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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剧作家、诗人白桦昨天
凌晨在上海去世，享年89岁。白桦
生于 1930 年，原名陈佑华，河南信
阳市平桥区中山铺人，中学时期就
开始学写诗歌、散文、小说。1947年
参加中原野战军，任宣传员；1946年
开始发表作品；1949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1955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85年转业到上海作家协会，任副
主席。

白桦著有作品《妈妈呀，妈妈！》
《爱，凝固在心里》《远方有个女儿国》
等。电影文学剧本《山间铃响马帮
来》《曙光》《今夜星光灿烂》《苦恋》
（又名《太阳和人》）《孔雀公主》都已
拍摄成电影。

对于“白桦”的笔名的由来，白桦
曾说，自己非常喜欢一句俄国歌曲唱

的那种氛围——“田野白桦静悄
悄”。在雾霭中，白桦树闪着银色的
微光，让人们确信它还站在那里，就
足够了。白桦说，他像越冬的落叶乔
木那样，有了默默的思索。在暴风雪
中形容枯槁地思索，比在春光里茂密
地宣泄要有力量得多！

青年报记者最后一次见到白
桦，是在 2015 年 12 月的上海京剧
院。当时京剧院与白桦签约，要将
白桦经典历史话剧《吴王金戈越王
剑》剧本排演成京剧。当时白桦已
经步入暮年，身体和声音都在颤抖，
但他依然保持着敏锐的思索，白桦
谈到《吴王金戈越王剑》的创作初衷
时这样说：“我之所以选择一段古代
历史来写，首先是那一段历史的一
些人物吸引了我，那一段历史的思
想光辉超越了它的时代，而具有普
遍意义。”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独脚戏《石库门的笑声》
无疑是 2018 年曲艺舞台一匹“黑
马”，短短四个月演了三轮，20场演出
创下了550万元票房。2019新年伊
始的1月17日，新一轮演出又将在
中国大戏院拉开帷幕。

《石库门的笑声》之前三轮演出反
响巨大，坚定了人们对独脚戏这一艺术
形式在当下时代的市场信心。2018年
独脚戏《石库门的笑声》不但入选上海
文化发展基金会重大孵化项目，后又得
到重大文艺创作项目资助，年末时又获
得了国家文化基金的项目资助。

“独脚戏真的不缺观众，反而有
着很多市场空白等着我们去填补。”
毛猛达感慨道。在演出现场，可以看
到，虽然不少都是中老年观众，但每
天依然有络绎不绝的80后90后走进

剧场。他们有的是陪伴父母长辈前
来，更多的则是同学、同事结伴而来，
而且这个年轻的群体正随着这台演
出的口碑效应而日益扩大。

当然，一台独脚戏要获得长久的
生命力，求变求新是不变的真理。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围绕这
一主题，《石库门的笑声》从上海石库
门出发，全面展现上海从硬件到软
件、从金融贸易到文化生活的360度
变化。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创作团队也将与时俱进，
更改主题为“我和我的祖国——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该
剧主办方上海艺动天下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总经理许霈霖直言：“我们现
在要做的就是要珍惜来自政府相关
部门和每个普通的买票观众的支持，
让项目更健康良性地发展，让‘石库
门的笑声’传得更广、更久。”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名家的“自编文集”也有
真假之分？这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再
一次引起读者对于出版诚实态度的
热议。当名家的“自编文集”都可以
被出版社夹带“私货”，那还有什么真
诚的态度可言呢？

最近上海三联书店推出了最新
版的“汪曾祺自编文集”。上海三联
书店强调这是一套“比较系统、完整、
真实的汪曾祺自编文集，即由汪曾祺
先生自行编定的集子。”这种说法颇
不同寻常，名家自编集一般当然只有
一个版本，那又如何来“系统、完整、
真实”的说法呢？

不少新版自编文集面目全非
汪曾祺是著名作家，一生创作了

很多散文名篇，于1997年去世。汪
老在去世之前自编过一个文集，也就
是“汪曾祺自编文集”。这个自编集
20多年来长销不衰，并且有不少出版
社都推出了他们的版本。

但是此次“汪曾祺自编文集”的
总策划梁由之认为，现在书市中的一
些“汪曾祺自编文集”是有问题的。
梁由之向记者介绍，汪曾祺已去世多
年，市面上旧版自编文集早已不见踪
影，一书难求。近年出现过几种新
版，但东零西碎，不成气候。个别相
对整齐些的，内容却肆意增删，力度
颇大，抽换少则几篇，多则达到十余
篇甚至二十多篇，旧名新书，面目全
非，是一种名实不副不伦不类的奇葩
版本。“我一直认为，既然是作者自编
文集，他人就不要、不必且不能擅
改。至于集子本身的缺憾，任何版
本，皆在所难免，读者各凭所好就
好。”

这也就是说，在一些版本的汪曾
祺自编集中，出版社作了擅改，夹进
了自己的“私货”。这是很不可思议
的。因为汪曾祺一生只有一个自编
集，既然是自编集，那当然完全体现
名家本人的意愿，那出版社怎么可以
再夹进“私货”，进行篡改呢？这是对
作者的不尊重，当然也是对读者的一
种欺骗。

“自编集”通常只有一个版本
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其实对名家

自编集作一些“小动作”，这是出版
社一种比较普遍的做法，好像不这
么做，那就不能显示自己的作为
了。对于这种行为，出版社的解释
一般是他们认为自编集有本身的缺
憾，作一些改动，是为了让集子更为
完美。但其实背后的原因并非这么
简单，因为“自编集”通常只有一个
版本，也就只能授权给一家出版社，
其他出版社想出版，就只有自己操
刀，编纂新的文集。之所以仍然以

“自编集”自诩，是因为很多读者眼
里，自编集代表了作者的一种态度，
是权威的表示。出版社还是想借

“自编集”来多卖一些书。
这显然是挂羊头卖狗肉之举，充

满了不敬和欺骗。真诚应该是出版
社推出新书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如果
连这个态度都确保不了，那即便内容
编得再精彩，也是毫无意义的。

据了解，新版“汪曾祺自编文集”
均据汪曾祺当年亲自编定的版本排
印，书名、序跋、篇目、原注，一仍其
旧，原汁原味。只对个别明显的舛误
予以订正。加印时作者所写的序跋，
均作为附录。文集包括《晚饭花集》
《晚翠文谈》《汪曾祺小品》《菰蒲深
处》《邂逅集》《蒲桥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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