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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巴金先生诞辰 120 周

年。12 月 18 日上午，“美的丰富

矿藏——纪念巴金先生诞辰 120

周年藏书展”在中国现代文学馆

开幕。

展览集中展示了 120 种巴金

先生的藏书，另有一批珍贵手稿、

书信、期刊、图片以及相关实物等

展品也一同亮相。

“爱”是本次展览关键词
“爱”是贯穿本次展览的关键

词。爱筑起了巴金作品巨大的精

神力量，也诠释了巴金辛勤耕耘、

无私奉献的一生。展览的六个单

元——“创作”“思想”“编辑”“友

情”“探索”“巴金与中国现代文学

馆”，从不同角度讲述巴金先生之

爱的故事，展现其文学成就和精

神世界。

“创作”单元从被巴金先生称

为“我最早的著作”的《海行杂记》

开始，到《灭亡》《死去的太阳》《春

天里的秋天》，再到“爱情三部

曲”“激流三部曲”“抗战三部曲”

等，展示不同版本的作品，呈现其

创作轨迹与时代印记。

“思想”单元集中展示克鲁泡

特金、高尔基、托尔斯泰、赫尔岑、

屠格涅夫等外国前辈作家影响巴

金的作品。巴金被他们的作品打

动，视他们为老师，并将他们的著

作翻译过来带给中国的读者。《丹

东之死》《草原故事》《散文诗》《夜

未央》《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

等 17 部巴金译作，以“燃烧的心”

致敬大师。

“编辑”单元重点展出巴金领

导编辑出版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和

平明出版社的作品，包括《文学丛

刊》《译文丛书》《近代文学译丛》

等系列，呈现艾芜、曹禺、何其芳、

萧乾等众多文学新人的作品，以

及众多翻译家的名作。

“探索”单元展现巴金的小说

以及巴金的人生。《随想录》是巴

金 先 生 用 文 学 在 垂 暮 之 年 的 呐

喊，展出的三种版本件件都在诠

释巴金作品的精神内涵。

朋友给我的东西太
多太多了

此 次 展 览 第 四 单 元“ 友 情 ”

里，展陈着巴金分别致冰心、沙

汀、师陀、沈从文、萧乾等中国现

代文学家的书信。巴金曾说：“朋

友们给我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我

将怎样报答他们呢？但是我知道

他们是不需要报答的。”

1933 年冬，为了筹备《文学专

刊》，巴金在靳以、郑振铎的陪同

下，一同前往燕京大学冰心的家

中。冰心后来回忆提到：自己第

一次见到巴金几人时，就把他们

当 做 亲 弟 弟 看 待 了 。 冰 心 把 巴

金 的 来 信 全 都 珍 藏 在 一 个 深 蓝

色的铁盒子里，捐赠给中国现代

文学馆。

1997 年，冰心给巴金写信，纸

上只有短短两句话：“我想念你，

多保重。”巴金的回复也很短，信

中写道，“冰心大姊，我也很想念

你。”

展 览 还 讲 述 了 曹 禺 的 剧 作

《雷雨》在经历退稿后，被好友靳

以推荐给巴金鉴读的故事。巴金

说:“我喜欢《雷雨》。《雷雨》使我

流过四次眼泪，从没有一本戏会

这样地把我感动过。”巴金随即将

这部作品推荐到《文学季刊》1934

年第 3 期，破例一期全文刊载《雷

雨》，使曹禺正式进入了文坛。

曹 禺 称 巴 金 为“ 我 的 老 巴 ”

