宏刚的大

舅子。魏宏刚因为腐败落马，武家的生活

发生了剧变，他们从无意识的“权力特享

人员”成为毫无标签的普通人。

张平说：“新作是我写完后放到抽屉

里时间最久的。 和以往许多小说边写边

连载不同，这一部写完后放了近五年。 ”

五年的时间，他从未停止观察和思考：反

腐题材的现实主义书写， 需要直面社会

生活，反映党和国家的反腐决心，更需要

贴近人民、 近距离描写人民关注的社会

话题。 因此， 他不断确认自己的写作意

图：想表达出百姓根本的愿望和诉求，希

望自己的新书能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有所表现。 吴义勤评价：“小说叙事视

角的转换体现出张平的探索意识和文学

敏锐性， 也带来了作品叙事空间和文学

性的极大释放， 使得这部小说呈现出明

显不同于以往的艺术质地和意义指向。”

正如张平在小说后记中写的：“归途

漫漫，但充满希望。 清气扑面，必定万紫

千红。人民将会用鲜花铺满大地，迎接国

家和民族文化的振兴……”。《重新生活》

揭示的是一些干部的腐败行为对于社会

和人民的毁伤， 也让读者看到反腐之后

“春的颜色”。作为作家，人民情怀的重温

与力铸，亦是张平创作初心的回归。

■来自书展的报道

普林斯顿“洋学生”来沪学京剧
本报讯 （记者黄启哲）上海京剧院

青年演员的夏季集训如火如荼， 眼下又

迎来一批“洋学员”。 自昨天起至9月7日

期间， 来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19位大

学生，将在陈少云、史依弘、严庆谷、傅希

如等京剧名家、青年演员的带领下，系统

学习京剧艺术。

上海京剧院针对都市白领青年开设

的 “Follow me京剧跟我学 ”课程已有十

年时间， 经由专业演员指点学习过的业

余票友，经典唱段信手拈来，甚至还能上

台演上几个折子戏。不过，迎来“洋学员”

还是头一回， 更不必说是美国高等学府

“零基础”的学生。

原来，此次海外版课程缘起于去年9

月。 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 史依弘携

《霸王别姬》赴美演出。 在亮相纽约大都

会艺术博物馆后， 又在普林斯顿大学理

查德森音乐厅演出。 这是这所有着两百

多年校史的高等学府第一次迎来皮黄之

声。 700多个座位上，不仅坐着有中国传

统艺术情结的华裔观众， 还有高校的经

济学、社会学学者教授，更有不少是对中

国文化感兴趣的美国学生。演出结束后，

观众意犹未尽，史依弘特别“加场”示范

了许多京剧身段动作， 让不少学生感慨

美不胜收。

这一次的学员中， 就有当时台下的

观众莉欧娜。 这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姑娘

大学二年级在读，还没决定自己的专业，

却早早给自己起了中文名———白乐雅，

还学会了普通话。漂洋过海，趁暑假来与

中国传统艺术做一次亲密接触。 昨天的

开班仪式上， 起先还在疑惑中方教职员

讲话时，为什么没有配备英文翻译，直到

19位“洋学员”一一自我介绍后，大家才

恍然大悟———这群平均年龄只有20岁的

年轻人不但能听得懂中文， 而且不少人

中文很流利。可盘点一下他们的专业，绝

大多数是计算机、经济学、音乐，学习中

文纯属兴趣，足见中国文化的魅力。这让

主教老师史依弘也十分惊喜。 既然专程

飞来上海亲近京剧艺术， 课程就不能只

是走走过场， 上海京剧院设置了丰富的

课程，涵盖理论知识、基本功训练、服装

化妆体验、传统戏片段学戏等多项内容。

如此执著只因“就是喜欢”
在画家中， 戴敦邦是比较 “神

秘 ” 的一位 。 他鲜少出席公众活
动， 甚至不用手机， 因为年纪大了
听力有些衰退， 家中的座机也常常
无人接听 ， 近年来近乎处于 “隐
居” 状态。

记者登门的那天 ， 正是上海
38 摄氏度的高温蒸笼天。 进门却
看见， 在没有空调、 没有电风扇的
情况下， 一位 80 岁的老人， 怡然
自得地在门窗紧闭的画室内一边哼
着昆曲， 一边挥毫。 老人每天早上
四点半起床 ， 绘画时间超过十小
时 。 就是在这些年如此近乎 “苦
修 ” 的生活中 ， 戴敦邦创作出了
《水浒传 》 《红楼梦 》 《西游记 》

《三国演义》 《西厢记》 《长恨歌》

等 40 余部大型画册。

面对面聊天才发现， 长久绘画
和高强度的用眼， 导致他的右眼在
七年前已完全失去视力， 但他依然
坚守着创作。 为何如此执著？ 回答
只是简单一句： “就是喜欢啊！” 因
为喜欢， 所以这么拼命， 所以这么
着急。“如果还能有二三十年， 我就
不急了， 但现在已经 80 岁， 我就
想争分夺秒多画一些。”

最简单的话语， 蕴含着最炽热
的情感， 让人惊叹于老人对艺术理
想的热爱， 感动于艺术家对毕生追
求的责任和担当。

戴敦邦笔下的 《水浒》。戴敦邦笔下的 《红楼梦》。 戴敦邦笔下的《西游记》。

左图： 酷暑天，80 岁的戴敦邦

坚持创作。 本报记者 李婷摄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