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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同一内容换个样式再出版

版本推“新”为何只见套路无诚意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昨天是传统的七夕节，
由上海市文联和虹口区委宣传部主
办的“相约七夕，天爱一生——上海
书法名家书写结婚纪念证书”活动
在海派文化中心举行。受邀为新
人们现场书写证书的书法家都是
来自上海书坛的小楷名家，包括上
海书协顾问刘小晴，上海书协副主
席戴小京，上海书协主席团委员黄
仲达、杨耀扬，以及上海市中青年
名家赵伟平、陆维中、张正宜、余军
等。共有8对新人接受了名家所写
的证书。

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刘
祎呐说，书写结婚证书是1949年之
前就有的传统，不同于法律上承认的
结婚证，书写的结婚证书形式比较随
意，可以有誓言，也可以有展望。而
如果是名家手写的结婚证书，那就是
妙笔生花了。而上海市书法家协会
秘书长潘善助表示，此次名家书写结

婚证书活动，充分尊重了传统，并且
发展了传统，“书写结婚证书在民国
时就有这样的传统。如今，使这个传
统重新回归，也是一个书法传统的回
归。”在圆珠笔、水笔这种舶来品来到
之前，书法原本是文人日常书写的手
段。希望今后不断地开展这样的活
动，使书法重新回归百姓日常生活。
活动所涉及到的书法和印泥都是非
物质文化遗产，而结婚证书都是由专
门的设计公司设计，纸张也很有讲
究。著名篆刻家韩天衡专门治印“百
年好合”，并现场为新人在结婚证书
上盖印。

活动现场，还展示了一幅手书长
卷《七夕赋》，《七夕赋》由著名作家赵
丽宏所作，由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主席
周志高亲笔书写，可谓珠联璧合。上
海市文联党组书记尤存表示，此次活
动是“文艺要服务人民”的一次具体
体现，旨在通过这样一场将艺术融入
生活的文化惠民活动，让传统文化植
入血液。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继去年《余罪》在网络
大火之后，著名作家常书欣的又一
热门小说《黑锅》被搬上了荧屏。作
为《余罪》的兄弟篇，《黑锅》此次被
改编成电视剧《警察锅哥》自然引起
外界的巨大关注，该剧自在安徽卫视
海豚第一剧场播出以来，收视稳步上
升，渐显黑马潜质。身为原著作者，
常书欣对这部作品也给出了“五星好
评”，在他看来，《警察锅哥》的剧本改
编、主创团队和演员阵容，都让他非

常满意。他非常期待《警察锅哥》可
以像很多年前的《便衣警察》一样，
在播放很多年之后，还能让人津津
乐道。

《警察锅哥》着重在警察的角
度，看普通的市井生活，看不同的
案件推进。因此，该剧透过锅哥简
凡这一横跨厨师界、刑警界的小人
物，在一次又一次不失逻辑却又
花样百出的案件侦查中，从一名
菜鸟警察成长为一名忠勇干探，
深度展现出青春公安剧的不俗魅
力。

常书欣新剧打造另类警察故事

沪书法家为七夕新人书写婚书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不久前某个书展上，有
童书作家前脚参加完了自己一本书
的出版授权仪式，后脚又参加了另一
场出版授权仪式，而两个仪式上的作
品竟是同一本。这就让人百思不得其
解了，因为即便是普通读者都知道，一
部作品很难同时由两家出版社出版，
这里面存在一个版权归属的问题。但
这情况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并且存在
许久，这就是出版介所谓的“一鸡多
吃”。青年报记者了解到，这种“一鸡
多吃”似乎在行业内很有讲究。

虽然那个童书作家两次授权的是
同一部作品，但仔细一看，还是有区别
的。一本是作品纯文字版，另一本则
是文字加绘图的版本。也就是说，尽
管内容都是一样的，但只要形式一有
变化，那就可以按照两个版本交由两
家不同的出版社去出版销售。这位作
家的“一鸡多吃”显然很有套路。

青年报记者在调查中注意到，出
版业的这种“一鸡多吃”，现在非常普
遍，尤其是在童书领域。记者在书店
看到一本著名的童书，大概有七八个
版本，属于不同的出版社，出版时间
前后都不超过1年，显然，如果是相
同的版本，是不可能同时给那么多出
版社出版的。仔细一看，确实有一些
不同。有的是纯文字版，有的是插画
版，有的是给低幼儿童看的注音版，
有的则是拍成电影后放了几张电影
剧照的剧照版。

