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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信件出版，晚年窘迫隐私曝光
张迷：手下留情，给偶像留点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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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张爱玲正在遭遇一些“ 曝
丑” 运动。她身前保持通信的朋
友———那些她信任的人，出于各种考
虑，开始不断地将张爱玲写给他们的
信结集出版，毫无保留。

于是，张爱玲在信中谈及的隐
私，包括她晚年在美国不堪的困窘生
活，全部暴露在读者面前。而且，她的
那些因不满意而未出版的文字，也被
人一一整理出来出版。“ 张爱玲是爱
面子的人，请给她留一点面子吧！别
总想着稿费。”有张迷苦苦哀求。张
爱玲被“ 曝丑”也引起了法律界人士
的讨论。 本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昨天在中华
艺术宫揭幕的“《 上海国际摄影艺术
展览》获奖作品回顾展”，向观众揭
示了过去27年间中国乃是世界摄影
艺术的流变。

《 上海摄影》杂志艺术总监、著
名摄影家杨元昌在接受本报专访时
表示，无论摄影器材如何更新，无论
技法向何处流行，摄影者在按动快门
那一瞬间将自己的审美、阅历和功力
尽情爆发的实质并没有改变。“ 定格
之美”是摄影艺术长青的理由。

由上海文联、上海文广局主办，
上海摄影家协会、中华艺术宫承办的
此次展览，共汇集了250幅作品。这些
作品涵盖了1986年首届到2012年第
11届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的金、银、
铜奖及部分优秀奖作品。其中不少作
品曾多次亮相国内外著名摄影展，但
它们从没像现在这样如此齐整、如此
有系统地展出过。

杨元昌告诉本报记者，这些跨度
27年的作品呈现出了一条清晰的摄
影艺术发展脉络。“ 几十年前的摄影
艺术好像特别追求唯美。为了达到唯
美的效果，不少摄影师就尝试摆拍，

刻意的成分比较重。但是近年，随着
西方摄影观念涌入，中西方逐渐接
轨，我们抓拍的摄影作品开始多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杨元昌是摄影界尝试抓拍手法
最早的摄影家之一。早在1980年代，
当很多摄影师还沉浸在“ 以摆拍为
美”的固有观念中时，杨元昌已经走
出了摄影棚，以抓拍的方式，在大千
世界中捕捉那些永恒的震撼人心的
瞬间。

在杨元昌看来，较之唯美的作
品，抓拍之作虽然有时会略显粗粝，
但因为展现的是一种凝练的真实，所
以内涵更为丰富。

“ 现在有了数码照相机，很多人
都可以摄影。但我认为，无论是用过
去的胶卷相机，还是现在的数码相
机，人们在按动快门一瞬间将自己的
审美、阅历和功力都爆发出来，这一
点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 摄影之
美，美在定格，杨元昌说，抓拍是最有
力的定格。

在此次参观“ 回顾展”时，杨元
昌越往后看，越觉得这类抓拍更说明
中国的摄影艺术正在走向成熟。

本报记者就此咨询了一些法律
界人士。他们告诉记者，按照相关法
律规定，信件的著作权归属于写信
人，因此作为收信者，如果没有获得
发信者的同意，不得随意公开信件。
而据现在的情况来看，张爱玲这些
书信出版前都征得了张爱玲文学遗
产执行人宋以朗的同意，所以在法
律上并没有什么问题。

至于宋以朗将张爱玲遗作一部
部拿出来出版，那更不存在法律问
题，因为他本人就是遗产执行人，在
法律层面，他想把张爱玲作品怎么
样处理都可以。

但现在的问题是，并非法律可
以代表一切。

“ 如果专家为了研究，不顾读者
的感受，将张爱玲的隐私公之于众，

这种做法在道义上是值得讨论的。
毕竟张爱玲不只为几个研究专家或
者遗产继承人所独有，她更属于许
多喜爱她的读者。专家如果要研究，
完全可以将一些敏感的张爱玲信件
作为‘ 内部资料’在圈子内传阅，而
不必公开出版。这股以研究之名，而
引发的窥私热潮，可以适可而止
了。”评论家金哲对记者说。

最近又传来消息，张爱玲译稿
中的最后一部未出版之作《 少帅》
在经受遗产执行人宋以朗的“ 整
理”，准备出版。问题是，因为整个写
作过程张学良都拒绝采访，张爱玲
生前对这部作品显然并不满意。但
就如她生前想销毁《 小团圆》手稿，
但身后又被强行出版那样，《 少帅》
的出版看来已不可避免。

张爱玲是一个对作品要求很高
的人，即便是晚年生活困窘，不满意
的作品她还是会坚持不出版。而这
几年她不断有遗作被发掘出版，这

些作品质量差强人意，让一些张迷
颇为失望。这等于是对张爱玲另一
种形式的“ 曝丑”。

“ 觉得《 小团圆》已是底线了，
现在披露成风，只想如何取悦世人，
不想日后天上相见，这个情形是不
是她愿意见的？”张迷“ gersugar”在
网上留言说。

耐人寻味的是，一方面张迷痛
心，一方面却是专家叫好。夏志清对
出版张爱玲信件解释说，他这么做
是“ 为了说出真相”。宋以朗也力挺
夏老：“ 看见有人对夏志清的《 张爱

玲给我的信件》痛心疾首，认为是不
道德行为。但如果大家八卦的材料
来自胡兰成的《 今生今世》、电视剧

《 她从海上来》等等。张爱玲会满意
吗？”

华师大中文系教授、著名“ 张
学”研究学者陈子善也表示，“ 研究
一位已经去世的作家，除了必须面
对她生前公开发表的作品，还应关
注她出于各种原因未及问世的手
稿。”并称随着时间的推移，张爱玲
书信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将会进
一步显现出来。

