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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草根诗人余秀华离婚引发热议

“人出名则离”，是否有违人情？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有
了地方性保护条例。记者昨天获悉，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已由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并
将于 2016 年 5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法》正式颁布实施，而此次上海
非遗保护条例，是对国家法律的贯
彻，是操作上的具体化。

青年报记者了解到，此次《非遗

条例》的一大亮点，就是对一些还有
市场的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医
药药物炮制等非遗代表性项目实行
生产性保护。上海市文广局副局长
王小明明确表示，《非遗条例》是鼓励
生产性保护的，但同时要求这些非遗
项目要坚持原真性，避免因为商业开
发而使得非遗变形走样。与之相配
套的是，《非遗条例》规定了退出机
制，如果非遗项目变了形，那就有可
能被摘牌，一旦摘牌，这些非遗项目
的声誉将受到严重打击。

沪《非遗条例》制定非遗退出机制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余秀华离婚了？这几天
有关草根诗人余秀华离婚的消息在
读者中炸开了锅。这位以一首《穿过
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而名声大震的女
诗人，一直给人一种为人坦诚、自强
不息、谦逊随和的印象，没想到竟也
陷入了所谓私生活的舆论漩涡。有
人已经将余秀华说成是“人出名则
离”。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青年报多次关注余秀华。这位
去年至今中国最热门的诗人，在短短
几个月内完成了从一个脑瘫的村妇
到“著名诗人”的转身。她不仅出了
销量惊人的诗集，还应邀去全国各地
宣扬自己的诗作。青年报记者和余
秀华有过一些接触，总的感觉她是一
个比较坦率的人。比如她从不避讳
自己和丈夫感情淡漠。早在 2012
年，她就写了一首诗歌叫《离婚证》：

“一叠新翠，生命里难得一次绿色环
保/和我的残疾证放在一起/合成一扇
等待开启的门/36 岁，我平安落地
……”尽管如此，余秀华从未表现出
要放弃婚姻的样子，对于她而言，生
活也许就是这样一种平淡的忍受。

但是3月14日晚，余秀华的一
条微博，让人感觉到这位女诗人不仅
能写会说，而且极具行动力。余秀华
坦言她已离婚。而且时间是去年的
12月。对于这段婚姻，余秀华没有
留恋，甚至有一种释然，“结束就好。”
她淡淡地说。

有一些读者认为，离不离婚是一
个人的私事，余秀华有权决定自己的
命运，既然对于过去有那么多无奈，
那离婚对于双方来说也许都是一种
解脱。有读者对余秀华表达了祝
福。但是另一些读者可能就有自己
的想法了。去年12月，正是余秀华名
气如日中天之时（其实早在9月，余秀
华就已经提出离婚）。在自己最有
名，而丈夫最需要关照的时候，却选
择离婚，这对这个男人而言不能不说
是一种打击。据称，在过去20多年之
中，余秀华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支
撑着这个家，现在余秀华出了名后选
择离婚，有违人情。一些读者甚至将
她与那些一出名就离婚的明星相比，
甚至有人将她说成是“人出名则离”。

一时间，余秀华陷入了舆论漩涡
之中。记者联系到余家时，余秀华不
在，是她父亲余文海接的电话。父亲
说，余秀华先天性脑瘫，19岁时他们
为余秀华“招婿”，找了一个大她13
岁的流浪到村里的四川人。丈夫常
年在外打工，两人有一个儿子。余文
海说，去年初余秀华也提过离婚，但
他和余秀华妈妈都没同意，“我劝秀
华，你一下子出了名，就提离婚，别人
会说你一出名就把老公给甩了。”

但是余秀华执意要离婚，两位老
人也没有办法。余文海认为，余秀华
离婚与出名没有关系，夫妻矛盾在就
存在了，甚至在结婚第二年，余秀华
就想过要离婚，感情早就破裂了。据
悉，为了离婚，余秀华还从自己的版
税里拿出了十几万给了丈夫，丈夫用
这笔钱在农村买了一栋房子，便于以
后经常来看儿子。

据悉，离了婚的余秀华很快投入
到新工作中，她的第三本诗集已签了
合同，她还和往常一样看看电脑，写
写文章。余文海告诉记者，原来还担
心余秀华离婚，生活就没有了着落，
现在余秀华的诗集卖得很好，靠版税
就足够生活了，他们也算放了心。

青年报见习记者 李金哲

本报讯 知名话剧导演，将他的
人生经历、戏剧理念带入高校，会碰
撞出怎样的思考？15日晚，由上剧
场和仲夏·好戏联合举办、复旦剧社
承办的“赖声川：我的戏剧桃花源”大
型讲座，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谢
希德报告厅举办。这是赖声川自专
属上剧场建立后，第一次走进大学校
园。也是众多高校戏剧爱好者第一
次近距离聆听这位“剧场翘楚”的戏
剧人生。

社会要有剧场，剧场要成生活
赖声川回忆，“大学时期，那时的

台湾还没与现代社会的剧场，戏剧表
演只能在学校里看到，而且还没有正
规的戏剧系”。这件事对他影响很深。

美国留学期间，他开始思考剧场
和生活之间的关系。5年时间，他在
一家餐厅打工，看到很多属于人性、
心理学、历史、政治的人和事。敏感
的他，深深被生活中的哲学震撼。他
意识到，学术理论应该和生活融合在
一起才有意义。

