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巨匠巴金“人间三部曲”手稿本出齐
《〈第四病室〉手稿珍藏本》在上海书展首发

今年是一代文学巨匠巴金先生诞辰

115 周年，《〈第四病室〉 手稿珍藏本》在

上海书展首发，引发广泛关注。这意味着

“人间三部曲”手稿本得以出齐，为广大

近现代文学研究者和读者提供了一手史

料，对推动巴金创作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你可能读过巴金的许多小说、散

文，但不一定看到过他创作时的手稿。当

年，巴老曾说《第四病室》的手稿是‘在蚊

子的围攻下写成的’， 如今再度重温，仿

佛能透过笔迹读出当时巴老所处的环

境。手稿中，隐藏着众多写作信息甚至秘

密，比如陆姓青年的年龄为什么反复改？

这些都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新书分享

会上，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谈到，

因为战乱、 社会动荡等各种原因，20 世

纪初期现代文学手稿保存不易。 一段时

间以来， 学界对巴金在抗战以后的创作

研究并不充分，继 2005 年推出《寒夜》手

稿本，随后又出版《憩园》手稿本后，眼下

《〈第四病室〉手稿珍藏本》的出炉，才使

得“人间三部曲”手稿集结完整。

“人间三部曲”是巴金创作艺术的高

峰，深刻地揭示了人生世相。其中，《第四

病室》是一部日记体小说，1944年5月至6

月间，巴金住进贵阳中央医院三等病房，

他便以此为背景， 虚构了一个姓陆的青

年， 因病住进了国民党政府开办的医院

的第四病室，陆姓青年亲眼目睹工人、农

民、 城市贫民在第四病室中一个接一个

地死去……小说为读者展开了一幅社会

众生病苦图， 张扬着对于人间情怀和人

道主义的呼唤。 当年巴金在《第四病室》

的后记中说，“第四病室可以说是当时中

国社会的缩影”。

手稿字里行间的气韵及反复涂改的

痕迹， 也为读者提供了接近巴金心路历

程的稀见文献。学者陈子善认为，手稿保

留着作家的心绪情感与生命体温， 看好

的书法笔迹是一种审美享受， 看字与词

的修改、笔迹浓淡的变化，也能体会出作

家情感与思想的蝶变； 手稿蕴含着丰富

的时代信息，稿纸上的格式、体例，字体，

笔画等都能体现手稿创作的时代背景。

“手稿的价值远非排印后的文字所

能比拟， 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文化的积

累， 手稿的收藏价值与意义一定会更加

凸显。 ”上海图书馆研究员张伟、上海图

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向读者介

绍巴金家属向上海图书馆捐赠 《第四病

室》手稿的来龙去脉，他们认为，手稿珍

藏本的出版能让更多喜爱巴金作品、研

究文学创作的读者感受手稿的魅力。 华

文出版社总编辑余佐赞说，《〈第四病室〉

手稿珍藏本》 一书的出版既是对巴金先

生经典作品的纪念， 也是一种更能接近

作品本源的再现， 读者可将其视为一片

心迹，从中感受历史厚度与时代气息。

在“颜值”之外，打造多功能“文化客厅”

