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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文献保护工程是一座巨大的桥，我们通过这座桥梁去了解古典中国，又把古典中

国的美妙风景跟我们今天的生活连通起来

□ 陈莹莹

近日，民国传奇题材电视剧《娘道》热播，
收视率挺高。主人公瑛娘个性鲜明，有棱有
角，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饰演瑛娘的演员
岳丽娜之所以如此入戏，缘于该剧创作者巧
妙地设置了诸多“戏剧困境”，用一个个“困
境”支撑起了瑛娘富有传奇色彩的生命。

戏剧困境，是影视创作领域专业术语。
顾名思义，就是戏剧人物在故事里必须想办
法解决的困难、障碍或挫折，既包括外力造成
的困局，也不乏内心挣扎引发的磨难。一部
影视作品能否经久不衰，衡量标准之一就是
剧中各种困境相互交织演变的精彩程度。

什么是好的戏剧困境？关键在于这困境
是否紧扣人物命运走向，和全剧结构严密契
合，准确折射故事主旨。譬如，家族历史剧

《大宅门》，通过设置白家大爷无意中得罪詹
王府面临斩监候大难、白二奶奶临危受命执
掌家业、白景琦被贝勒爷绑架等环环相扣的
若干戏剧困境，对白家老字号几十年盛衰荣
辱的过程紧凑布局，从而展现出跌宕起伏的
情节，雕刻出纷繁复杂的人性，抒写了荡气回
肠的家国情怀。

制造出戏剧困境，仅为第一步。更富挑战
性的，在于如何通过逐步解决困境，突出角色
特点和内心状态，并且不走偏，一以贯之。人
物面对困境时采取的措施，必须符合剧作家开
篇时为其量身定制的个性。这很考验剧作家
水平，如果功力不够，剧作家很难“从一而终”，
笔下人物在半途会如同脱缰野马，肆意乱闯，
性格走样。剧作家要想精准持久地驾驭困境
中人，需要从动作、语言和表情三方面修炼。

动作是人物最重要的特征。十句对白，
不如一个有力动作。动作刻画也是最难的，
好动作会立刻让角色在困境里“活”起来。谍
战剧《风筝》有段情节：潜伏于军统的中共地
下党郑耀先审讯自己的同志曾墨怡。戴笠怀
疑他，派军统分子徐百川在审讯室偷偷安装
窃听装置。郑耀先发现后，为打消戴笠怀疑，
故意怒气冲冲质问徐百川，演技极高，以假乱
真。徐百川一向信任郑耀先，试图安慰对方，
递过去一杯红酒。郑耀先喝了一大口，突然

“噗”一声将酒全部吐在地上，以示对戴笠不
满，进一步强化演技，掩盖真实内心。这个

“吐酒”动作，具备很高辨识度，能让观众迅速
将人物“钉”在脑海里。

动作不够，语言来配。在困境下，对白用
好了，人物性格特点也会很快跃然“屏”上。
历史正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杨立青弄坏
了师父的绘图仪而被解雇，晚上吃饭时告诉
父亲杨廷鹤，杨廷鹤大发雷霆。杨立青不辩
解，不反驳，仅仅来了句：“你们慢用，我吃好
了！”说罢离席而去。寥寥数语，青年杨立青
骨子里的反叛、玩世不恭和不按常理出牌的
特点，登时“跳”了出来。

若语言动作都暂时失效，表情会起到神奇
的“救场”效果。当代军旅励志剧《士兵突击》里，
许三多刚当兵不久，什么都做不好，什么都学
不会，连抡锤子砸钉子都心存胆怯，下不去手。
班长史今恨铁不成钢，忍无可忍，终于发怒：

“你想拖死我啊许三多！”面对时常关照自己的
好班长，许三多内心极度纠结，手握锤子站在
原地，说不出一句话，面带泪花，眼中混杂着痛
苦、挣扎、懊丧和委屈，觉得对不起班长，却又
难以突破心理障碍，情绪积累到了临界点。最
后，他爆发了，抡起锤子，成功迈出人生转变的
第一步。心理波动激发出来的复杂表情，成为
许三多破解这个戏剧困境的终极枢纽。

影视创作，就是不断跳入困境，又接连走
出困境的过程。如果每位创作者都能时刻保
持对戏剧困境的敏感，不浮躁，少功利，多用
功，眼光放长远，持续深入不懈研究，那么，脍
炙人口的作品将层出不穷。