“我的老哥哥”，巴金亲切地唤他

“家宝”。曹禺在 1989 年 3 月 21 日

致巴金信中说:“我能有你这样兄

长似的朋友，我是幸福的。”1998

年，在曹禺去世两年后，巴金在医

院以口述的形式完成最后的作品

《怀念曹禺》。

捐款清单见证巴金
晚年善举

展览第六单元回顾“巴金与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故事。两篇

关于倡议建设中国现代文学馆的

手稿之外，捐款收据、捐赠清单、

重要通信、影像照片、百岁巴金纪

念品，以及高莽绘画《巴金老人与

中国现代文学馆》、刘岘版画《巴

金》也在展览中亮相。

“1982 年 7 月 31 日，为文学馆

捐款 150711.23 元”……展墙上展

陈着巴金同志捐款清单，据统计，

仅 1982 年 7 月 31 日——1984 年 3

月 21 日 ，巴 金 共 为 文 学 馆 捐 款

163231.15 元。

“巴金先生晚年最重要的一

件事，是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

他大声疾呼，身体力行，把自己的

稿费捐出来，把珍藏的图书、期

刊、手稿、书信捐出来。”中国现

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称，这

些都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珍贵宝

藏 ，很 多 被 认 定 为 国 家 珍 贵 文

物，巴金为中国现代文学馆被评

定为国家一级博物馆作出了重要

贡献。

张恩杰

北京人艺著名导演、演员、艺术

委员会顾问顾威，因病于 2024 年 12

月 12 日逝世，享年 84 岁。他是北京

人艺 1989 年版《雷雨》周朴园的扮演

者，2004 年版《雷雨》的导演，更是人

艺人和众多观众心目中严厉又慈祥

的“顾伯”。

角色多面 编导演全
方位涉足

顾威生于 1940 年，他与戏剧的缘

起，源自 1956 年即将中考之际，他看

到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雷雨》的演

出，大受震撼，从此开始对话剧艺术

充满憧憬。1959 年，他如愿考上了中

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开始了专业戏剧

学习之路。1963 年毕业时，他被分配

到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1979 年，剧院复排《伊索》，39 岁

的顾威饰演伊索 B 角，首次在人艺大

戏中挑大梁。1983 年，北京人艺邀请

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亲自导演

其名剧《推销员之死》，译者英若诚饰

演男主角威利·洛曼，他请顾威演 B

组，顾威欣然应允，并且废寝忘食地

向阿瑟·米勒和英若诚、朱琳等人虚

心学习，最终获得了公演的机会，并

得到了阿瑟·米勒、曹禺院长以及剧

组的认可。他还主演了自己创作的话

剧《不尽长江》、何冀平编剧的《好运

大厦》、曹禺作品《蜕变》《雷雨》等众

多作品，在人艺舞台上塑造了 20 多个

形象。

1978 年，对历史感兴趣的顾威开

始创作《巴黎人》的剧本，9 年里十易

其稿，终于让该剧于 1987 年搬上了人

艺舞台。总导演欧阳山尊还给了顾

威首次担任导演的机会 ，让他走上

了导演之路。作为导演 ，顾威为北

京人艺执导了十余部话剧。2004 年

他重排第三版《雷雨》时，确定了蘩

漪是剧中第一主角，让剧组拿出近 1

个月的时间专攻台词。他导《天下

第一楼》时，特别强调曹禺老院长对

台词的“四听”要求：“听得见，听得

清楚，听得明白，好听。”这四听的前

提是“不带麦克风！”

传承经典 这辈子干
好戏剧一件事

顾威还为其他院团执导了不少戏

曲作品。1995 年，顾威为北京市曲剧

团排演了北京曲剧《烟壶》，大获成

功，连演百场。之后又执导了《龙须

沟》《茶馆》《正红旗下》等多部演出超

百场的北京曲剧，以及昆曲、京剧、评

剧、豫剧、吕剧、柳琴戏、河北梆子等

不同地方剧种作品。他特别强调 ：

“话剧导演导戏曲，首先要尊重剧种

特点，是改进不是改造，是推陈出新

不是唯新是举，懂的敢于出手，不懂

的老实学习。”

顾威敬畏经典，重视剧本，反对豪

华制作、过度包装。他认为排演经

典，应在尊重的前提基础上，慎重辩

证思考，与时俱进，使得经典剧目能

适应时代社会变迁而常演常新，被更

多当代观众喜闻乐见。他提出戏剧人

要多练内功，多实事求是，少哗众取

宠；多做功，少作秀；多踏实，少浮躁；

要尊重，别亵渎；“爱自己心中的艺术，

而不是艺术中的自己；爱自己心中的

经典，而不是经典演绎中的自己。”

1986 年 11 月，“人艺之友”联谊会

建立，设立“校园戏剧辅导组”，顾威

作为成员之一，开始为高校大学生排

戏，开启了他与校园戏剧的缘分。多

年来，他陆续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北大、清华、北京大学

生剧团和“北京大学生戏剧夏令营”

等排演了多部戏剧，经常不顾酷暑严

寒，自行车长途往返，没有任何报酬，

仍乐此不疲。

年过八旬，顾威还依然忙碌在各

个剧场排着新戏。他曾说：“人这一

辈子，就干好一件事。我这一辈子不

会别的，就干好了戏剧这一件事，一

直到现在。如果还能干下去，我愿意

继续干下去……”

