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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的署名之变，缘于近日人
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四大名著珍藏
版”，其中《红楼梦》一函两册，而作者署
名改为“曹雪芹著 无名氏续”。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
介绍，早在 200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
出校注本第三版，就已将署名改为“曹
雪芹著 无名氏续”，这一版是由中国艺
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至今被红
学爱好者和广大读者认定为权威版本，

“珍藏版正是用这个新校本做底本的。”
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认为，

“这套珍藏版《红楼梦》的署名，体现出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严谨和负责任。”他
解释，前八十回是曹雪芹著，后四十回
是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这样的
署名，反映了红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因
为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当年程伟元、
高鹗在程甲本、程乙本出版时的“引言”

“序”中所说的话没有撒谎，后四十回确
实是“历年所得”，一部分是他们在故纸
堆里发现的，一部分是偶于鼓担（类似
旧书摊）上得到的，程伟元和高鹗只是
做了“细加厘剔，截长补短”的整理工
作。“整理者也了不起，也是功德无量
的，从《红楼梦》的传播史上来说，程伟
元、高鹗可以说是《红楼梦》传播第一
人，他们为《红楼梦》的传播作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但后四十回不知道是谁写
的，所以只能写上无名氏续。”

“《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续，之前已
经成了文学常识，但这个文学常识该改变
了。”周绚隆认为，将高鹗改为整理者是最
客观的，“程伟元、高鹗作为整理者的身份
可以确定，但高鹗作为续书者的身份则无
法证明。这样的改动，更严谨、更客观。”

新 版

高鹗是整理者不是续书者 春节七天长假刚过，一条“新版
《红楼梦》署名‘曹雪芹著无名氏续’，
不再是‘高鹗续’”的消息引起广大读
者的关注。有读者感叹原来我们背了
很多年的文学常识有误，红学爱好者
则由此引发热烈讨论。其实，许多读者
不知道，一个“无名氏续”，更是引出了
红学研究界的一个焦点话题。

“《红楼梦》续书作者是不是高鹗，主要
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
都是曹雪芹写的；二是认为前八十回的作者
是曹雪芹，后四十回的续作者是高鹗；三是
认为前八十回是曹雪芹写的，后四十回是他
人续写，但不是高鹗，是谁则不能确定。

张庆善说，“高鹗续书说”一度影响最
大，而这与新红学的开创者胡适关系很大。
1921年胡适在著名的《红楼梦考证》中，提出

《红楼梦》前八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后四十
回则是高鹗续作的观点。“在论证‘后四十回
的著者究竟是谁’的问题时，胡适首先引用了
俞樾所著的《小浮梅闲话》中的一条材料，俞
樾提到《船山诗草》中有《赠高兰墅同年》一首
云：‘艳情人自说红楼’，并注云：‘《红楼梦》八
十回后，俱蘭墅所补’。”而“船山”即诗人张问
陶正是高鹗（高兰墅）的朋友，两人曾是同年
举人。由此胡适认为，张问陶的诗及注是高鹗
续书的“最明白的证据”。

胡适的观点此后深深影响了中国出
版界。1953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程乙本
为底本，以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新中

国第一个《红楼梦》整理本，其署名为“曹
雪芹 高鹗著”。1982 年，中国艺术研究院
红楼梦研究所以庚辰本为前八十回的底
本，以萃文书屋排印的程甲本为后四十回
的底本，重新整理的《红楼梦》首次印行，
但署名依旧。红学研究专家胡文彬回忆
说，自己在《红楼梦探微》中就评过 1982
年新版本的署名问题，文中他明确表示反
对这样的署名。他认为，程伟元、高鹗共同
署名的“引言”，说得清清楚楚，“他们没有
续书，只做了一些整理的工作。”

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任晓辉清楚记得，2007 年开始，《红楼梦》
准备第三次修订，在署名问题上，红学专
家冯其庸、李希凡、胡文彬、林冠夫、吕启
祥坐在一起，进行过专门讨论，“这个署名
写成‘曹雪芹’，学界肯定不满意，因为后
四十回尽管大部分出自曹雪芹之笔，但是
有的地方又不像是曹雪芹写的。”最后，经
过长时间讨论，署名改为“无名氏续”。“如
今看来，这是比较客观的署名，至于接不
接受，要慢慢来。”任晓辉说。