一幅由近现代文献织成的画卷在绍兴
徐徐展开。

9月17日，中国近代文献保护工程推
进仪式暨学术研讨会在浙江绍兴举行。

2006年开始，绍兴市委市政府启动了
近代文献保护工程，对散佚世界各地的史
料文献进行重新整理，印刷出版《中国近
代文献史料丛刊》系列丛书。

这项文化工程涉及文学、经济、政
治、教育、艺术、军事等多个领域，目前
已搜集各类近代文献史料12万余册。

“别以为 50 年前、100 年前的文献好
像离我们很近，应该保存量最多，实际
上，很多近代文献已经绝迹了，甚至在某
些方面还不如古籍。”原文化部副部长、国
家图书馆原馆长周和平介绍，当前所存的
中国近代文献史料由于受纸质、印刷等条
件的限制，受损日益严重，急待采取抢救
性保护措施。

为填补这个文化保护“缺口”，近代文
献保护工程应运而生。近代文献保护工程
文学卷的诗歌和散文卷首编已正式出版，
教育和艺术卷也将在今年出版。

是短板，更是宝库

“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人的思想
观念和生活模式发生了 3000 年未有之变
局，这段时间的出版物放在‘两不靠’的
境地不合适。”上海图书馆研究员、学术带
头人张伟开门见山。

张伟说，中国现有两项文献保护工程
计划：一个古籍文献保护、一个民国文献
保护。前者止于清末，一般仅指线装书而
不包含平装书；后者从 1912 年到 1949
年。所以我们既有古籍的统计数字，也有
民国总书目。

“但两者之间从1840年到1911年的所
有近代出版物没有摸底，可以说是一笔糊

涂账。”张伟说，更麻烦的是，古籍因使用
手工制作的宣纸而能保存数百年，近代出
版物使用了含酸的机械纸，只有 50 到 70
年的寿命。也就是说，仍存世的近代出版
物，只要是用机械纸印刷的，都可能处于
一触碰就碎成纸屑的状态。散落存放，也
滞碍了近代文献的整理、研究与保护工
作。中央财经大学图书馆馆长韩志萍说，
目前，图书馆馆藏的明清善本，只要不被
虫蛀，自己不会发生氧化。近现代出版物
的保存状况则差得多。

“我们读文学史，近代部分往往两页纸
就结束了，很多研究者根本看不到最原始
的资料。”张伟说，绍兴市注意到了这块短
板，开风气之先推出“近代文献保护工
程”，实际操作中把时间范围放宽到了
1840 至 1949 年，囊括了近代和现代，资
料收集更方便，大众接受程度也更高。

“从1840年开始，中国成为世界格局
中的一员，它的文化开始跟世界文化联系
在一起。从被侵略、被侮辱、被瓜分，到
抗日战争，再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是
一个完整的过程。”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
长、中文系主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
思和说，“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8本
书为例，中国读书人的知识范围扩大了，
开始接触社会哲学、经济学、法学、逻辑
学、现代政治、人类学等学科。可以说，
这百年是当代的起源和发端。”

“中国在这一时期开始对学术进行分
科，有了物理学、化学、医学等科学门
类；新文化运动造就了中国文化历史上一
个特殊的新局面，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了
中国，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培育
了中国的新型政党；中西文化交流激荡，
内外忧患激励着民族思想迸发，国家政治
经济文化发生了几千年未有的大变革。新
与旧，中与西，自由与专制，激进与保
守，在这个时期逐浪推高。”原国家新闻出
版总署署长、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
说，这百年间涌现出图书、报纸、档案、
传单、海报、图片等大量文献资料，多层

面体现出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学术价
值、文献价值，是一座承前启后的重要文
化宝库。

“史料乃学术之本，没有相对完善的资
料积累，很难展开研究。存一代文献，乃
学者、出版社、图书馆的共同责任。”《中
国近代文献史料丛刊》 文学卷编委会主
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陈平原说，中
国近现代文献“不新不旧”，不同于当代文
献，也有别于古籍，搜集整理“基本上是
出版社、学者自己在做”，缺少统一规划指
导。但这部分文献的纸张已经很脆弱了，
很多书一拿起来就碎了，也没有办法租
借。因此，采取必要保护手段、让更多作
品长期保存并传承下去已刻不容缓。

“近代文献保护工程选择了1840年到
1949年，保存哪些需要选择。可是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趣味，今人的选择不一定准
确。不妨把眼光放宽、放远一点，把门槛
放低，让更多图书入围，尽可能纳入保护
范围。”陈平原说，根据他初步估算，大概
可以出上万种图书。如果这上万种图书能
够存留下来流传后世，是件很了不起的事。

延续文脉，熔铸文化自信

“这项工程首先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必
将有效推动对近代中国的系统研究，提供
完善的文献资料；其次有文化传承的意
义，近代文化在中华文化史上具有特殊价
值，不深刻认识和把握了解中国近代文
化，难以认识当代的中国文化。”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社长赵剑英说，近代文献保护
工程体现了绍兴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和浙江
作为文化大省的使命担当和文化自信。

