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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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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奇，很期待！”“不管有多‘狗血’
（荒诞），我还是想看看……”在支持派中，
不乏刘心武的固定读者群，也有相当一部
分网友对他勇于“挑战权威”的举动，表示
钦佩。

网友“直言相见”认为，刘心武写得怎
么样且不说，敢想敢干就是勇气非凡。

一些网友分析，长期以来，红学家已
经霸占了《红楼梦》的话语权，应当允许刘
心武说出自己的想法。

网友“波斯蜗牛”说：“《红楼梦》又
不是你们家的，怎么就不能续？续得好或
坏，《红楼梦》本身不会有任何损害。”

部分人士还主张“红学”研究应该百
家争鸣、百花齐放，久居“庙堂”之上的文
学研究，也应该有“大众化”的通俗解读，
让“红学”热起来。

网友“南国玫瑰”认为，刘心武的观点
确实有争议性，但“红学”本来就应该是大
众的，因为它是大家共同的文化遗产。

高清影视榜
《让子弹飞》一枝独秀，加上川话版，过

去7天就超过444万人次点击。今年内地自
制的《宫锁心玉》更大玩时空穿越，加入清代
著名的九子夺嫡之争的故事，在奇艺的点击
量势如破竹，本周独占鳌头。此外，奇艺隆
重推出了旅游频道。据悉，首轮上线的1000
多部旅游片覆盖了吃喝玩乐游购娱整个链
条的旅游片中，用户既可以全方位搜集信
息，也可以在无法出游的工作间隙，暂时从
生活中抽离，通过旅游视频放松自己。奇艺
CEO龚宇表示：“我们希望可以让无数的小
众聚集在一起，在奇艺的平台上，变成大众，
满足更多用户群体的观影需要。”

电影排行榜
1.《让子弹飞》2.《色即是空2》3.《非诚

勿扰2》4.《让子弹飞》川话版 5.《天生一对》
电视剧排行榜
1.《宫锁心玉》2.《夏家三千金》3.《包青

天之七侠五义》 4.《雪豹》 5.《神断狄仁
杰》

奥斯卡升龙国际影城《将爱情进行到底》10:

40 12:40 13:40 14:40 15:40 16:20 17:40 18:40 19:

40 20:40 21:40 22:40《致命伴旅》10:20 12:20 13:

20 14:20 15:30 16:30 17:30 18:30 19:30 20:30 21:

30 22:30 《青蜂侠》普通：10:50 3D：13:20 14:30

15:50 16:50 18:10 19:10 20:20 21:20 《我知女人

心》11:00 14:10 20:10《武林外传》11:10 13:10 15:

10 19:20 21:10《最强囍事》12:10 16:40 18:20 22:

20《芳香之城传奇》12:30 17:10

郑州中影《将爱情进行到底》11:45 13:35 14:

10 15:25 16:05 17:20 18:00 19:50 20:20 21:00 21:

50 22:50 票价25元《戒烟不戒酒》12:00 票价25元

《青蜂侠》（3D）12:40 13:40 15:50 15:50 16:55 17:

55 票价30元 19:05 20:05 21:15 22:10 票价35元

《我们约会吧》10:30 票价15元《最强喜事》16:30 18:

25 22:15 票价25元《致命伴侣》10:55 11:25 12:15

13:20 14:30 15:15 16:20 17:10 18:10 19:00 20:00

21:40 22:40 票价 25 元 《我知女人心》14:20 票价

25元《芳香之城传奇》12:45 19:15 票价20元

战争戏《锄奸》不玩风花雪月
石钟山：男人的对抗是军事

题材的主流
前日，年度战争大戏《锄奸》在河南、山

东、辽宁、云南四大卫视晚间黄金档播出。
该剧改编自石钟山原著，由推出过《历史的
天空》《历史的进程》的金牌制作人吴军担纲
打造，张晓亚任编剧，张汉杰任导演，于荣
光、杜淳等众多实力派明星联袂主演。

该剧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锄奸队长”
李彪与“汉奸哥哥”林振海之间错综复杂的
故事，原著石钟山昨天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畅谈了《锄奸》的创作历程。谈起此剧的创
作，石钟山说：“《锄奸》是极具亲情关系的故
事。跨度很大，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
着重表现人的坚韧性，直指人性最深处。与
此同时，也表达出两种阶级、两种势力的不
同世界观。”

石钟山曾创作过大量军旅题材的作品，
《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幸福像花儿
一样》等广受欢迎。对于战争戏，石钟山也
有自己的一番理解：“风花雪月、家长里短不
是军旅作品的主流，男人的对抗才是军事题
材的主流，对生死、阶级、民族的思考能更深
入地体现军人形象。我的几部作品一直延
续了对军人英雄主义的追求，这不是一个口
号，而是要真实可信地诠释出有血有肉的军
人形象和力量。” 晚报记者 王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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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刘心武续写‘红楼梦’即将出版”的消息日前在网上传开，并且得到出版方的证
实。一时间，各持己见的文学专家、普通读者展开了热烈讨论。

在这场讨论中，参与的人群大致可分两派，一派质疑刘心武续写的权威性，不乐意名著
被“玷污”；另一派则支持续写，期待尽早看到有别于以往的“红楼后二十八回”。口水四起，
是是非非，一时难有定论。这是经典的不朽魅力，也是经典无法回避的尴尬。

