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世同堂》将有“全版”

七十年后，老舍的名作《四世同堂》终于要
有“全版”了。

11月底，关于《四世同堂》的一系列消息引
发文化与传媒界的震动。首先是上海译文出版社
副社长赵武平在美国找到了《四世同堂》全稿英
文译稿的消息传出。该译稿是由老舍本人口诵，
当时的翻译者浦爱德笔译的。

此前，《四世同堂》 未达全本一直是文学界
的遗憾。1943年战时，老舍开始了 《四世同堂》
的写作，分 《惶惑》《偷生》《饥荒》三部。《惶
惑》最初连载于1944年11月至1945年9月重庆的

《扫荡报》，1946 年分别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
司、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偷生》 最初连载
于1945年重庆《世界日报》，1946年11月由上海
晨光出版公司出版；《饥荒》最初连载于1950年

《小说月刊》，至第20段中止，老舍生前未出版。
赵武平找到的《四世同堂》英文译稿，包括

《饥荒》，共103章。随后，《收获》杂志主编程永
新宣布，根据英文译稿回译的《饥荒》将在2017
年 1 月的 《收获》 杂志上全文刊载，约 10 万字。
而“文汇APP”干脆独家发布了从未发表的第三
部第21章部分文字。

在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复旦大学中文系
副研究员孙洁看来，这次发现能够“最大限度地
去还原原本，对研究作者乃至现代文学史都有着
重要意义”。

对于出版界而言，“全版”《四世同堂》也有
着里程碑一样的意义。记者从多个渠道获悉，国
内多家出版机构都在争取出版结合新译部分的全
本 《四世同堂》，但一位知名出版社编辑私下对
记者说，其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及中华书局最有希
望，“两个都是‘国社’，尤其是前者应该会全力
争取，毕竟之前老舍大多数作品的版权都在人民
文学出版社，而且他们也出过 《老舍全集》，争
取到这个就能弥补之前的遗憾了”。

明年或迎来“老舍热”

老舍一生笔耕不辍，创作甚丰。除了《四世
同堂》 外，还有长篇小说 《骆驼祥子》《赵子
曰》《二马》《正红旗下》，剧本 《残雾》《方珍
珠》《面子问题》《龙须沟》《茶馆》，报告文学

《无名高地有了名》，中篇小说 《月牙儿》《我这
一辈子》，短篇小说集 《赶集》《樱海集》《蛤藻
集》《火车集》《贫血集》等。随着明年1月1日起
其著作进入“公版”领域，出版机构出版老舍作
品不再需要作者家属授权，程永新认为，2017年
会出现老舍的出版热。

不少出版社都对记者表示明年有出版老舍著
作的计划，“肯定至少会出一两本”。译林出版社
就将在名著套系“经典译林”里新添老舍的《骆
驼祥子》，定于2017年1月出版。译林出版社文学
出版中心主任姚燚告诉记者，选择这一作品的原
因是它是老舍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新课标推荐的
必读书目，而老舍的其他作品，译林出版社也正
在进行出版调研。

据了解，1999年，拥有老舍大部分作品版权
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 《老舍全集》，2013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在1999年版的基础上，重
新梳理老舍先生全部作品，并吸收老舍研究的最

新成果，增补了此后十多年内新发现的老舍《敬
悼许地山先生》等各类作品15篇，以及《致高利
克》《致胡适》《致王莹》《致赵清阁》等书信11
封，出版了19卷955万字的《老舍全集》。

“虽然明年进入公版，但目前也没听说哪家
有立刻出版 《老舍全集》 的打算。”数位受访的
出版社编辑都如此表示。在他们看来，首先老舍
的作品比较多，这是原因之一，其次 《四世同
堂》这部作品此前一直都是有缺憾的，因为即使
是即将出版的新版本比 1982 年马小弥的译本更
全，也更接近老舍，但《四世同堂》中文版从未
全数发表，手稿部分散佚，英译本又略去许多内
容，回译过程中也多少有损失，所以想找到最本
真的 《四世同堂》 几无可能。“即便是现在，谁
也不敢说自己出的《老舍全集》是‘全’的。”

最全《傅雷家书》将面世

除了老舍之外，同样进入“公版”的傅雷著
作也是明年出版的热点。《傅雷家书》 可以算是
历年来除《曾国藩家书》外读者读得最多的书信
集了。这些书信是理解人物、认识历史的通道，
也是学习做人、处世、治学的重要参考。

1981年，在出版家范用先生的主持下，三联
书店出版了傅敏编选的 《傅雷家书》，影响深
远，之后辽宁教育出版社、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陆续增补出版过 《傅雷家书》，江苏文艺出版
社则出版过 《傅雷家书全编》。而明年，译林出
版社将出版“最全”的傅雷家书选本。