周和平认为，绍兴一直是中华文脉兴
盛之处。国务院发布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共518项，绍兴占了10个，在全国
地市里拔尖。

近代文献保护工程采取了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的模式，项目的承接方——浙江
越生文化传媒集团董事长寿林芬感慨地
说，这项填补国内空白的工程，整合了国
内上百家出版社资源，离不开当地政府的
支持，更得益于绍兴深厚的文化底蕴。

“政府从城市文化产业经营项目中挖掘
文化事业价值，并通过社会专业力量的
推动，全面提升产业项目的文化价值，最
后达到以文化事业为原动力，加快城市文
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寿林芬说。

被誉为“没有围墙的博物馆”的绍
兴，培养了蔡元培、鲁迅、范文澜、马寅
初等一批大家，在哲学、教育、文化、艺
术、科学、政治等众多领域为世界留下了
鸿儒巨著，也让绍兴成为丰厚的近代文献
宝库。

事实上，绍兴市的文献保护工作由来
已久。绍兴图书馆早早开展了文献普查与
古籍修复工作，联系多个文献收藏单位把
各个历史时期有关王阳明的文献资源数字
化，建成王阳明专题文献数据库平台。针
对近现代文献不易保存的特殊情况，绍兴
市配合浙江大学技术研发团队开始了微纳
等离子体纸张脱酸技术的试验工作，并在
今年6月29日配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召开
了“微纳等离子体纸张脱酸”专家鉴定研
讨会。

“我们一直坚持把历史加人文作为城市
发展的灵魂，积极推进城市文化体系建
设，在继续做好历史遗存保护利用的同
时，把近代文献保护工作作为大事来抓，
不遗余力用现代技术加强各类文化的抢救
保护传播利用等工作，让这座文化古城始
终浸润在浓墨书香之中。”绍兴市委书记马
卫光说。

“对近现代文献的整理保护以及研究还
处于非常缺乏的状态，绍兴率先承担起这
项工作任务非常有意义，也很有眼光。”江
苏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府建明说。

继往开来，存留文化印痕

“今天是开篇，开篇不容易。”陈平原
说，中国近代文献保护工程需要出版人、
图书馆、学术界以及广大读者通力合作，
需要政府和民间支持才有可能顺利完成。

“政府、企业、学术界、民间的力量统
一起来，联手做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将来
一定会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很深的痕迹。”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胡晓明认为，无论从出版、文
献保护还是学术积累意义上来说，这项工
程都可以在中国文化史上发挥重要影响力。

好牌怎么打？
胡晓明建议，项目要成为一座桥梁。“近

代中国出了很多了不起的大师，他们学贯中
西，既有文化的沉淀，又经过了新文明的洗
礼、冲刷。绍兴市和越生集团给我们修了一
座巨大的桥，我们通过这座桥梁去了解古典
中国，又把古典中国的美妙风景跟我们今天
的生活连通起来。”胡晓明说。

柳斌杰认为，在出版利用文献的同
时，还需通过藏本做好展览，让大家了解
历史，知道这些是好东西，要足够重视。
出版、展览之外，还要利用新媒体手段发
布资源，更要建成合作机制，共同合作开
发、推进资源共享。

“首先，进一步开展普查，尽快完成国
家总台账；其次，加强原生性技术研究，
因为脱酸成本高，要选择有代表性的文献
先脱酸；还要加强数字化功能，建立专题
化数据库，发布线上服务供大家使用；还
要多渠道开展海外文献征集，尽快完成数
字化回归。”周和平说，文献保护容易坐冷
板凳，需要有恒心。

韩志萍说，因为一套书定价高达 4 万
多元，再加上占用空间，往往还是以大学
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馆藏为主。出版一定
要有利润，要有最终的销售渠道，大家才
有持续干下去的动力。

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史地类专家
王卫东甚至大胆设想：未来采用卖数据库
送纸质书的方式也未尝不可。

“近现代文献的出版能够更广泛走向图
书馆、大学、各级研究者中。现在散文卷
和诗歌卷各出了100册，1册大概涵盖2到
4 本文献史料的内容。近现代文献如果能
充分利用，当下的文化研究面貌会发生根
本改变。在延续文脉的同时，也让大家从
中看到一个新的世界。”张伟说。

上图 上海图书馆研究员张伟（右）向与会嘉宾

介绍自己参与制作的《近代文献史料丛刊》。

陈莹莹摄

右图 《阳明先生珍稀文献二种》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