渊 源 胡适“高鹗续”观点影响深远

“无名氏续，等于又一次否认了后四
十回是曹雪芹所著。”胡文彬丝毫不隐
瞒自己的观点。对此，任晓辉认为，曹雪
芹对后四十回作出的贡献，红学界有目
共睹，署“无名氏续”尽管客观，但也让
作者问题变得更复杂，“现在只是把高
鹗的问题讲清楚了，并没有将后四十回
作者的问题讲清楚，所以我不认为这样
署名是科学的、合理的。”

胡文彬即便在今天也仍然坚持已有
观点，一百二十回就是曹雪芹一人所著，
其中后四十回应该是曹雪芹留下的原稿
的散稿。“有人说，后四十回写得不怎么
好，但是虎头蛇尾的文章不也有的是吗？
七八十万字的小说，写得前后接不上气
儿，有什么不可理解的。”

目前，《红楼梦》约有上万个品种在
售，有的署名“曹雪芹 高鹗著”，也有的署
名“曹雪芹著”，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
校本和珍藏版的作者署名出现了“无名氏
续”。已有学生家长对此表示担心，“会不
会出《红楼梦》谁续的这个题，如果答‘无
名氏续’，会不会错？”因此，众多版本作者
署名是否有必要进行统一，以避免给读者
带来困扰，这同样是个问题。

微信订阅号“红楼梦学刊”推送者卜
喜逢认为，从研究成果到图书署名的改
动，总会有一个过程，而研究者并不能决
定考试中的答案，“研究者和教育者之间
有个隔阂，这个隔阂很难被打破。”而周
绚隆回应，这个担心是多余的，估计不会
出这种模糊考题。

张庆善则持乐观态度，“‘无名氏续’
这样的署名，反映了出版者和校注者的学
术观点，并不影响对《红楼梦》续书作者问
题的深入研究。” （据新华社）

困 惑

众多版本署名是否要统一

新版《红楼梦》署名引关注

为何是“曹雪芹著，无名氏续”

中国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梁山调剧
团 2 月 27 日晚在法国塞纳河畔巴黎中国
文化中心举办专场演出，以独特的唱腔和
板式表演了自编剧目《光王私访》，令现场
观众耳目一新。

东宝梁山调属板腔系统的地方戏剧
种，是中国稀有剧种之一。乐器以“胖筒
筒”（瓮胡）为主，表演行当分生、旦、净、丑
四大类，声腔为“咿咿腔”，于2009年被列
为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光王私访》改编自民间故
事传说，讲述唐宣宗（封号光
王）皇帝到民间微服私访的故
事。为了让观众更全面地了解
这一剧种，演出前剧团成员现
场演示了脸谱绘画。

凭借浓郁的地方特色和
独特编排，《光王私访》得到
法国观众的一致赞赏。法国观
众埃丝特告诉记者：“这是我
第一次看中国戏剧表演，整体
演出充满诗意，让人体会到戏
曲的美感。”

剧团团长胡必莲向记者介
绍说，她父亲胡士斌生前表演
梁山调长达近 80 年，自编节
目 100 多出，2009 年获湖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称号。
自己随父学艺，2006 年组建

了东宝区梁山调剧团，致力于保护和传
承这一剧种。

胡必莲 2017 年曾率团到法国巴黎市
第三区区政府、奥尔良市等地演出。她说：

“那是首次走出国门演出，反响非常热烈，
这也鼓励我们继续将梁山调打造为地方
特色名片，让世界了解这一传统剧目。”

据悉，剧团随后将前往意大利菲洛特
拉诺市演出。

（据新华社）

东宝梁山调

中国稀有剧种唱响巴黎
据《环球网》报道，

2020 日本东京奥运会
和残奥会吉祥物评选
结果于 2 月 28 日出炉，
配有奥运会会徽图案
的富有未来感的机器
人最终胜出。

本次吉祥物投票
从 2017 年 12 月开始，
在大约 3 个月的时间
里，日本全国有一半以
上的小学和特别支援
学校以及海外的日本
人学校参加了投票。

入围的三个作品分别是配有奥运会
会徽图案的富有未来感的机器人；被视为
神明使者的狐狸和石狮子；经常出现在日
本民间故事里的狐狸和狸子。

“倾听孩子们的意见，可以使得本届
奥运会更受关注。孩子们也是奥运会的财
富。”东京奥委会副秘书长古宫正章此前
接受采访时表示。

而在此前的奥运会预热宣传当中，东
京奥组委就一直在走深受广大小朋友喜
爱的动漫风。

里约奥运会闭幕式的“东京 8 分钟”
表演中，就出现了众多的动漫以及“二次
元”形象，包括哆啦 A 梦、hello kitty、超级
马里奥、大空翼……据《朝日新闻》透露，