记者了解到，译林出版社得到了傅雷之子、
家书编者傅敏的版权代理方——合肥三原图书出
版服务有限公司的授权，独占家书的“完整著作
权”。译林出版社文学出版中心主任姚燚告诉记
者，明年译林出版社计划出版一部两卷本《傅雷
家书》，它将是最全的傅雷家书选本，所选家信
均全文收录，不加删减，并包含目前幸存的所有
傅聪回信，体量仅次于 《傅雷家书全编》。相对
作为文献出版的 《傅雷家书全编》，译林版两卷
本《傅雷家书》有所取舍，既兼顾全面性，又适
合阅读。因为译林版《傅雷家书》独享了一些未
进入公版的内容，如傅家的照片、傅雷家书墨
迹、傅聪回信、楼适夷序言、金圣华译英法文家
书、金圣华译注等，这意味着即使2017年傅雷作
品进入公版，其他任何家书选本
也无权收录这些内容，“真正完
整、丰富的《傅雷家书》，只能在
译林社找到。”

除了家书，傅雷留给世人的
另一笔精神财富是他的译作和评
论。作为一个翻译家，“没有他，
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他译介
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
朵夫》 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作为音乐鉴赏家，他写下了对贝
多芬、莫扎特和肖邦的赏析。作
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
的精湛点评，为学界作出了文本
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

在译作方面，译林出版社也
同样有着计划——明年也将推出
傅雷的三部经典译作《约翰·克
利斯朵夫》《艺术哲学》《欧也
妮·葛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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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位大家著作版权保护期即将结束，进入公共出版领域

2017年，或迎老舍傅雷出版热潮

陈梦家
曾用笔名陈慢哉。曾与闻一多、徐

志摩、朱湘一起被称为“新月诗派的四
大诗人”。著有诗集《梦家诗集》《不开
花的春》《铁马集》《在前线》《梦家诗
存》及其他学术研究等多种专著，是后
期新月派享有盛名的代表诗人和重要成
员。

邓拓
笔名马南邨，在北京晚报副刊《五

色土》开设《燕山夜话》专栏，受到读
者喜欢。他与吴晗、廖沫沙合写杂文

《三家村札记》。邓拓撰写过大量社论、
杂文，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
有《燕山夜话》等，深受读者欢迎。

陈笑雨
杂文家、文艺评论家。笔名司马

龙、马铁丁。代表作品 《思想杂谈》
《说东道西集》等。

乌·白辛
戏剧家。他先后改编创作了 20 多

部歌剧、话剧和电影文学剧本。影响较
大的有话剧和电影文学剧本《冰山上的
来客》《赫哲人的婚礼》等。

汪篯
师从陈寅恪研究隋唐史。毕生从事

隋唐史研究，身后文稿札记大部分佚
失。所余论作由唐长孺、吴宗国、梁太
济、宋家钰、席康元等学者编选为《汪
籛隋唐史论稿》一书，计二十二篇。

吴玉章
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

渠一起被尊称为“延安五老”。中国人
民大学创始人。著有《中国文字的源流
及其改革的方案》《辛亥革命》《吴玉章
回忆录》等。

2017年
他们也将“公版”

再过十几天，随着版权保护
期的结束，包括老舍、傅雷在内
的 20 多位大家的作品共 200 余部
都将进入“公版”。

1966 年是个特殊的年份，这
一年里很多优秀的作家和学者相
继离世，除了老舍、傅雷之外，
还有陈梦家、周洁夫、邓拓等一
批大家。根据著作权法规定，我
国作品的发表权和著作财产权的
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 50
年，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50年的
12月31日。因此，2017年的公版
图书将显著增加。

加上不久前，老舍先生遗失
70 年的名作 《四世同堂》 的英文
原始译稿现世，引起文化界震
动，明年或许将迎来老舍的出版
热。而对于傅雷，不少出版社也
将陆续出版新的作品。

对于喜爱阅读的人们和整个
国内出版业来说，即将到来的
2017年都是值得期待的一年。

《我当我是去流浪》

本书分为十个专题。“在岛
上”讲述了作者在香港几年的经
历见闻，周洁茹笔下的香港是最
具名家气质的，最接地气又文艺
的，她写那些高贵姿态的女性，
又写那些贩夫走卒中的女性，她
描绘的这幅香港图画，是没有人
写过的香港。“记食”“记友”则
取材于周洁茹的生活，真实生
动。“仓库”“龙头”“我们都爱
短故事”“一个人的朋友圈”展
现了作者骄傲、敏感的真性情的
一面。另外几个篇章是作者对自
己的文学创作谈。

《我们不知轻重地爱过》

这本书里面，全是有关于青
春的故事。许多人的青春回忆，
大概只能埋在心底，而周灿则用
她的生花妙笔，轻轻撩动每个人
心底的琴弦。

许多故事的主题有关分离，
分手，告别，绝交，重逢……渐
渐的，我们都会习惯，原来很多
真正的分别，都是从来不讲再见
的。在周灿的故事中，我们一次
次重温生命中那些温暖而忧伤的
小事，在文字中浸润曾经的人与
事，在无形之中，治愈了那些不
甘与遗憾。

《初心》

人要活很多年后才知
道感恩的，才知道万事万
物包括投眼而来的翠色，
附耳而至的清风，无一不
是荣华的天宠，才知道生
命中的每一霎时间都是向
永恒借来的片羽，才知道
胸襟中的每一缕柔情都是
无限天机所流泻的微光。

如果不面临“失去”
的惶恐，不像遭剥皮一般
被活活剥下什么东西，也
不会憬悟“曾经拥有的喜
悦”。

周洁茹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6年10月

周灿 著
九州出版社 201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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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风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