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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婷

■本报记者 王彦

“除了提供可信全备的唐诗文

本以外，《唐五代诗全编》还提供了

所有能搜求到的关于唐五代诗的历

史文化信息。对于唐诗研究者来

说，从这样的学术拓展中的获益可

说是大大超出了最初的期待。”北京

大学教授葛晓音说。

《唐五代诗全编》是复旦大学文

科资深教授陈尚君40年的心血之

作，今年8月面世，是上海书展20年

来首发的最为厚重的一部“大书”，

引发学界极大震动。这部以一己之

力校录全部存世唐诗的大型总集共

50册、1225卷，收录3800余位诗人、

57000余首诗作，逾1800万字。厚

重的不只是体量，更在于学术内

涵。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李浩

看来，《唐五代诗全编》努力“回到唐

人立场”，“求全、求真、求是”，集唐

诗辑考之大成，为当代古籍整理树

立了新标杆，把唐代文学的研究带

到新高度。

近4个月过去，这部“大书”的

出版为学界注入了怎样的新活力？

12月7日，在由复旦大学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文系、中

国唐代文学学会、上海古籍出版社

联合主办的《唐五代诗全编》暨唐代

文学文献学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

地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带来了他

们各自的学术收获。

绝不是“网红式”博人眼球

秋深冬至，木叶纷飞。子夜将

近，陈尚君离开光华楼，骑着自行车

从复旦大学北门的一条小路回家。

这是他保持了多年的作息：每天早

早来到办公室，被如山堆积的书籍

包围着，心无旁骛地钻研唐诗，灯光

一直亮到深夜。

“我觉得很幸运。不仅是个人

努力，也是拜时代所赐，持续工作。

最后有这样结果，我蛮高兴。”陈尚

君清楚记得第一次见到《唐五代诗

全编》样书的情景，50册书整齐码

放在桌上，他张开双臂，约可企及。

整套书垒起来，只比陈尚君1.75米

的身高少了1厘米。著作等身，在

这一刻得以充分具象化。

自今年8月《唐五代诗全编》首

发以来，各种溢美之词传来，但陈尚

君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这部书的

学术目标，不是追求轰动效应，也绝

对不是“网红式”地博人眼球。它的

主要目的是作为一代学术的基本建

设——李白存多少诗，杜甫存多少诗，这些诗的原貌是怎样

的？流传过程中发生了怎样变化？有关这些诗有什么故

事，怎样流传？在这套书里都有所记录和表达，他希望能为

从事唐代文史研究的人放心使用。

“必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而产生‘新学问’！”苏州大学

教授罗时进第一时间拿到全书，花了近一个月沉浸摩挲后

如是论断。他表示，作为一部“让唐诗回到唐朝”的钜重大

典，《唐五代诗全编》建立了一种新的文献学研究、古籍整理

范式。

事实上，《唐五代诗全编》多维学术价值已初步显现。

“读它，所得到的不仅仅是考辨结果，亦是在阅读相关问题

的学术史。”南开大学教授卢燕新在校理《休那遗稿》所见唐

诗时，参引了众多资料，深刻体悟到《唐五代诗全编》旁征博

引、论证翔实，辨正错讹、澄清是非，出处明晰、便于查询等

学术价值。

山东大学教授徐俊从《唐五代诗全编》“讨原”和“溯流”

兼具并重的理念与实践，得到启示：当下的文学古籍整理和

研究，可能要面临一个转向，即从“建立一个最终文本”转向

“重建文本形成过程”。

学界获益超出最初期待

葛晓音感叹《唐五代诗全编》创获太多，不仅为唐五代

诗提供可信而全备的文本，还带来很多意外之喜。其中，诗

人小传的写定，是她眼中该书最大的学术附加值。虽然这

本来是诗歌总集编纂的题中之义，但《唐五代诗全编》中诗

人小传的规模和撰写难度，远远超过前人。整部书收入的

诗人，连无名氏和托名者在内，共计3781人，这是经编纂者

考校，删汰了清编《全唐诗》中的非唐人，又补入了漏收的许

多唐代作者之后的统计结果，较清本收入作者2872人，多

出近千人。而陈尚君的做法是，凡有事迹可知的作者，都尽

可能为其作传，记其著作。每篇约在三五百字之间，最长的

韩愈和白居易，超过了三千字。

工作量之惊人自不待言，更难的是要尽可能准确。

“须知辛文房《唐才子传》也不过278篇专传，附见者120

人，共398家。如果把《唐五代诗全编》中的诗人小传提

取出来单独编纂成书，那么又是一部《唐才子传》，只是

规模至少要超出辛文房《唐才子传》的十倍。”她认为，

陈尚君近年出版的《我所认识的唐代诗人》第一、二集，

以活泼的文字将诗人生平事迹研究中的新发现与其诗歌创

作联系起来，已经为如何利用《唐五代诗全编》诗人小传

的学术价值作出了示范。

《唐五代诗全编》不仅影响国内学术界，也在传至世界

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脚步。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披露的