大虹桥地区新添玻璃宫艺术书局

大虹桥地区近日又迎来一个文化

地标———玻璃宫艺术书局。这座全玻璃

结构的美妙建筑层高达 26 米， 犹如通

透的“水晶盒子”，蜿蜒曲折的陈列设计

配以变幻莫测的天光，让书店自带“流

量”特质，即便仍在试营业中，也迅速在

沪上新晋网红书店中占据一席之地。

“颜值”之外，占地 3000 余平方米

的玻璃宫艺术书局的内涵是一个集图

书、文创、艺术展、餐饮等为一体的跨界

书店，用创始人冬云的话来说，是“以图

书为载体，以艺术为纽带，打造一个共

享平台”。

建筑之美赋予传统书店
更多想象空间

从钟书阁、光的空间，到新近刷新

沪上书店海拔纪录的朵云书店， 近年

来， 书店被赋予全新业态和跨界功能，

其建筑本身也成为新的看点，给人们带

来更丰富的体验。玻璃宫艺术书局就抛

开了传统书店的钢筋混凝土，大胆采用

全玻璃结构，与户外的天光、绿植水乳

交融，将四季变换尽收眼底。

读者在玻璃宫艺术书局所获得的

阅读体验，也好比是在知识海洋中的蜿

蜒之旅———层层叠叠的书架仿若远山，

书架间设有供小憩的桌椅，读者徜徉其

中，通过高低错落的路径或停留、或抵

达，最终寻找到自己钟爱的书。“在我们

的设想中，书店不仅是售书场所，还是

城市和社区共享的文化空间，因此更需

要为读者营造舒适区，让他们能在此停

留、交谈。 ”冬云坦言，全玻璃结构为设

计带来了充分的想象空间，却也对日照

和光线提出了新的挑战，为此，设计方

案经过多达 16 轮的调整， 方才寻找到

景观和舒适度的完美契合。

“水晶盒子”提升大虹桥
区域文化氛围

若截取玻璃宫艺术书局的“十二时

辰”，可能是这样的：中午 12 时，在附近

工作的白领来到书店里的尚友山房日

料餐厅享用一顿美味，饭后来翻翻喜爱

的书；下午 3 时，三三两两的年轻人在

此分享灵感与创意，而不远处，有戴着

老花镜的长者在安静地阅读 ； 晚间 7

时，下班的白领和周边社区的居民聚在

一起，室外的阳光换成了静谧的夜空背

景，阅读分享会、小型音乐会、主题艺术

展等活动丰富了他们的夜生活，将白天

的疲劳一扫而光……

玻璃宫艺术书局更像是一个多功

能的“文化客厅”，穿过书架组成的阅读

区域，亲子阅读区、文创区、日料餐厅、

水吧、花艺空间等一系列空间组合吸引

着人们驻足；不远处，二期即将开业的

“文化艺术共享空间” 达 1500 平方米，

将引入全息科技、AI 等技术，打造功能

更全面、更具科技感的创意剧场。

值得一提的是，“水晶盒子”为提升

大虹桥地区的文化氛围带来新动能。书

店特别推出“书香卡”，购书、参加活动

均有优惠；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书店

自主策划推出“海上芳华”电影主题展，

不仅有新老电影的展映，还以 VR 互动

复刻老电影的真实场景；上周末，书店

和所处的新虹街道刚刚推出了一场有

趣的垃圾分类知识竞赛……

立足大虹桥区位优势，玻璃宫艺术

书局“文化客厅”的朋友圈越做越大。以

艺术为媒， 书店与 54 家电影公司组成

“海尚星空电影计划联盟”，打造影视文

化产业链的孵化基地。下半年还将推出

针对非遗文化的原创设计大赛，为活化

古老非遗寻找更多可能。 此外，书店与

长三角地区多个艺术机构达成协议，将

联手推动展品、文创产品的互动交流。

■本报记者 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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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四十年，拆开一件时间的礼物
程十发四本册页精品公开问世