同样包括上剧场，也是赖声川的
社会实验。他认为剧场就是社会血
液的脉络，了解社会是否健康，脉搏
就在剧场。“为什么剧场不能像吃饭、
逛街一样平常？”

身为老师，他以教书育人为己
任。讲座中，他指出，“现在学校善教
技巧，智慧谁能教？创意必须有智慧

和方法。今天我们过度重视方法，以
至于智慧已经被遗忘。创意反而也
越来越少。”

名人推戏剧，学生受鼓舞
讲座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老师郑磊对青年报记者
表示：“很认同他对创作的理解。学
生想法很多，但具体实践很难。他去
戏剧学校讲的是技巧，在这里他讲的
是智慧，人生就是如戏。每个选择都
决定了接下来的人生。而阅历又会
反映在作品当中。另一方面，名人有
责任用影响力推广戏剧教育。普通
老师每年只能影响几十个几百个。
他则可以通过讲座、话剧演出影响成
千上万人。这样的活动在社会上应
该多一些。”

对渴望戏剧教育的学生而言，
“赖老师是个很多好的旗帜，能够让
我们很好的思考戏剧和生活的关
系。”复旦剧社社长朱逸俊表示，“他
的特别之处在于，和我们学生一样，
并不是戏剧专业出身。这对从综合
教育体制走出来的复旦艺术工作者
来说，能够激励大家，提供另一条实
践路径。”

另外，赖声川的戏剧理念也影响
着学生的实践。“大学里戏剧文化还
是要靠明星、靠品牌。复旦剧社计划
在4月10日、11日演出《暗恋桃花
源》，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品牌效应，
带动大家走进剧场。我们也要去思
考市场，观察大家喜欢看什么。”

“剧场翘楚”走入高校谈人生

赖声川：我的戏剧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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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斗贺友逝世
享年94岁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连环画泰斗
贺友直昨天去世，享年94岁。

贺老是走得很突然，他一直保持
着规律的生活。上午散步工作，午餐
喝一点黄酒，然后小憩。直到不久
前，记者见他还是一副精神矍铄的样
子。贺老的女儿贺小珠告诉记者，昨
天早上他还在吃面，像往常一样，自
己下面条。宁波美术馆的人过来和
他谈展览和捐赠的事情，客人走了以
后，他去了卫生间很长时间没出来，
等到家人发现，人已经休克了。中午
11 时 30 分，贺友直被送往瑞金医
院，贺小珠回忆，当时他一度有过好
转，也跟家人讲过话，但是19时左右
又开始吐血，“一直止不住，用了最厉
害的药也止不住……”

贺友直1922年生于上海，浙江
宁波镇海（现为北仑）人，我国著名
连环画家、线描大师。自学绘画，
1949年起开始画连环画，对中国的
连环画创作和线描艺术作出重大
贡献。

在中国当代美术史，贺友直的名
字无法绕开。他在20世纪60年代创
作的长篇连环画《山乡巨变》是一部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作。在那个时
代，贺友直的连环画、齐白石的变法
丹青、林风眠的中西妙合、潘天寿的
文人画变体、叶浅予的舞蹈速写、黄
永玉的《阿诗玛》版画、李可染的长江
写生等，共同构成的美术浪潮，震动、
唤醒并影响了中国一代美术人士的
眼、手、心。

贺老曾和青年报记者多次谈过
对连环画现状的看法。他是有点
忧心的。“‘回锅肉’没几天好吃
了！”有一天他对青年报记者说。
老先生所说的“回锅肉”，就是小人
书吃老本的现象，他认为如果连环
画不能适应新时代，找到符合现代
人口味的视野，衰败以至于消亡是
早晚的事。

一段时间，民间出现了小人书收
藏热。因为看到了“钱景”，很多出版
社这些年也重版了大量连环画。小
人书俨然迎来了又一个春天。不过，
贺老看得很清楚，他对记者说：“把
64 开变成 32 开出，然后再变回 64
开，这样翻来覆去，连环画收藏者也
会嫌烦的，连环画终归没戏唱。”

贺老告诉记者，因为看到连环画
可以赚钱，当时一些人就唯利是图起
来，什么选题都可以画，当年挑剩下
来的“馊”选题也摆上了桌面。连环
画在读者心中形象一落千丈。

在贺老看来，连环画一蹶不振至
今的致命伤是中国连环画大多只是
改编而非原创。“连环画家应该就是
一个作家。”

当然一切问题的关键还是人。
正如上述，目前曾经的连环画重镇上
海人美社，现在没有一位专职的连环
画师，即便要出新书，也是请老先生
们出山再画，很少有新人新作。

随着连环画的式微，愿意献身此
项事业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少。可以
说，连环画的人才培养已基本断了
根。对此，贺老也显得很无奈，“这也
是没办法，你要给新人出路啊，现在
是没有出路。”

赖声川走入复旦大学，受到众多大学生戏剧爱好者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