质疑派：续出不会是“红雷梦”吧？

“凭什么续写？”“经典岂能戏
谑？”“续写《红楼梦》，等于是给维纳
斯安个胳膊。”“狗尾续貂，不如留存
遐想。”“现代人的续作无法超越古
人。”“续出的不会是‘青楼梦’、是红

‘雷’梦吧！”……刘心武续写话题一
出，质疑声四起。

在“质疑派”中，有不少忠实的
“红迷”，他们大多认为，今人无法探
知古人的真实想法，也无法到达古人
的语境，倒不如维持“红楼”的残缺
美，因此不赞成续写。

部分文学研究者也加入了“质疑
派”，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严锋言

辞犀利。他在微
博中称：“若是以
贫弱的笔力、陈腐
的观念、主观的考
证，要再造一个

‘真实’‘正确’的
红楼梦，那是会混淆是非，
误导读者的。”

还有一些自称“红迷”的
业余研究者在网上公开撰文批
评刘心武续写。他们认为，刘心
武之前有关秦可卿身份的研究已
经走入误区，续写版本若大量发行，
有以讹传讹之嫌。

无论力挺还是质疑，刘心武的续写本身已引发众人对于目前
“红学”研究状况与环境的反思。有学者表示，当下的“红学”，可
以逐步通俗化，但不能“被娱乐”。

“创作是个人自由，无可厚非，续写其实是今人走近古代文学
经典的一种尝试。”涉猎“红学”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昌平
分析，时下已是一个大众文学的“卡拉OK时代”，不能阻止人们
根据自己的理解去续写名著。

赵昌平点评说，刘心武走的是“红学”中的“索隐派”路子，
在“探佚”方面甚至比以往一些“索隐派”更厉害、更“走火入
魔”，似乎下了很大工夫。但他也指出，“红楼”的确博大精深，
其中又有太多的不解之谜，续写有一定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不能
天马行空。

“续写可以，但‘索隐’过了头，就成了‘娱乐红学’，变成迎合
大众的文化猎奇、窥隐心态了。”曾编著《红学通史》的复旦大学中
文系教授陈维昭主张，把“红学研究”和“小说创作”分开，不要误
导大众。他还说，刘心武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有的表述不符合
学术规范，这必须纠正。

针对一些网民为刘心武叫好，批评红学界过于封闭，陈维昭
指出，红学界理应维护《红楼梦》研究的学术规范，但也不应包揽
大众对《红楼梦》的话语权。

值得参考的还有著名作家王蒙的观点。前不久推出新作《王
蒙的红楼梦》时，他曾点评，刘心武做的是“趣味性研究”，不是历
史考证，可以“你研究你的，我研究我的。”

新华社记者 许晓青 孙丽萍

余秋雨是“地方剧种的刽子手”？
余大师：地方戏太多，必须做减法

学者：他这是在毁戏曲

续写“红楼”
等于给维纳斯安个胳膊？

刘心武新书还没上市 口水之争硝烟四起
满纸荒唐言or其中自有味？专家、网友都有话说

有关地方戏曲的保护，近年来一
直很受关注。最近，学者余秋雨撰文
称，中国现存 172 个剧种不是太少，
而是太多了，都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留下来是不合适的，应该做减法。
此言一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学界
有人质疑余秋雨是在“毁戏曲”。但

是也有人认为，余秋雨的说法有一定合理性。
在日前发表的《文化淘汰腾出创新空间》中，余秋雨表示：“中

国现存 172 个剧种，必须做减法。这个减法的标准是：非常重要
的，要传承；今天观众还在享受，而且也能够靠卖票养活自己的剧
种，要传承。”余秋雨说，呼吁做减法并非是在糟蹋中国地方戏曲。

“所有的文化艺术都在新陈代谢，都有一个生存竞争的自然过程。
有一些东西，需要我们以国家力量保存，比如在我心目中，昆曲、京
剧因为沉淀了太多的东西，属于此列。但是，不是所有剧种都要以

此类推，变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他还举例说，元杂剧只活了大约
70年，“就像英雄一样非常壮烈地倒下了，而不是已经没人看了，
却躺在床上，非要靠打‘强心针’维持。艺术不应该是通过这种道
路走出来的。”

余秋雨的观点受到了学界的质疑。学者陈才撰文《余秋雨是
在毁戏曲》，直指余秋雨是“地方戏曲的刽子手”。他称，中国地
方戏曲剧种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368 个锐减为今天的 172 个，
文化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并不完全适用“优胜劣汰”法则，更无须

“抓大放小”。许多时候，只有通过对弱势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才
能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但也有学者认为，作为戏剧研究专家，作
为曾经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余秋雨对中国戏曲有发言权，

“我们的传统文化，不见得都是好的。这跟居家过日子是一个道
理，衣柜里的衣服已经不穿了，还留着压箱底，不见得就是‘会过
日子’。一个不懂得精简辎重的部队如何能够做到快速行军
呢？” 祖薇

刘心武刘心武

一位读者在书城内翻看刘心武关于
《红楼梦》的著作。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