言传身教 主张创新
应深挖微言大义

得知顾威去世的消息，人艺人深

切哀悼。正在外地拍戏的著名演员吴

刚对顾威的辞世非常震惊，“我前几

天还看他一直在发朋友圈，还经常给

他点赞。今天惊闻他去世了，真是太

突然了！”吴刚和顾威夫妇交情都很

深，“我在北京人艺上的第一个大戏

就是《雷雨》；之前也在老爷子的《巴

黎人》中跑过龙套；后来又跟他一起

同台演过《哗变》，到各地演出过。我

和顾威老师的爱人严敏求老师也一起

拍过戏，跟他们关系一直都特别好。”

吴刚说。

顾威去世当天，正是他曾经参演

过的北京人艺经典话剧《李白》迎来

新一轮首演。曾与顾威合作过《雷雨》

《李白》等多部剧目的龚丽君，深情追

忆顾威生前的点点滴滴：“他是我的恩

师，给了我很多鼓励、肯定和呵护，让

我从心底里有了自信，也觉得非常温

暖。”在龚丽君心目中，顾威老师声音

好，戏也好，“他是一个好演员，也是一

个好导演，还是一个好导师。”

顾威的学生王翼多年来和顾威

长期合作，感情极深。王翼认为顾威

是“坚定的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捍卫

者”“62 载舞台春秋编导演多剧种屡

创精品佳作；84 年人生风雨求真理勇

担当堪称革命一生”。“在 他 老 人 家

看来，优秀的传统理应继承，否则就

谈不上发展。他主张创新不仅仅在

形式 ，而更应是深挖剧本的微言大

义，他总挂在嘴边的话是他的恩师夏

淳先生的那句话——‘导演的基本功

是把戏排明白’。他在晚年领头成立

‘五十六号戏剧工作室’，意义深远。”

王翼表示，顾威在生活中毫不讲究，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演戏之余的爱

好就是写戏，写戏之余的爱好就是导

戏，戏就是我的命！’”

王润

著名表演艺术家、电影《青春

之歌》中林道静的扮演者谢芳 12

月 19 日逝世，享年 89 岁。

“妈妈走得很安详，像睡着了

一样。”谢芳的儿媳妇李海平说，

谢 芳 是 因 为 心 梗 和 心 肺 肾 衰 竭

去世的，“我们是真的不舍，医护

人 员 也 尽 了 最 大 的 努 力 。 亲 爱

的妈妈是驾鹤西归了，她是去找

我爸了。”

“《青春之歌》改变
了我的一生”