信息，该书海外客户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

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等知名高校。

“谢谢各位的宽容与鼓励，我更想听取你们具体的批评

与商榷意见，希望在有生之年可以完成一次全面的修订。”

陈尚君透露，在全书付梓时，他已经就新见文本和发现疑端

开始着手修订，并逐一说明。书出版而人未歇，今年73岁

的他还期待能多创几个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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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上，恶行滔天的张克寒被击毙。确

认案件告破，赶到现场的秦川眼含热泪、高

举双手，竖起大拇指为参与案件的基层刑警

八年来的锲而不舍点赞。屏幕外，台网两端

的收视数据双双刷出新热度。

《我是刑警》正在央视八套和爱奇艺热

播。该剧从上世纪90年代起笔，在30余年

的时间跨度里，通过一线刑警的办案历程与

成长轨迹，串联起我国基层刑侦的发展脉

络。作为一部涉案剧，且剧中不乏大案、要

案、积案、冷案，在近年来渐成显流的悬疑

题材、破案题材里，拍案惊奇的烈度与头脑

智计的复杂度不少见。但如同朴素的剧名，

《我是刑警》既不一味追逐连环反转的叙事

迷宫，也不渲染天赋异禀的完美英雄。编导

演共同着力讲述的，是“去滤镜”之后一支

真正的刑侦队伍如何锻造金色盾牌。就像张

克寒案件所呈现的，一群人的无悔追踪有

之，时间带来的技术升维有之，但面临的困

境、走过的弯路亦有之。

在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戴清

看来：“这部剧有着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与

类纪实拍摄风格，剧集把破案过程的复杂

性、紧迫感及其遭遇的矛盾如实表现，是对

刑侦工作的真实还原。”剧情过半，央视八

套的实时收视率破4，爱奇艺热度破万，创

下2024年台网双平台新高——台网双热，

不同审美偏好的观众都爱现实主义，也都相

信：真实世界，没有英雄万能的剧本。天网

恢恢疏而不漏的底牌里，有忠诚警魂，其实

也包括“走过的每一步都作数”。

片头有两句设问：我们当警察为了什

么？案子那么难，为什么要坚持？当评论区

有网友感慨，“如今敢深夜走在街头，千言

万语，感谢艰辛付出，感谢时代进步”，英

雄的崇高感接了地气，观众的安全感兑现。

“素面朝天”的纪实风格，真
诚作答当警察为了什么

《我是刑警》开篇就是两桩凶案。1991

年春节前夕，河昌市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高

建设在寒夜里遇袭身亡，配枪失踪。1995年

又是年关将近，旧案尚未破，西山矿1·28

特大杀人抢劫案案发，多人遇害。两桩凶

案，两次年节时分，天寒地冻的肃杀与热火

朝天的百姓生活图景冰火两重天，年代的真

实感带着观众即刻入戏，谁都无法预知白玲

满手冻疮热情递来的白条鸡最后会引发怎样

的一声叹息。

“素面朝天”，导演惠楷栋说，真实感的

营造没什么奥秘，就是“落地”。创作前

期，团队耗时2年，行程2万里，采访各级

专家、一线刑警近200人，整理各类访谈达

200万字；140多天的拍摄期，从40℃的重

庆到冰天雪地时的黑龙江，走过5个省市

区，全组演员470多人、群演1.1万余人。

如此规模的创作，就是希望用“重案实录”

的纪实风格，把16万一线刑警的真实写

照、35年基层刑侦的奋斗历程呈现给观

众。导演告诉创作团队，不需要追求画面多

唯美、光线多漂亮，而是想要一种颗粒感；

他与饰演秦川的于和伟沟通，演员的反馈也

是“不要讲究把我拍得怎么样，而是要放在

人群中，让人相信，我就是一名警察”；开

机前，他还把“去表演化”的想法对主要演

员挨个嘱咐，“只许造型，不要化妆，别带

梳子到片场，头发乱了就用手”，要的就是

基层警察的落地感。

贴近生活的质感、朴素的妆面还都只是

讲故事的型，叙事内核上，《我是刑警》拍

出了难能可贵的真实、一种回归了中国公安

刑侦剧传统的真诚。侦办“1·28西山矿

案”，没有灵光乍现、天降神兵，有的只是

一群人不眠不休一次次现场侦查、摸排、技

术勘查，直至抓捕、审讯。人不够，就调

人；专业能力有限，就请专家。没有拍胸脯

限期破案的个人英雄主义，从头至尾，众人

合力，扎扎实实地循序渐进，为的就是“给

老百姓一个交代”。

朴素演绎下，审讯室里的两段戏剧高光

被观众狠狠称赞。秦川讯问白玲，从一枚戒

指的细节入手，以母子亲情攻心，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对面那个本分的女人从想袒护到