东京的奥运村中还将出现一座60英尺高
的巨型高达像。

在 2017 年 2 月，据多家外媒披露，东
京奥组委又让 9 位动漫人物“上岗”成为
了奥运会的形象大使。

出任形象大使的 9 个动漫形象分别
是：《美少女战士》的水兵月、《海贼王》
的路飞、《火影忍者》的鸣人、《蜡笔小
新》的小新、《七龙珠 Z》的孙悟空、《铁臂
阿童木》的阿童木、《光之美少女》的朝
日奈未来和十六夜理子，以及《妖怪手
表》的地缚猫。

用这些经典的动漫角色作为形象大
使，被舆论看做是日本奥组委吸引年轻人
的方式之一。 （据新华社）

东京奥运会吉祥物诞生东京奥运会吉祥物诞生

未来感机器人图案当选

本报讯（记者 安峥 文/图）
记者 2 月 27 日从电影《追梦少
年》剧组获悉，根据安州区迎
新乡足球队真实故事改编、纪
念 5·12 地震十周年的本土励
志电影《追梦少年》日前杀青。

据剧组副导演蒋云奇介绍，
为让影片早日与全国观众见面，
剧组春节未停机，经过36天的紧
张拍摄，目前已完成前期所有镜
头的摄制，进入后期制作阶段，
预计电影将于今年5月上映。

电影《追梦少年》以安州区迎
新小学留守儿童足球队为原型，影
片讲述了这群孩子在经历5·12
地震后，参加校园足球队，利用
课余时间，通过足球训练和比赛，
不断克服困难、挑战自我，走出灾
难阴霾的故事。影片也从侧面折射
出四川人民坚韧、顽强、乐观、从容
的一面。该片情节生动、故事感人，

大部分外景在安州区千佛镇、高川
乡、晓坝镇等地拍摄完成，江油青
林口古镇也将在影片中呈现。

电影男主角朱田喜由故事
的主人公迎新乡小学副校长马
顺洗本色出演，马顺洗一手组建
了这支足球队，并带领孩子们训
练比赛。他告诉记者，演戏对他
来说是隔行如隔山，在拍摄剧中
一场十年后与孩子们重逢的戏
时，导演希望他和两名学生能演
出久别重逢的喜悦与回忆地震
时的悲痛那种悲喜交加的场
景，“与我飙戏的都是电影学院
毕业的专业演员，那场戏因为
我，整整重复了 45 遍。”老马笑
着告诉记者。马顺洗说，在电影
中他不是在演一个角色，而是希
望通过电影将他们的故事告诉
更多的人，有梦想就要去追逐，
只有努力才会成功。

本土励志电影《追梦少年》杀青
将于5月上映

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电影
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纪录
电影《厉害了，我的国》将于3月2
日起在全国上映。影片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引，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新发展理念下中国取得的历
史性成就。

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
部崛起，东部率先；生产总值
增 速 稳 居 世 界 第 一 ；蓝 鲸 2
号、蛟龙号、全国银幕数量总
和稳居世界第一；全世界最大
的基本医疗保障网；173 项扶
贫政策；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射
电望远镜 FAST；高速公路网总
里程世界第一……这些不是孤
单的数字和概念，更是我们生
活的缩影。电影《厉害了，我的
国》将把这些成就背后的故事

娓娓道来。
出品方 27 日在京介绍，影

片中不仅记录了中国桥、中国
路、中国车、中国港、中国网等
一个个非凡的超级工程，还展
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射电
望 远 镜 FAST、全 球 最 大 的 海
上钻井平台“蓝鲸 2 号”、磁悬
浮列车研发、5G 技术等引领
人们走向新时代的里程碑般
的科研成果。

影片后半部分则从“小家”
的角度切入，讲述平凡百姓的生
活变迁。从基层扶贫工作人员的
生活状况，到筑起世界上最大的
人工林的坝上三代人，再到细致
做好入户工作的健康管理员和
保家卫国的威武之师，记录了我
国在扶贫、生态文明建设、医疗
保障、国家安全体制等各方面取
得的成就。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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