谢芳原名谢怀复，1935 年 11

月 1 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

区 ，原 籍 湖 南 省 益 阳 市 。 1951

年，考入中南文工团，不到 18 岁

就在歌剧《小二黑结婚》中担当

主 演 ，还 主 演 过 歌 剧《白 毛 女》

《刘三姐》等剧目，为她后来从影

奠定了基础。

1958 年，杨沫的小说《青春之

歌》问世，这个讲述知识女性林道

静成长的故事出版后反响热烈。

1959 年，为了向新中国成立十周

年献礼，北京电影制片厂决定将

其改编成电影，导演由崔嵬和陈

怀皑担任。作为片中灵魂人物的

林道静由谁来饰演，成为影片能

否成功的关键。

直 到 1959 年 3 月 影 片 开 拍

时，林道静的人选仍未定下来。

这时，崔嵬想到他在湖北当中南

文工团（现武汉歌舞剧院）团长

时 ，团 里 有 个 叫 谢 芳 的 歌 剧 演

员。崔嵬觉得谢芳的外貌、气质

与林道静相似，于是马上通知她

来北京试镜。仅仅试了两场戏，

谢 芳 就 被 确 定 为 林 道 静 的 扮 演

者。后来崔嵬解释，之所以选择

谢芳，是因为谢芳身上有一种革

命气质。

谢芳表现出过人的领悟力，

“具体人、具体事、具体演”这九个

字，是她对这次表演的概括。她

坦言自己在塑造林道静时“一点

束缚都没有”。片中谢芳有一个

攀上电车、对着游行队伍喊话的

镜头被定格为经典，成为这部影

片的标志性画面。但当时只有画

外配乐，喊话的具体台词，剧本上

并没有写。“当时那么多人，我总

不能跑到崔嵬导演那儿问我应该

怎么演吧，我就自己设计了一下

台词，‘同学们，不要怕这白色恐

怖，我们大家团结起来’，拍出来

效果特别好。”谢芳生前回忆。

电影《青春之歌》上映后获得

了巨大成功。饰演林道静的谢芳

自然也一炮而红，成为第一代知

识女性的银幕代表。光是她在片

中的数套衣服就让人们津津乐道

了许久，尤其是那套蓝布旗袍加

白色围巾的装扮，成为当时很多

女性模仿的对象。谢芳在片中留

的短发也被赋予“林道静头”的

美名。

《青春之歌》的地位在谢芳心

中不可替代，她曾说：“这部电影

改变了我的一生。为了《青春之

歌》，我不断鞭策自己、完善自己，

直到现在。”

“搜肠刮肚寻找过
往经历赋予角色新的
生命”

谢 芳 主 演 的 第 二 部 电 影 是

1963 年 谢 铁 骊 执 导 的《早 春 二

月》，该片根据柔石的小说《二月》

改编，讲述了青年知识分子肖涧

秋来到芙蓉镇任教后，因情感纠

葛 而 幡 然 醒 悟 、投 身 革 命 的 故

事。谢芳在片中饰演校长陶慕侃

的妹妹陶岚，一位活泼大方的女

孩。在谢芳看来，这个角色跟林

道静的气质和性格截然不同：一

个沉静，一个泼辣；一个含蓄，一

个外露。如果说林道静是青衣的

话，那么陶岚除了青衣外，还有花

旦和刀马旦的影子，而这正是自

己缺乏的。好在《早春二月》的小

说和剧本给了她很大的帮助，尤

其是谢铁骊导演对人物的改编，

帮助她完成了这个角色的塑造。

1964 年，谢芳在谢晋执导的

电影《舞台姐妹》中饰演越剧演

员竺春花，一个童养媳出身、刚

直善良、禀性高洁的女子。谢芳

知道，谢晋看中自己的主要原因

是自己有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

她 参 与 这 部 电 影 下 了 很 大 的 功

夫，首先从浙江绍兴开始体验生

活，一起拜访袁雪芬等著名越剧

表演艺术家，学习她们的言行举

止、一颦一笑。

在片中有一段竺春花哀求戏

班班主收留自己的戏，在正式开

拍前，谢芳把自己表演《白毛女》

的经验运用到这里，甚至还小声

唱起了歌剧《白毛女》的唱段，让

眼 泪 缓 缓 流 下 ，让 思 绪 逐 渐 蔓

延。等到正式开机，谢芳的所有

情绪都已经到位，这场戏很快一

气呵成。

《舞台姐妹》上映这一年，30

岁的谢芳迎来了自己表演生涯的

巅峰，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女

性的银幕代言人之一。后来，谢

芳陆续出演了《山花》《第二次握

手》《文 成 公 主》等 50 多 部 影 视

剧 ，成 为 了 家 喻 户 晓 的 电 影 明

星。1962 年，谢芳和赵丹、白杨

等一起，入选新中国“二十二大

影星”。2016 年，谢芳获得了中

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电影艺术

家表彰。

对于表演艺术，谢芳曾经总

结，演员首先要有悟性，要对剧

本的角色有很好的领悟能力；同

时，演员的人生阅历和知识储备

也非常重要。她坦言，自己看剧

本时，会搜肠刮肚地寻找过往的

经历和经验，尽量赋予角色新的

生命。

王金跃 袁云儿

由徐克执导的电影《射雕英雄传：

侠之大者》官宣定档 2025 大年初一。

消息一经放出 ，在网络上引发了热

议。在华语文学界，论作品改编成影

视剧最多的，莫过于金庸了。金庸小

说不仅仅只是小说 ，更有博大的情

怀。这里装着千古文人的侠客梦，装

着中国人的肝胆热血和英雄情怀，它

已经成为一道刻进几代人血液里的文

化密码：侠之大者，为国为家。

超越类型小说，前所
未有地广阔

凡 有 华 人 处 必 有 金 庸 小 说 ，这

话一点也不夸张。金庸小说何以长

盛不衰？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海外著名学

者陈世骧教授即评论金庸小说：“其

精英之出 ，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

比。既表天才，亦关世运。”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除了

极为出色的想象力，金庸丰厚的学养

使其小说超越类型小说格局，成为武

侠小说、历史小说、言情小说、政治小

说的集合，故格外耐读；而金庸的政

治眼光、历史视野与文化立场，使其

读者的光谱从最娱乐到最政治，前所

未有地广阔。”

