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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張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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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學英語語法（進階版）》 《曾國藩傳》 《左文襄公在西北》

作者：Rosalind Fergusson

出版時間：2025年2月

每個單元專注介
紹一個具體的語法重
點，並提供具體的語
法解釋和英漢對照的
例句，以建立讀者的
理論基礎，並引導他
們深入理解該語法規
則的應用。每個單元
的最後附有一個四格
漫畫故事，通過生動
有趣的情節和對話，
將語法規則融入到生
活情境中。

作者：張宏傑

出版時間：2025年2月

相較於曾國藩
的其他傳記，本書
更側重展現曾國藩
的思想與心理變
化。其生平與相關
的歷史事件並非本
書考證的重點，而
是串聯起曾國藩思
想轉變的脈絡與背
景。

作者：秦翰才

出版時間：2025年2月

本書較為詳細
地記載了左宗棠率
湘軍平定陝甘回
亂，進軍新疆收復
伊犁的事跡，着力
從軍事、財政、民
政、經濟、教育等
方面評價其經營西
北防務的成就及其
深遠影響。

從今年3月起，徐則臣正式接任
《人民文學》雜誌主編。文學評論家
認為，以文學的代際觀念來看，徐則

臣毫無疑問已經是 「70後」 一代作家的領軍人
物。

「一個寫作者或者一個藝術創作者，能夠以
自身所擅長的方式提供一個側面、一個視角，讓
大家覺得原來還可以這樣看我們的文化，達到這
樣的目的就夠了。」 徐則臣指出，任何偉大的一
本書都不可能跟隨讀者一輩子，但是它可以把裏
面的內容慢慢融入到讀者的日常生活中，融入到
意識深處，然後在必要的時候提醒生活怎麼樣才
能過得更好，讓大家往前看得更遠。如果起到這
樣的刺激，這本書就值了；如果沒有，這本書則
一錢不值。

作家應該選擇什麼題材創作？在徐則臣看
來，要圍繞自己懂的、有感情的、並覺得值得寫
的內容來寫。他從小生活在水邊，與運河有着割
捨不斷的感情，所以就寫了很多年的運河，創作
了《北上》。寫出來後，評判有沒有達到寫作的
預期目標，則還是要看能引起讀者多少思考。他
說： 「有些讀者可能生活在大山深處，從來沒有
見過運河，但希望他們看過《北上》之後，能與
眼前生活相區別開來，從小說中看到另一種命
運，看到不一樣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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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推出，二○一九年獲得第十
屆茅盾文學獎。 「河流不僅是我們最親密的玩伴，還是我們認識
和想像世界的方式。」 去年，《北上》新版上市，徐則臣在序言
中稱在運河邊生活、被大河水汽籠罩的歲月是他寫作最重要的資
源，只要筆墨生澀了、故事滯重了，就會在想像裏迅速回到這條
河邊，然後一切水到渠成。

運河是可供想像的闊大世界
在熱映的改編電視劇裏，運河水淘洗着岸邊人家的悲歡，一

條花街，一個小院，生活意趣在煙火裏慢慢鋪陳，六組家庭成為
千千萬萬個 「運河人家」 的縮影。電視開播之際，徐則臣說他希
望觀眾在《北上》電視劇中體驗
到，流淌在教科書裏、流淌在中國
大地上的那條河流，也真實鮮活地
流淌在我們的血液裏。

「徐則臣老師是原著作者，我
們很在意他對劇集的感受和評價，
前兩天他發來信息說看得很感動，
我們心裏的石頭才落地。」 《北
上》電視劇總製片人張書維對大公
報記者透露，小說發表不久，她就
讀到這部很有意思的作品，在徐則
臣去南京出差時約他見面，談了
《北上》影視化改編的想法，交流
中發現運河有許多值得深挖的地
方，尤其是在徐則臣心裏，運河已
經不只是一條河，它流經一千七百
九十四公里，沿線無數人間煙火，
是可以去發揮想像的一個闊大世
界。

實力演員再現運河生活
電視劇《北上》由趙冬苓編

劇，姚曉峰任總導演，白鹿、歐豪
領銜主演。劇中有一句台詞： 「往
來千里路常在，聚散十年人不
同。」 劇情以夏、謝、邵、周、
馬、陳六個家庭的鄰里人情、個人
成長和時代奮鬥故事為軸，向觀眾展開運河人家萬千羈絆的宏大
畫卷，加上胡軍、李乃文、王學圻、薩日娜等資深戲骨 「加
持」 ，增添了時代歲月中的運河煙火氣。