开口，最后又哭又笑、絮叨着讲一些再也不

可能实现的美好未来。秦川安静又悲悯地看

着她，想起母亲说过，整个市场只有白玲的

白条鸡不注水，宋小军在组织抢劫杀人时没

想过，他最先杀死的就是妻子和孩子的未

来。而审讯宋小军，铁证如山、逻辑严谨的

抽丝剥茧是中式刑侦的功力，嫌疑人吐露的

犯罪历程又是另一个层面的现实主义。

又以“盗粮案”为例，国家粮库里数以百

吨的黄豆不翼而飞。秦川顺藤摸瓜揪住嫌疑

人，不在剧本赋予的“金手指”，而是在生活化

的点滴浸润。过目不忘记下电话号码，是细

腻敏锐；迅速决定赶往仁城，是当机立断；与

老板娘拉家常扯老乡，则是不动声色间探虚

实。而嫌疑人李埋伏的一番陈词，哭笑不得

间隐隐透着一时一地的社会风貌。

人们常说“真实自有千钧之力”。正是

这样的现实主义手法让作品真实落地，让观

众在更深层次的情感共鸣中找到片头问题的

答案。

深广的时空维度，勾勒刑侦
事业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我是刑警》里篇幅最长的“张克寒连

环持枪抢劫案”登场了。在观众习惯倍速观

剧的当下，主创们用近乎奢侈的10集时长

来讲述一桩案子。8年、11条人命，如此恶

性案件，剧中没有高速混剪以“炫”智力的

快感，也不图感官刺激的爽感，依然用现实

主义与纪实风格踏实地还原“道高一丈”的

真相。

剧中的张克寒是名职业罪犯，他跨越昀

城、溪城、钟城多地，当街枪杀多人抢得巨

款。亡命之徒之所以能在8年间逍遥法外，

剧中借侦查过程，将人物画像刻画得极为鲜

明：张克寒身体素质好，痴迷枪支，生性凶

残，反侦查意识极强，他会利用监控死角作

案，出手果断举枪就射，逃跑时频繁换装改

变步态，作案后又藏身山野墓地……而在警

方这边，新旧刑侦理念冲突、异地各自为

政、部分办案人员专业能力不足、官僚作风

等问题都成为破案进程中的绊脚石，导致数

次功亏一篑。

观众对现实主义投以信任，跟随秦川走

进那些难以言说的办案困境，才会发现刑警

面对的破案之难，不仅是与犯罪嫌疑人斗智

斗勇的较量，还要破解各种体制顽疾，推动

刑侦事业的进步。戴清评价，当观众看《我

是刑警》，剧中那些典型性案件固然触目惊

心、引人一探究竟，而在强烈纪实风格下，

剧集的核心竞争力或许还体现在：“强大的

震撼力凸显了刑警工作的艰巨、牺牲以及付

出的英雄主义情怀；编剧徐萌有为刑侦技术

现代化立传写史的宏愿与抱负，她对上世纪

90年代社会转型中出现的社会症结、时代

暗影的表现亦是发人深省的，也投射了当下

人们面对过往的冷峻的社会历史反思。”