朗声图书总编辑何娴认为，金庸

先生的武侠作品，既是充满传奇故事

和天马行空想象的虚拟世界，同时也

承载着厚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金

庸小说被誉为“世界华人的共同语

言”，并被翻译为英、法、意、德、日、

韩、泰、希腊、西班牙、波兰、芬兰等多

种译文在全球出版发行。

北大严家炎教授认为，金庸小说

作为 20 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自

当成为文学史上光彩的篇章。“如果

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

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

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

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殿堂。”

随着科技发展影视化
和音频化，不断收获最多
的受众

随着科技的发展，金庸作品的作

品不断被影视化和音频化，一直在时

代的浪潮里和最多的受众亲近。

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改编上

映的金庸武侠影视作品，单论“原著

改编”，不含衍生创作的作品，就已超

百部。

第 一 部 金 庸 武 侠 电 影 诞 生 于

1958 年，是峨嵋影片公司拍摄的《射

雕英雄传》，最早的金庸武侠题材电

视剧同样也是《射雕英雄传》，由香港

佳视在 1976 年推出。而圈粉最多的

当数由黄日华、翁美玲主演的 1983 年

版。每当“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

澜现”的主题曲一响，多少人为之心

潮澎湃。

陈平原教授感慨，中国人就算没

读过金庸小说，也看过电视剧，就算

没看过电视剧，也能听到金庸小说。

何娴介绍，朗声自 2003 年成立以来深

度介入《金庸作品集》的版权运营推

广，推出了史上最多版本的纸书、电

子书和有声书多种形态阅读产品，推

出了一系列金庸数字阅读产品。

2016 年，在陈平原教授担任评委

的“我与金庸”全球华文散文征文比

赛上，获得一等奖的是一位盲人，他

靠听金庸小说获得精神动力，最终战

胜许多生活中的困难。这让陈平原教

授对金庸的魅力叹服不已。

除了小说家，金庸还
是功力深厚的翻译家

众所周知，金庸是成功的小说家，

也是报人、学者。“15 部武侠小说只是

金庸先生作品的冰山一角。”金庸原

秘书、金庸译文主编李以建说。原

来，金庸还是一位优秀的译者。在金

庸诞辰百年之际，朗声有限公司出版

了金庸译文系列《达蒙·鲁尼恩短篇

小说选》《幸福婚姻讲座》，以此致敬

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家。

《达蒙·鲁尼恩短篇小说选》精彩

再现了美国短篇小说怪才达蒙·鲁尼

恩笔下纽约百老汇的江湖故事。英国

《卫报》曾评价“鲁尼恩创造了完全属

于他自己的俚语和喜剧世界”，金庸

在翻译这部作品时 ，也独具匠心地

融入了大量粤语 ，使译文不仅保留

了原作的风趣与韵味 ，同时更贴近

本地读者的阅读习惯，金庸先生“东

西圆融，通达无碍”的翻译功力由此

可见一斑。

《幸福婚姻讲座》是法国著名文学

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安德烈·莫洛亚

的经典戏剧作品。莫洛亚以生动的笔

调，通过十二个“讲座”来探讨婚姻的

各个阶段，从求婚到银婚纪念，涵盖

了婚姻中的幸福与挑战。这部作品不

仅是一部婚姻生活的深刻思考，也是

莫洛亚关于人性复杂性的深入探讨。

而金庸对这部作品的翻译，也同样充

分展现了他对人性与婚姻的洞察力。

金庸曾说，小说是写人，武侠小说也

是写人。这一点在《幸福婚姻讲座》

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出版方在编辑出版两部译文的

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金庸先生非凡

的翻译功力。这既是这位文学巨匠、

翻译大家在文学翻译领域笔耕成果

在内地的首次出版发行 ，也是安德

烈·莫洛亚和达蒙·鲁尼恩这两位名

家 的 原 作 中 译 本 在 内 地 的 首 次 出

版。无论译者和被译者，均是享誉世

界的文学大家，作品本身包含了巨大

的文学价值。

孙珺

120种藏书见证巴金之爱

总有一种形式让你遇到金庸

青春之歌“芳”华永驻
把戏剧融入生命的“顾伯”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