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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郭敬明是在2006年与春风文艺
出版社合同到期后开始与长江文艺
社合作的。他们的合作与以往的模
式有不同：由郭敬明的最世文化公司
提出选题、出稿，负责排版和封面设
计，长江文艺出版社负责审稿、校对、
申请书号，包括负责后期的印刷发
行。在青年报记者看来，这种合作起
码在过去的几年中是比较顺利的。
在这些年中，在长江文艺社的帮助
下，郭敬明加入了中国作协，又成为
了长江文艺社北京中心的副总编辑，
完成了身份的转变，而这两个偏于主
流的身份显然都是郭敬明很看重
的。所以几天前突然传出郭敬明与
长江文艺社“分手”的消息，很多读者
都感到很震惊，一份好端端的“姻缘”

怎么说断就断了呢？
不过，读者显然必须适应这种震

惊。2015年12月郑渊洁也突然宣布
结束与二十一世纪出版社10年的合
作。在过去很多场合，郑渊洁说到与
二十一世纪出版的合作都不吝溢美之
词，“我的书在很多出版社出版过，我
的亲身感受是，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在
维护作家权益方面做得最好。”赞扬犹
在耳边，怎么又突然转投其他出版社
的怀抱？这让读者百思不得其解。

应该说，无论是郭敬明还是郑渊
洁，作为一个写作者，他们与出版社
的合作还是算颇具“长性”的了。而
据青年报记者的观察，中国的写作者
们在这方面往往没有多少耐心。往
往宣布与出版社合作的时候十分高

调，而换起门庭来也是毫不含糊的。
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包括余华。

多年前，余华的新作《兄弟》在上
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大获成功，双方
显然达成过某种意向，所以余华一度
宣称：“现在我的家底都放在上海文
艺出版了，我新挣到的也会陆续放进
去。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一套开放的
作品系列（“余华作品系列”），它包括
了我过去的全部作品，也会包括我今
后的全部作品。”但一转身，余华就转
投作家出版社，推出了13卷本的“余
华文集”。几年前《第七天》出版时，
封面上的出版社又换了。如此频繁

“转会”，真是让人眼花缭乱。而像莫
言、麦家等著名作家在过去几年中也
都换了出版社。

《华胥引》电影定名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近期上影公
布了“上影出品”的众多项目，但它参
与出品的另一重点项目《鲛珠传》，筹
备多时却依然神秘。据悉，这部由唐
七公子原作小说《华胥引》改编的电
影将于3月底开机，并会在3月中旬
曝光主演阵容，代表作为《加勒比海
盗》的Joel Harlow好莱坞特效化妆
团队则将成为影片的“秘密武器”。

据电影版导演杨磊透露，“当时
决定改编这部小说的时候，希望把所
有环节都慎重把握，改编的出发点就
是要保护好原作的样貌和细节。然
而电影要讲什么故事，一直是让我很
苦恼的。在经历了40多稿剧本的修
改和调整之后，最后找到了鲛珠——
这个小说中核心的环节。我们把‘运
用它打开梦之门’作为影片最核心的
思路，重新构架了一个故事，这个故
事因为小说《九州华胥引》中的鲛珠
孕育而生，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个新的
故事命名为《鲛珠传》。”

“艺术中国”评委揭晓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近日，第十
届“AAC艺术中国”首度揭晓评委阵
容。广州美术学院黄专教授将担任
本届AAC艺术中国评选委员会轮值
主席，芝加哥大学巫鸿教授担任学术
总监，并由鲍里斯·格罗伊斯、卡洛
琳·克里斯托夫·巴卡捷夫、长谷川祐
子、凯伦·史密斯、王璜生、李振华、田
霏宇构成评选委员会。

黄专教授将第十届AAC艺术中国
的评审主题定义为“历史中的当代”，
强调在艺术史维度中审视中国当代艺
术的成就和现状，通过对历史与当代、
全球和中国、“局外”和“局中”的交会考
察去寻找中国当代艺术的独特性和内
在逻辑，从历史视野中重新发现当代。

合作时间平均为1.3年

作家和出版社为何“闪婚闪离”？
就在读者快要习惯了郭敬明与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合作，习惯了身为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

副总编辑的郭敬明“郭总”的身份的时候，最近传来消息，郭敬明方面已经与长江文艺社分手，转投到有
湖南出版背景的博集天卷公司。最近文坛的名家大腕纷纷传出“分手”消息，此前不久，郑渊洁刚刚结
束了与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合作，转投浙江少儿出版社。在寻找合作出版社方面，中国作家恐怕是全
世界同行里“脑子最活络”的一群。而这种分分合合的背后，总是难免会透出一种彼此的不信任。

青年报记者 郦亮

在中国，一个写作者如果两三年
不换一个出版社，就被认为是很无能
的一件事。而据一份调查显示，中国
作家与出版社的合作时间平均为1.3
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数字。
因为在西方，与一家出版社保持几十
年合作关系的作家大有人在，出版社
为作家操持几乎一切事务，甚至作家
的后事也由出版社办理。可是在中
国，人们永远弄不清楚谁是谁的出版
商，谁是谁的作者，似乎永远都在变
动，停也停不下来，那些文学作品就
像棉絮一样飘在空中，居无定所。

中国写作者和出版社的合作关

系为何如此脆弱？其实这些合作的
达成和分手的背后，都或多或少地闪
现着经济利益的影响。郭敬明和长
江文艺社“分手”，据说就是因为《最
小说》发行量近年下滑严重，每年要
亏上千万（尽管郭敬明方面意料之中
地对此表示否认）。郑渊洁与二十一
世纪出版社“分手”后，双方在网上竟
然打起了口水仗，郑渊洁指责对方隐
瞒印数，而出版社则否认，过去合作
时相互吹捧的融洽气氛荡然无存，让
人大跌眼镜。至于余华、莫言、麦家
等的“转会”，也多少与各种利益的博
弈有关。因为在合作中，经济利益成

为核心的考量，而经济利益的涨跌总
是充满不确定因素，所以合作关系也
就非常不稳定。

也因为双方将经济利益看得都
比较重，合作起来却缺乏透明度，没有
彼此的信任，所以合作和分手都变得
比较容易。“我在想，如果大家不纯为
经济利益考虑，也加入一些情感的因
素，多一些信任，中国文坛也就不会有
那么多合合分分的‘好戏’了吧？有一
点是肯定的，长久的合作对文学有利，
因为长久的合作也就意味着可以有长
远的规划，而不是急功近利。”文学评
论人郭庆红对青年报记者说。

现象“好姻缘”说断就断，“换门庭”毫不含糊

背后 经济利益导致“分手”，“分合”透露信任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