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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观察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文物拍品造
假近年屡见不鲜，没想到钱钟书、杨
绛夫妇此番也“ 中招”。继北京保利
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因杨绛公开声明
而撤拍钱杨的三封信件后，原上海古
籍出版社社长魏同贤昨日发表声明
称，拍品中两封所称钱、杨二先生给
他的信件全系伪造。

魏同贤同时发布三问：“ 这是明

目张胆的造假！两位通信人都还健
在，为何不能挤出一点时间问问书
信真伪？书信涉及个人隐私，为何不
尊重当事人意见拿出来拍卖？能否
告知“ 假信”送拍者姓名？”他表示，
不排除追究造假者损坏其名誉权的
责任。

据网络流传的影印件，拍号为
3593的“ 钱钟书、杨绛致同贤先生信

札”拍品说明中赫然写着“ 收件人
魏同贤，曾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这封信估
价12万元至18万元人民币，内容是
钱钟书与魏同贤交流《 七缀集》出
版情况。

另一封据称为杨绛与魏同贤的
通信内容是杨绛 与 魏 同 贤“ 聊 家
常”，并谈及了《 朱雯先生纪念集》。

魏同贤在声明中说，许多媒体报
道中提到保利拍卖的书信中有两封
是写给他的。听说此事，他感到非常
惊讶。在仔细查看了两件拍品的影印
件后，他指出，两封信件从书法笔迹
到书信内容都破绽百出，属于故意造
假。他自己和家人从未与保利有过任
何联系。

魏同贤称，保利所拍信件漏洞

不少。首先，钱先生字迹圆润俊秀，
书卷气浓厚，但造假书信却笔力生
涩，了无生气，显系画虎不成反成犬
类之作。而且书信内容中的细节大
多都是错的，例如钱钟书《 七缀集》
的出版时间、委托买书等等。另一封
杨绛信件更是子虚乌有。“ 朱雯先
生⋯⋯始终欠缘一面，怎 么 会 去 写
纪念文字呢？”

当事人称所拍钱钟书杨绛书信系伪造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 亮剑》作
者都梁最近谈起新作时透露，写不出
的时候，他恨不得将电脑砸掉，还通
过去靶场射击来排遣焦虑。作家自
然是最迷恋文字的一群人，但是本报
记者注意到，近来对文学创作“ 咬牙
切齿”的作家越来越多。写不出来却
硬着头皮还要写。“ 人情之作”已成
压在作家身上不可承受之重。而这
也直接影响了当代文学的质量。

写到崩溃：
靠射击排遣焦虑，值得吗？

前几天，都梁在谈及新作《 大崩
溃》时说，他写这部战争题材的小说
写了3年，写得很辛苦，写到崩溃时就
想把电脑给砸了。而一旦遇到写不
下去的情况，他就会去射击场（ 都梁
常年在加拿大写作） 猛烈射击，“ 打
1000发子弹就好多了。”

此次出版的还只是《 大崩溃》上
部，都梁说，他准备“ 豁出半条老命”
将下部写完。都梁此番“ 壮烈”的表
述当然是为了表明，《 大崩溃》 是他
呕心沥血之作，希望引起重视。

不过立刻有网友表示对此很看
不明白。“ 写作写到要砸电脑，要去
靠猛烈射击排遣焦虑，这么痛苦，写
作还有必要吗？”

为写作而痛苦、无奈的不仅有都
梁，恐怕还有梁晓声。出版了知青小
说《 返城年代》的梁晓声，最近说了
一句颇为决绝的话，他说对于知青题
材，“ 绝对不再写。不只是不再写这
样的作品，我的笔下尽量不再出现

‘ 知青’两个字，我争取做到连一篇
关于知青的文章也不再写”。

这话也让读者大为不解，“ 好像是
知青小说招惹了梁晓声似的，他的话

里还有一种咬牙切齿的味道。” 读者
“ 阿连德”说。而按照这个说法，因写
《 沙海》最终精神出状况而住院的南派

三叔也算是“ 写伤了”的一类作家。

人情之作：
“ 命题”成作家不可承受之重

一时间，风光无限的写作事业，
似乎成了一场惨烈的搏杀。在这场搏
杀中，作家不仅要忍受崩溃，还要忍
受作呕，忍受精神可能出状况的风
险。而耐人寻味的是，记者注意到这
些写到崩溃的作家的背后都依稀闪
烁着“ 人情”的影子。

梁晓声就坦言，他写《 返城年
代》 起因就是接受了有关方面的一
个“ 任务”，是“ 命题之作”。海岩最
近出版的盗墓小说《 长安盗》，也是
一部“ 命题之作”。虽不知都梁为何
写《 大崩溃》，但他和出版方是朋友
却是事实。至于南派三叔，那更和

《 沙海》 的运作方有大量利益关系，
或者说他本身也就是这个利益集团
的一个成员。

在这份“ 人情”的包围之下，于
是就出现了一个值得品味的现象：文
学创作本是自由之事，作家想写就
写，写自己所感所悟，可是现在却变
成不想写也要写，写不下去硬着头皮
还得写。在这种情况之下，对有的作
家来说，写作的乐趣全无，“ 写伤了”
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资深出版人李德明很关注长期在
痛苦状态下写作，对作家可能造成的伤
害。“ 这其实是对作家才能的透支。长
此以往必然损害作家的创作能力，以及
整个文坛的创作能力。从这个角度来
看，人情之作不仅是对作家的一种摧
残，也是对当代文学的一种摧残。”

