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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系列剧《家道颖颖》
第一部《回家》首播

中宣部宣教局会同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央视社会与法频道组织拍摄
的家风主题电视系列剧《家道颖颖》
第一部《回家》，18日至19日在央视
综合频道傍晚首播。

据摄制方介绍，《回家》以真实事
例改编，讲述了三个家庭、两代人在
时代变迁大潮中，虽因生活环境和思
想观念而产生种种矛盾、排斥和裂
痕，但骨子里仍有对家的共同眷念，
对血脉亲情的深情怀恋，对精神家园
的共同坚守，在向追求美好生活的艰
辛奋斗中，特别是在回家过年的路途
上，经历风险磨难却能彼此帮衬，克
服利益诱惑而最终真诚团结的故事，
展现了新时代人们“肩头担道义”的
责任担当和优良家风，阐释了中华传
统家庭美德的重要性和生命力。

据介绍，《回家》以现实主义的创
作手法，创新了实验纪录片和剧情片
的融合形态。为实现窄轨蒸汽小火
车实景拍摄，主创先后四次前往勘景
地，商讨具体拍摄方案，为演员创造

“沉浸”式体验和表演氛围，是火车影
视戏拍摄方面的一次崭新探索。

据新华社电

西藏完成13000多函
古籍普查登记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
心获悉，西藏已完成普查的古籍数量
约13700函，七地市的古籍普查工作
基本完成。西藏古籍普查工作于2009
年正式启动，统计各类古籍收藏单位
1160家，其中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西
藏博物馆、西藏档案馆入选全国古籍
重点保护单位。截至目前，包括拉萨、
阿里、昌都在内的七地市古籍普查工
作已基本完成，进入查漏补缺阶段。

古籍普查的同时，西藏还开展了
古籍的数字化保护、破损古籍的修复
工作。近几年，西藏完成数字化古籍
62函（8324叶），修复破损古籍15函
（2248叶），一大批珍贵古籍得到妥善
保护。 据新华社电

“塞林格的衣柜被翻了个底朝天”
大作家塞林格2010年去世，引

发了不少惋惜。虽然这位作家留下
的作品并不算太多，但发表的每一部
作品，比如《麦田里的守望者》《九故
事》等都堪称经典。“塞林格，怎么也
看不够。”这成为了一句名言。

不过这一点很快就会被打破。
在去世之前，塞林格长期隐居在美国
新罕布什尔州的乡间。有传言称，他
其实不断在写作，可是他不愿意发
表。最近，塞林格的儿子马特证实其
实父亲50年中在不停地写作，而现
在他准备将这些作品尽快整理出来
予以发表。

塞林格对自己的这些作品显然
是持保留意见的。就连马特也承
认，父亲的这些作品“没有清晰主
线，总是在不同主题中穿梭不停”。
马特也想出版父亲的早期作品，包
括一些塞林格本人觉得不合适发表
的短篇小说。马特称这些作品就像
艺术家的练习之作，见证了他的成

长和发展，尽管这些作品会让一些
人感到失望。

塞林格曾说出版不愿意的作品，
犹如是衣柜里的衣服被人偷走。在
他的遗作被宣布都将发表之后，有人
不免感慨，这下塞林格的衣柜要被翻
个底朝天了。

是奉献史料，还有游街示众？
塞林格不是第一个被后人把柜

子翻个底朝天的人。中国的张爱玲
在去世之后，这几年她的那些未尽
之作，也被她的版权继承人宋以朗
不断地整理出版，其中当然也有一
些读者觉得还不错的作品，但是应
该绝大多数的水准不能与张爱玲生
前出版之作相提并论。有的作品是
张爱玲明确说过要销毁的，但也被
拿出来出版，这件事让很多“张迷”
颇为心痛。

应该说，一些名家在生前对于自
己的声誉是颇为看重的，对自己的作
品哪些发表哪些不能发表也有充分
的话语权，但是这一切都不能保证在

他们去世之后能够得到完全执行。
对于自己的行为，很多名家后人的解
释一般是给研究者和读者奉献珍贵
的史料。就像马特说，他发表父亲不
愿意发表的作品是让人“见证他的成
长和发展”。宋以朗的说法也是如出
一辙。

不过无论如何，这样的翻箱底的
做法，还是会让一些忠实的读者感到
不舒服。这个不舒服的点就在于，不
管如何解释，把这些作品出版违背了
作者本人的意愿，这一点是不可否认
的。有一位评论家就此曾对青年报
记者说，这么做，就好比把作家拉出
来游街示众，让人看看他们究竟是什
么样的人。而对于研究者来说，看到
这些“带血”的史料，研究起来也实在
是有点于心不忍。

当然，冠冕堂皇的说法背后，是
不是有商业的目的，这也未可知。毕
竟这些作品所产生的版税都是由这
些继承人获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
就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有违道德的问
题了。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从去年至今，作家李霞
一直对《人民的名义》著作权存有分
歧。李霞认为小说《人民的名义》存
在抄袭和剽窃等侵权行为，因此将
《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以及北京
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诉至法院。
在一审败诉后，李霞提出上诉，北京
知识产权法院2月18日通报，已经
受理该案。

李霞一审起诉称，其根据自身
长期的检察工作经历，于 2008 年 6

月开始创作小说《生死捍卫》，于
2010 年 9 到11 月在《检察日报》连
载刊登，并于 2010 年 11 月由海南
出版社出版。李霞经对比分析发
现，小说《人民的名义》在人物设置、
人物关系、关键情节、一般情节、场
景描写、语句表达等方面大量抄袭、
剽窃其《生死捍卫》一书且未给其署
名，侵犯其享有的著作权，故诉至法
院维权。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通过具
体比对可知，涉案两部小说在李霞主
张的破案线索的推进及逻辑编排、角

色设置、人物关系、情节、具体描写五
个方面的表达上不构成实质性相同
或者相似，《人民的名义》不构成对
《生死捍卫》的抄袭，李霞关于周梅
森、北京出版集团侵犯其著作权的主
张不能成立，故判决驳回李霞的全部
诉讼请求。

据了解，这不是《人民的名义》第
一次被诉。早在2017年11月，作家
刘三田（笔名南嫫）就曾以《人民的名
义》涉嫌抄袭其原创作品长篇小说
《暗箱》为由，将周梅森及制片单位等
八被告诉至法院。

塞林格生前未公开作品将发表

已故作家的“箱底”应不应该翻？

作家诉《人民的名义》抄袭
原告一审败诉后再上诉

日前，著名作家塞林格的儿子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的父亲生前有
大量未曾发表的作品，现在他决定将这些作品都发表出来。塞林格是《麦田里的
守望者》的作者，他的作品一直在书市中十分畅销。近年，有一批已故作家的未
发表之作被后人拿出来兜售。那么，这些有违作者本意之举是否道德？

青年报记者 郦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