“张克寒案”中，观众跟着案件侦办过

程走过不同地方，也在背景环境社会风貌、

人们衣食住行的改变中感受8年寒暑的时间

更迭。而对秦川来说，他描摹嫌疑人画像，

跟着歹徒足迹触到了我国枪支管理法出台前

的社会痛点，又在8年奋战中感受到时代进

步的力量、机制的完善。

事实上，若将剧中大小案件串联，亦不

难发现一条刑侦技术与理念日日新的叙事暗

线。“1·28西山矿案”中，虽提到了对现

场遗留的弹壳、雷管等进行检测，但技术手

段有限，无法迅速锁定嫌疑人，对嫌疑人的

排查和比对主要依赖人工。到了“半枚血指

纹案”，先进的图像分析系统大大提升了指

纹比对工作的精度，计算机辅助分析技术已

参与办案。“张克寒案”办结后不久，新成

立的信息情报中心已发挥大数据威力，甚至

比法医报告更快锁定真凶……

1995年，曾经的民警秦川在警校“再

造”毕业后入职刑警，带着学校的理论知识

深入实践，他在拥挤的会议室里敢于当着武

英德等权威专家的面发表己见。斗转星移，

2012年，法医雷修平在焕然一新的教室里

授课，新技术的应用思辨与传统刑侦技术价

值的重新认识，引发来自各地的侦查员、技

术员的热议。老一辈刑事技术专家曹忠恕之

子曹阳的侃侃而谈映出时代步履：DNA、

视频、心测、手机技术、网络情报等新手段

都在助力破案，2008年后新技术的大规模

应用，已使得命案侦破率达到90%以上。叶

茂生之女叶海平关心新技术能否成为呈堂证

据，更完善的诉讼流程才能杜绝当年她父亲

牺牲后、罪犯逃脱死刑的事情再次发生。刑

侦技术一点一滴的进步与发展中，老中青三

代刑警的精神传承与思维的革新自然流露。

许多观众注意到了片尾曲《少年壮志不

言愁》，它也作为记忆的回响在剧中被秦川

唱响在1995年叶茂生牺牲的雪地里。“金色

盾牌，热血铸就”的警魂，不单是秦川这个

“案痴”一人的，它更渗透在数不清的一线

刑警的人生脉络中。从德高望重的业界泰斗

到久经沙场的中坚力量，再到掌握了新知识

新技术的后起之秀，在印刻着岁月不同痕

迹、甚至常常意见相左的面孔后面，始终有

同样的热血警魂在燃烧，那是和 《便衣警

察》里一脉相承的。

《我是刑警》台网热播，现实主义手法赢得观众点赞

让崇高感贴地，让安全感兑现

本报讯（记者姜方）“有一支旋律就在你
我心上 这歌声随着春风轻轻荡漾……”12月

6日，第四届“上海音乐学院鼓浪屿音乐周”开

幕式及音乐会在厦门市音乐学校琴岛音乐厅

举行。演出尾声，上音音乐教育系混声合唱团

与厦门市音乐学校中学合唱团联手献上一曲

《我心歌唱》，唱响沪厦和鸣的时代华章。

本届音乐周以4场音乐会、3场艺术沙龙、

8场音乐大师班专家课等多元方式，涵盖西洋

管弦乐、声乐与歌剧、合唱与指挥、音乐剧、室

内乐、双钢琴等多个专业领域——在展示上音

综合学科专业实力的同时，综合提升沪闽音乐

艺术与美育发展水平，惠及两地音乐艺术人才

培养。“我们将继续发挥好‘校地合作’‘文教结

合’效应，精准对接厦门当地音乐学子对于教

育资源的需求，回归教学实践的初心，传递上

音在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研究与音乐应

用领域的高质量教学成果。”音乐周学术、艺术

总监，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告诉记者。

8场大师班与专家课，分别由上音管弦系圆

号教授韩小明带来铜管大师班，上音声乐歌剧

系教授、男中音歌唱家王凯蔚带来歌剧大师班，

上音音乐教育系副系主任、合唱指挥副教授王

海灵推出合唱指挥专家课，上音钢琴系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董海珠、李世卫的“叠艺”组合教授

专家课，由上音音乐戏剧系自主培养的知名音

乐剧演员夏振凯带来音乐剧之旅分享会。

“音乐剧这几年在厦门发展迅速，这里有

很多剧场，去年我们来这里展演时，《在远方》

《忠诚》等好几部作品获得了大家的欢迎。”夏

振凯在厦门市音乐学校的分享会不仅面向校

内师生，还吸引了数十位他的粉丝前来聆听。

当讲座分享到近年来热门的海外音乐剧和本

土音乐剧时，台下的观众们大喊“都在上

海”——这正是音乐剧之都上海的吸引力。而

近期发布的《2024中国音乐剧市场年度报告》

指出，厦门是近两年涌现出的音乐剧市场新兴

潜力城市。“此次上音音乐戏剧系主任安栋教

授带队前来，和厦门市音乐学校就音乐剧人才

梯队培养等进行共建，希望为行业输送更多人

才，推动中国音乐剧向好发展。”夏振凯说。

“重视基础、严格教学、精于实践、善于

总结。”97年来，上音始终秉持着这样的教

育理念。2024年元旦起，上音将百年校舍、

历史建筑群与上音歌剧院联通开放，打造高

品质公共开放空间系列音乐会，既让学生在

实践课堂获得真知，也让高雅艺术向市民开

放。当海风拂过“琴”键，上音将这一教育

与惠民并重的理念也带到厦门。在音乐周期

间，还接连三晚献演叠艺 · 冬韵“巴赫之

声”双钢琴音乐会、“好山好水好地方”双钢

琴音乐会和“上音经典歌剧选粹之夜”，集学

术交流、艺术展示、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于

一体。

第四届“上海音乐学院鼓浪屿音乐周”举行

沪厦和鸣唱响时代华章

《唐五代诗全编》今年8月面世。 （出版方供图）
知名音乐剧演员夏振凯（中）领衔带来音乐剧选段。 （上海音乐学院供图）

《我是刑警》从上世纪90年代起笔，在30余年的时间跨度里，通过一线刑警的办案历程与成长轨迹，串联起我国基层刑侦的发展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