据孙逸秋介绍，这部《 成长的快
乐》虽然是上海儿童艺术剧场的开幕
大戏，但却已经演到第五轮了，“ 之前
都是借其他的一些场馆演出，如今终
于有了自己的舞台，我们都感觉心里
特别踏实。”

但由于之前的一些舞台大多数
是镜框式舞台，而现在则是旋转舞
台，所以这部戏的格局全部都要重新
排过。孙逸秋回忆道：“ 一开始挺不容
易的，我们当初进来排戏的时候，场
馆还刚造好，新建材味道比较重，长

时间待在里面身体不舒服，但我告诉
自己一定要克服。”

此外，在唱法上，孙逸秋也下了一
番功夫，“ 我演的‘ 老师’和‘ 快乐精
灵’两个角色服装不一样，声音也不一
样，‘ 老师’是成人，我就用话剧的演
法，而精灵比较天马行空，于是我就揣
摩用一种比较空灵的声音去演绎。”

据悉，《 成长的快乐》从6月1日一
直要演到6月30日，每天两场，而其他
有些角色分A、B组演员，但孙逸秋却
是两组的戏都要参与，所以她总是跟

A组排好戏后还要排B组，而演完上午
B组角色，她还要继续留下来和A组演
员继续晚上的演出。

由于长时间的演出，前两天孙逸
秋风湿病犯了，声带也不是很舒服，她
只能吃止痛药来缓解，“ 我告诉自己
要坚持，不能倒下，不能因为你一个人
而影响了整场演出。”而即使声带感
到疲惫，她也全部坚持真唱，“ 我希望
用百老汇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因为百
老汇从来都没有假唱，我也希望带给
孩子们最真实的声音。”

“ 六一”儿童节当天开馆的上
海儿童艺术剧场在短短几天内便得
到了家长和孩子们的热烈反响，尤
其是开幕大戏儿童音乐剧《 成长的
快乐》 这些天来更是热度不减，不
少小朋友都对剧中的“ 快乐精灵”
感到十分好奇。近日，本报记者就走
进该剧幕后，揭开“ 快乐精灵”的面
纱，扮演者孙逸秋也向记者分享了
作为一名儿童剧演员的心路历程。

本报记者 杨汶

写作到崩溃，作家打千发子弹释压

“ 人情之作是对作家才能的透支”

“ 快乐精灵”孙逸秋正在台上演出。 本报记者 丁嘉 摄

正如扮演的“ 快乐精灵”这个角
色一样，80后女孩孙逸秋本人有着一
双扑闪的大眼睛，说话的时候也让人
感到分外亲切。她告诉记者，自己2010
年从上海戏剧学院06级表演系音乐剧
班毕业后，就来到了中福会儿童剧院
当起了一名演员。

当初在孙逸秋的概念里，演儿童
剧就是演一样东西，比如一棵树，一只

老虎，况且自己在学校练的都是百老
汇的一些名曲，驾驭起来应该小菜一
碟。但真当孙逸秋踏入了这个行业，她
才发现自己当初完全想错了。

现在，在孙逸秋看来，儿童剧演员
的要求，比一般话剧演员还要高，十八
般武艺都要会，不仅会唱会跳，有时还
要懂哑语、魔术等其他技能，“ 我进儿
艺演的第一个戏就去学了魔术。”此

外，儿童剧演员花的体力也要比一般
话剧演员多。

不过，虽然儿童剧演员的收入不
一定比其他演员多，花的精力也大，但
孙逸秋却觉得在心态上非常平和，

“ 我们的观众大多数是孩子，环境相
对比较单纯，看到孩子们随着剧情笑
或者不开心，表现出最真实最本质的
反应，我们也会感到极大的满足。”

十八般武艺造就一个儿童剧演员

为戏揣摩“ 精灵”的唱法

随着时代的改变，如今的孩子们
眼界高了，审美口味也更“ 刁钻”了，
可儿童剧却常年没有变。作为一名儿
童剧演员，孙逸秋也时常会和一些同
行们一起思考现在的孩子们究竟需
要什么样的戏，“ 现在孩子早熟的
多，所以不过分成熟但又不幼稚的戏
才是最适合他们的。”

孙逸秋坦言，中国目前缺少的是
像迪士尼那样的儿童剧，“ 虽然是把
动画片搬上舞台，但是他们却很有想
象力，比如我之前在国外看的儿童剧

《 小美人鱼》，演员是用溜冰的方式
来演绎的，效果非常好，孩子们也都
感到很新奇，这点和我们宋庆龄先生
说的‘ 用戏剧点燃孩子的想象力’不

谋而合。”
此外，现在的80后家长对学龄前

孩子的艺术教育也越来越重视，往往
他们会陪孩子一起来看儿童剧，所以
孙逸秋认为一部好的儿童剧不仅小朋
友能看，大人也能看，“ 有时一些上班
的小青年过来看看儿童剧也能放松放
松，回忆童年，释放压力。”

期盼能做迪士尼般的儿童剧

钱钟书夫妇书信被拍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