不久前，夏志清推出了一本《 张
爱玲给我的信件》。新书中收纳了张
爱玲信件103封，堪称目前公之于世
的张爱玲信件的集大成者。

现年92岁的夏志清是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教授，身为文学评论家的
这位老先生与张爱玲关系甚为密
切，他在《 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中
给予了张爱玲前所未有的至高评
价。张爱玲很信任夏志清，所以晚年
在信件中写了自己很多的不幸。

“ 我这一年来为了逃虫难，一直
没固定地址，真不知从何说起⋯⋯
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有
时候回来已经过午夜了，最后一班
公交车停驶，要叫汽车，剩下的时间
只够吃睡⋯⋯”《 张爱玲给我的信

件》中有一封信张爱玲这样写道。夏
志清老先生自己也说，“ 她真可怜，
身体这样坏，总是来信求我帮忙。”

张爱玲这些困窘中的求助，当
然也随这本书的出版而公之于众。

往日何等优雅的张爱玲，一大
把年纪在异乡还要“ 逃虫难”，还要
广为求助，这实在令人震惊。就连推
荐《 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的评论家
马家辉看了这些信也忍不住感叹

“ 女作家如丧家犬，遗世独立却独立
得非常狼狈，闻者不忍”。

去年，曾向张爱玲约稿而与她
保持10年通信的《 联合报》编辑苏
伟贞，在中国内地出版了《 长镜头下
的张爱玲》，公布了张爱玲的10余封
书信，里面也涉及了一些隐私。苏伟

贞自己也说，通过之前披露的信件，
和张爱玲写给她的信，可以发现一
个有血有肉的张爱玲，“ 她会像一般
人那样，有一些心理问题和生理问
题。”

本报记者注意到，几乎收到过
晚年张爱玲信件的重要人物，都已
经或准备出版这些信件。对这些信
件披露出的张爱玲境遇，一些报章
甚至以“ 生活拮据”、“ 生活狼狈不
堪”、“ 像狗一样工作”形容之。

也因此，出版张爱玲信件的出
版社让一些张迷分外痛心，“ 手下留
情，给张爱玲留点颜面吧！”“ 张爱
玲爱面子，你们这样做是爱张爱玲
的方式吗？”有读者质问道。一时间
争议四起。

张迷痛心：拿信出书影响张爱玲形象

专家叫好：作家未公开书信极具史料价值

律师解释：于理无疑问、于情欠妥当

“《 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览》获奖作品回顾展”揭幕

杨元昌：抓拍瞬间凝功力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由文化部艺
术发展中心主办的2013上海首届“ 文
化艺术收藏博览交易会”将于2013年
4月5日至9日在上海国际展览中心举
行。本届文交会与上海艺博会有所不
同，本届文交会将把交易目标聚焦到
普通的市民，为广大艺术爱好者提供
了一个参观、交流与交易的平台。

文交会参展种类包括书画艺术、
陶瓷艺术、木雕艺术、铜雕艺术、香道

等。参加本届文交会的机构包括中国
国家画院、金陵印社等。众多大师级
人物也将聚集于此次文交会，包括中
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国画大师刘大
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书法大家
张海，著名画家刘文西、戴敦邦，工艺
美术大师韩美林、陈巧生等。

展会期间将举办名家现场鉴宝、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希热布
大师唐卡展、缂丝走秀等活动。

本报讯 记者 闵慧 日前，由安
谅原创指导，实力派导演雷国华执导
的史诗话剧《 沙枣花香》，在上海戏
剧学院举行新闻发布会。该剧用现代
人辨析的眼光去探寻援疆人的精神
世界，透过戏剧的深层剖析爱与人性
的真诚与温暖。据悉，该剧将在4月24
日至5月8日在上海宛平艺苑首演。

《 沙枣花香》描述了第一代上海
的援疆知青，他们是上山下乡的先驱
者，他们告别了繁华的都市，步入曾
是人迹罕至的戈壁荒漠，他们像一条

流动的河流将现代文明输入占中国
1/6面积的土地，又将大西部特有的
原生的淳朴的人文力量融入他们的
血脉里，几十年不断地衍生着那段割
舍不断的上海、新疆的情结！

导演雷国华表示，《 沙枣花香》
有很强的时代跨越性，剧中人物都将
从现代不断地进入历史，使得它又有
着超越的力量。“ 所以，舞台即是戏
剧情境又是意境的象征性，舞台整体
创作和设计将缔造一个跨越时空的
再现。”

《 沙枣花香》探寻援疆人的精神世界

本报讯 记者 闵慧 继2012年
“ 上戏有戏” 演出季之后，2013年上

海戏剧学院“ 上戏有戏”演出季，将
于4月15日—5月10日，在上海多个剧
场和展示空间隆重推出。本次活动，
汇集了2012年度最新的优秀剧目，全
方位综合展示上海戏剧学院的实力
与艺术教育格局。

同时，秉承教委提出的“ 开门办
学”的精神，上戏向社会大众提供了
一次艺术盛宴，也为师生提供了一个
教学成果的汇报、展示平台。

据悉，本次演出季包含：一台音
乐剧、五台话剧、两台戏曲、一台舞
蹈、一台木偶、一台大型时装秀，以及
绘画作品的展示与拍卖，基本囊括了
上戏所有的院系的优秀作品。

而演出场馆更是遍地开花，本次
演出季，除了上戏自有剧场上戏剧
院、端钧剧场、新空间等，还有东方艺
术中心、大宁剧院、逸夫舞台、宛平剧
院等社会场馆，以及上海国际时尚中
心、三山会馆和位于松江的天马乡村
俱乐部这样的非演出性场馆。

上戏“ 开门办学”作品展示

首届上海“ 文交会”本周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