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仰潼观止———程十发册页精品集》 日

前于上海书展首发 ， 这是一系列四十

年后才公开面世的册页精品 。 该书汇

集的四本册页精品中有三本是海派名

家程十发上世纪 70 年代创作的， 另有

一本创作于上世纪 90 年代。 它们不仅

涵盖程十发艺术的诸多面貌 ， 也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他在中国画传承发展之

路上的求索与创新。

上世纪 70 年代， 程十发将一系列

水墨册页交到弟子汪大文手上 ， 并嘱

托 “四十年后， 再向世人打开”。 四十

年来， 汪大文谨记恩师嘱托 ， 小心收

藏， 如今这些册页终于在上海人民美

术出版社的协助下 ， 以最美的姿态出

现在世人面前。

出版社将这套书视为制作一件艺

术品。 从外盒包装 、 用纸到中间分割

书册的缎带， 每一个外观细节都具备

了独立审美元素 。 这套册页封面所用

四种配色 ， 全部来自 《韩熙载夜宴

图》， 充满中国式的创意。 图书上机开

印前， 因为对色彩没有把握 ， 出版社

小心询问汪大文能否将原稿带去印厂

比对。 没想到 ， 年近八旬的汪大文真

的用行李箱将珍贵原稿带到了印厂 ，

技术人员一帧帧地比对 、 调色 ， 这才

有了如今成品的精准还原 。 打开 《仰

潼观止》 的外盒 ， 汪大文坦言 “像拆

一件时间的礼物”。 四本印刷精美的册

页色彩鲜艳、 大小不一 ， 整齐地躺在

阶梯型的盒子里 。 打开一本 ， 熟悉而

又陌生的画面仿佛墨迹未干。

汪大文还记得 ， 四十年前 ， 自己

住在武康路上 ， 十月的天气有些凉

了， 程十发穿着厚衣服 ， 轻轻走上楼

梯 ， 将藏在袖子里的一小卷册页打

开 ， 这是他此前给弟子承诺的作品 。

看到册页， 汪大文眼前一亮 ， 不仅惊

叹于先生的笔墨精到 ， 也惊叹于所用

的纸是特意从北京荣宝斋寻到的清

宫账本纸 ， 有几张还带着满文的底

印 。 册页中既有精彩纷呈的人物画 ，

也有新奇灵动的花鸟画 ， 更有意境浩

渺的山水画， 以及他本人所作的题画

诗。 “我相信你一定喜欢 ， 但现在不

要拿出给别人看 。” 把册页交给汪大

文， 停了一停 ， 程十发仿佛又想起什

么， 叮嘱道， “过四十年后 ， 再拿出

来给别人看。”