在灵活运用“一鸡多吃”方面，作
家和出版社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
除了对形式进行改变之外，青年报记
者发现竟然还有很多“合订本”。所
谓“合订本”，就是如果一位作家的一
部作品很有名，大家都争着想出，那

就把这部作品配以其他不同的作品，
形成不同的“合订本”来进行出版，这
也就算是不同的版本了。版本虽然不
同，但书名可以是一样的，都是以那部
最有名的作品作为书名，以吸引眼球。

那出版社和作家为什么对“一鸡
多吃”如此热衷呢？有资深出版人对
青年报记者一语道破天机。作家写
了一部作品很畅销，如果只是交给一
家出版社来出，那么铺货面有限，营
销的投入也是很多，收入必定会打折
扣。如果交给几家出版社来出，大家
一起发力，遍地开花，那必定会迅速
红遍全国，作家收入上也有了保障。
当然也未必是所有的作家都是因为
版税而“一鸡多吃”。中国毕竟是一
个人情社会，在很多地方都讲究人
情。著名作家将一部著名作品交给
一家出版社来出，往往就代表了一种
交情。但是作家一般不会只和一家
出版社保持交情，而要在很多家出版
社之间作平衡，那就必须想想法子。
这个时候，推出一部作品的不同版
本，也就成了不是办法的办法。

当然，“一鸡多吃”的结果是，不
明真相的读者花了很多钱去买了同
一部作品，浪费了钱财，也消耗了读者
的热情，而且也是出版资源的一种浪
费。上述资深出版人一阵见血地指
出，“一鸡多吃”如此大有市场的一个
根本原因，还是好作品太少。总共也
就那么几部畅销作品，所有出版社都
睁大眼睛盯着，作家自然只能疲于应
付。如果畅销作品很多，优秀之作不
断涌现，那出版社自然也就各做各的，
互不相扰了。“如果真要改变‘一鸡多
吃’的局面，归根到底就是要推出更多
的力作。作家和出版社应该把更多的
经历放在如何写出优秀作品上，而不
是放在如何推出更多版本上。”

样式有差异内容却近乎一致，这是不是忽悠读者？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沪上儿童剧很多，但儿
童黑光剧的形式却不多。近日，由青
年导演鲁伊莎执导的国内首部儿童
黑光剧《漫游太阳系》登陆上海南丰
城剧场，场场爆满，她表示，这种艺术
形式虽然在国外非常吃香，但在国内
还不成熟，而观众接触少了，则需要
艺术家们循序渐进，更多考虑孩子们
的观感。

鲁伊莎独立导演过五部话剧作
品，在这部儿童剧之前，她还导演了
话剧《英俊与美丽》、《土豆之夜》、
《第十二夜》以及《高高的山和奇异
鸟》。她表示，儿童黑光剧只是形
式，它本质上还是儿童剧，而儿童
剧的创作思维与成人戏剧是不一
样的，“你要站在小朋友的角度上
去构思整个剧。他们虽然是小孩，
但是他们和成年人有共同的情感
和好奇心。”不能因为他们是小孩
子，然后就把人物设置得很笨很滑
稽，或者说，因为是儿童剧，就不注
重戏剧的内在故事性。

此外，儿童剧还需要照顾大人，
所以框架和结构也是需要花心思的
地方。“因为，你既需要站在孩子的
立场进行设计，但同时小朋友的父
母也是这部剧的受众，所以最大的
难点可能是在兼顾父母和小朋友的
视角。”

而作为国内新颖的黑光剧，她
表示，国内还处在摸索阶段，像这部
剧，所有道具都是他们的美术设计
一笔一笔画出来的，包括道具颜料
的配比，道具在舞台上的设置以及
灯光和道具色彩的配合效果，也是
团队慢慢探索出来的。这种新形
式，最需要考虑的，还是孩子们对全
黑环境的接受程度，“因为接触得
少，所以小朋友们可能会有一些不
安全的感觉，为了缓解这种不安感，
我们在前期创作时就达成了共识，
就是让舞台一直保持有光亮。而正
式演出的效果也让鲁伊莎倍感惊
喜，小朋友们不仅在家长的陪伴下
克服了前期的不适应，而且用积极
的反应互动表达了对这部戏的喜
欢。”

儿童黑光剧登陆上海

导演：需要站在观众角度去构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