在劇中飾演 「花街六子」 之一夏鳳華的白鹿，是劇組較早確
定下來的一位明星演員。白鹿稱，大眾印象裏她是偶像劇演員，
最初怕不能勝任現實題材，但《北上》是一個很好的劇本，便以
學習的心態參演，這是入行以來壓力最大的一部戲，首先要面對
造型上的突破，學生時代的夏鳳華短髮、皮膚黝黑、戴着牙套，
看起來就是假小子。而同時，年代感的沉澱要求演員的情感表達
更加細膩，這樣才能讓觀眾產生共鳴。

實景搭建融入水鄉風光
為真實再現大運河畔的市井煙火，劇組在江蘇昆山巴城 「平

地起高樓」 ，搭建了一條名為 「花街」 的實景街道，碎花襯衫、
玻璃瓶汽水、青石板路、斑駁磚牆、運河商船的汽笛聲交匯，共
同壘砌出時代記憶。張書維說，劇中所有場景彷彿原來就有，幾
乎沒有人以為是搭建的，它們 「無縫」 地融入了江南水鄉的自然
風光。

《北上》電視劇發揮影像優勢，不僅拍攝運河人家生活，還
融入了崑曲、評彈、竹雕、長魚麵等非遺元素與技藝，希望能織
密經濟發展與文化繁榮的 「雙面繡」 。

總導演姚曉峰指出，拍攝《北上》時劇組基本上快把大運河
跑遍了，大運河的獨特魅力不只是記錄了 「90後」 一代成長、走
向社會的心路歷程以及新時代的萬千氣象，更是對歷史、文化、
人性的深度探索， 「拍運河，就是拍中國人的流動史詩，讓觀眾
觸摸 『活着』 的運河文化記憶。」

電視劇《北上》播出以來，有觀
眾認為年輕化的敘事讓故事更好看，
也有觀眾認為相比原著減少了部分歷

史底蘊。徐則臣對此表示，不同藝術形式之間有
「通約」 的部分，也有差異的部分，改編一部小
說肯定不能原封不動地全搬，如果是這樣，劇集
一定是擰巴的。他對導演說： 「沒事，隨便改，
好的改編不必忠於原著。」

到目前為止，小說《北上》已經改編為音樂
劇、話劇、電視劇三種戲劇形式。徐則臣介紹，
每部改編都不一樣，音樂劇選的完全是原著裏的
古代線，舞台劇運用現代科技手段把當下與古代
兩條線融合在了一塊，此次電視劇裏古代線不是
沒有，而是 「草蛇灰線」 一樣隱在了當下生活
裏，所以觀眾不能着急。

「因為距離小說完成的時間已經很長，有些
細節都不記得了，所以我就跟着劇集走，看到感
動的地方也嘩嘩流眼淚，我兒子說你怎麼又拿
紙。」 在徐則臣看來，如果一部話劇或者音樂劇
把另外一個劇種裏的所有東西都搬進來，那麼它
的改編肯定有問題，一部劇改出來只要是自洽、
經得起推敲的，就是成功的改編。

張書維告訴大公報記者，開始改編《北上》
時，這部小說還未獲得茅盾文學獎，等小說拿了
茅獎，改編創作的壓力馬上變得更大了，因為影
視劇的受眾面更廣，可能有幾億人會觀看，就更
加顧慮如何既能保留住原著精華，又能二次創
作，更精彩地影視化呈現。整體上，近年文學名
著影視化改編爆款頻出是一件好事，這讓讀者看
到了影視作品在文學傳承與創新中扮演的獨特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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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則臣
1978年生於江蘇

東海，畢業於北京大學
中文系，《人民文學》
雜誌主編。著有《跑步
穿過中關村》《如果大
雪封門》《北京西郊故
事集》《耶路撒冷》
《北上》等，其中長篇
小說《北上》獲第十屆
茅盾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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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北上》中的花街小院生活氣息濃
郁。

包容
差異

﹁
好
的
改
編
不
必
忠
於
原
著
﹂

▲徐則臣為讀者簽名。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提供

▲2024年《北上》新版上
市。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提供

▲電視劇《北上》再現大
運河畔的市井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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