《仰潼观止 》 包含的这些册页分

别为 1975 年的 《乙卯秋日写花鸟八

种》、 1976 年的 《鲈乡杂缋》、 1977 年

的 《丁巳写宋人词意册》 和 1991 年的

《诗意山水精品》。 前三种由画家本人

题签， 相当于内容说明 。 第四种由旅

美画家、 古书画鉴定家 、 收藏家王己

千题签， 于内容说明之外 ， 添上 “诗

意” “精品” 的评价 。 海派名家朱屺

瞻观看第一册时 ， 曾以苍劲的书法题

下 “艺苑珍品 ” 的识辞 。 不过 ， 除了

个别作品曾被用作书籍封面外 ， 这四

本册页从未在大众面前打开 。 汪大文

一直小心谨慎收藏 ， 连装裱都跑去常

熟制作， 并特意将题跋隐去。

上世纪 80 年代去美国时， 恩师创

作于 1970 年代的这些册页是汪大文随

身携带的行李 。 回到上海后 ， 每年 ，

她只把册页小心打开看一次 ， 过了黄

梅天， 一定要吹干 。 四十年后 ， 册页

仍然像新的一样 ， 直到印刷出来 ， 画

面上的牡丹还是水墨淋漓的 。 至于程

十发为何说要等四十年， 至今还是谜。

“也许他猜测四十年后， 别人会更加理

解中国画的笔墨， 能看明白他的作品，

而那时我也八十岁了 ， 再晚 ， 我也做

不动了。” 汪大文笑着说。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本报记者 周渊

这座全玻璃结

构的书店层高高达

26 米 ， 是目前沪

上空间最为立体的

一家书店。

本报记者 袁婧摄

程十发《丁巳写宋人词意册》之一。

（出版方供图）

三十年孵化名医矢志不渝
一大批优秀医务人才脱颖而出

(上接第一版 ) 在导师孙颖浩院士带领

下， 他还构建了前列腺癌血清瘤标分子

病理影像定位的多层次早期诊断体系，

使前列腺癌早期诊断率由 5%提高到

63%，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本届获奖者提出和建立的许多理

念 、 技术 、 方法 ， 在国内外均属 “率

先” “首次”。 二等奖获得者、 瑞金医

院内分泌代谢病研究所研究员曹亚南在

多发性内分泌腺瘤病、 肾上腺库欣综合

征等疾病研究中取得的首创发现， 获世

界广泛认可， 相关成果在 《科学》 《自

然》 等国际顶尖期刊发表。 二等奖获得

者、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研究员胡承揭

示了中国人 2 型糖尿病发生发展的特有

遗传机制， 首次构建了 “中国 2 型糖尿

病遗传预警模型”， 用于筛选遗传高危

人群。

本届获奖者获批的实用新型专利、

国家发明专利、 国际发明专利达 53 项，

许多专利已成功完成转化， 用于临床实

践后产生了可观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银蛇奖” 于 1989 年设立， 1991

年起每两年评选一次， 面向全市 40 周

岁以下优秀医务青年 。 设立 30 年来 ，

共评出 268 位 “银蛇奖” 得主、 285 位

“银蛇奖” 提名奖得主， 一等奖获得者

的 23 位导师先后获特别荣誉奖。 获奖

者中已走出陈竺、 葛均波、 陈国强、 孙

颖浩 、 张志愿 、 宁光 、 李兆申 7 位院

士， 不少人已成为学科带头人、 学术骨

干， 有的在重要领导岗位任职。

30 年孵化名医矢志不渝 ， 在 “银

蛇奖” 的评选、 激励下， 一大批优秀医

务青年脱颖而出， “银蛇奖” 已成为上

海优秀医务青年成才的重要阶梯、 服务

百姓健康的闪亮名片。 主办方表示， 将

进一步凝练 “银蛇精神”， 激励青年医

务人员热爱本职 、 刻苦钻研 ， 敬佑生

命、 救死扶伤， 甘于奉献、 大爱无疆，

为 “健康中国” “健康上海” 建设聚力

奋斗。

场外豪雨如注 场内爱心涌动
(上接第一版)

场外有条不紊， 场内热情高涨， 喧

嚣风雨声被挡在室外， 阅读推广、 图书

展销等各项活动井然有序。 刚刚过去的

周末， 上海书展迎来客流高峰， 仅这两

天主会场和分会场就共计举办了约 400

场活动， 人海与书海交汇， 市民安心尽

享书香盛宴。

连日来， “七天七堂课” 国学系列

讲座上， 每位主讲嘉宾身边都会有一位

手语翻译， 让听障人士感觉十分贴心。

布展主管汪耀华告诉记者， 今年志愿者

队伍比往年扩容了近一倍 ， 达 200 多

人， 其中还多了 12 位专事英、 法、 德、

日语翻译志愿者以及两名手语翻译， 在

序馆、 中央大厅和多个活动现场， 展开

流动服务， 确保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这个周末虽闷热异常， 但申城爱书

人热情不减。 无论骄阳似火， 还是豪雨

如注， 书展现场耐心排队入场、 有序观

展购书的上海读者， 给全国各地出版人

留下了深刻印象。 “上海人民的购书热

情， 真是全国屈指可数！” 昨晚的中央

大厅 《少年游———第 21 届全国新概念

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 《新概念作文大

赛 20 年精选》 读者见面会上， 有年轻

学子结伴一口气买了好几本： “我们的

青春离不开新概念！” 从北京来沪的出

版社编辑感叹， 上海读者的热情让全国

做书人都 “更有信心”。

《〈第四病室〉 手稿珍藏本》 为读者提供了接近巴金心路

历程的罕见文献。 （均华文出版社供图） 制图: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