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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主”作家王山去世
代表作逼真描写“文革”武斗和顽主文化

新京报讯 （记者张弘）
他是北京顽主，用小说为北
京顽主文化留下最真实的记
录。4 月 30 日 19 点 30 分，作
家王山在北京 301 医院病
逝，年仅 60 岁。此时他第三
次整理出版的代表作《北京
教父》正笑傲全国各地的图
书排行榜，而他的网名“四横
竖”也就此永远定格。

生病不愿意告诉朋友

王 山 出 生 于 1953 年 ，
参 过 军 ，当 过 矿 工 ，下 过
乡。后来进入北京一所大
学工作，并任过北京市京剧
院副院长，但之后就辞职

了 。 这 些 年 ，他 以“ 四 横
竖”的网名混迹于“北京顽
主”百度贴吧里。上世纪
90 年代，他的天字系列小
说《天伤》《天祭》《天爵》出
版，后来又写成《大玩主之
地殇》，并化名出版《第三
只眼睛看中国》。记者从王
山的夫人处获悉，王山的遗
体告别式将于 5 月 4 日在八
宝山举行。“我现在正在给
他买衣服，儿子将于 5 月 3
日从日本回来。”

记者联系到了王山的
发小和好友边作君，他告诉
记者，“去年我们俩见过一
面，后来一直没见着。今年
春节，我给他发了手机短

信，他也回了消息。三月份
我走到他们家附近的时候，
准备去见见他，他说自己在
外地开会学习，后来又说自
己在外地感冒挺厉害的，等
病好了回到北京再聚。实
际上，听他夫人说，这时候
他已经住院了。一开始，查
出有糖尿病，后来转化成心
衰和肾衰。”

《天罡》没有写完

边作君告诉记者，王山
的小说《天伤》《天祭》《天
爵》，头一版是上世纪 90 年
代出版的，自己看到书以
后，通过出版社找到了王山

重新建立了联系并经常来
往。逢年过节或者有日子
没见，就会聚一聚。《天伤》

《天祭》《天爵》第二次出版
时，曾改名为《血色青春》，
今年三月出版的《北京教
父》实际上是把《天伤》《天
祭》《天爵》合在一起，第三
次出版。王山正准备写《天
罡》，不料患病住院，因此，
这部小说没有完成。

正在美国的出版人尚红
科获知王山去世的消息后大
感意外，“他为我写的长篇小
说《欢乐时光》写了四万多
字，这两年我一直没找到
他。他这个年纪就去世了，
实在太可惜。”

■ 关于代表作

纪实成分很强
边作君说，自己比王山

大一岁多，和王山从小一起
长大。“《天伤》《天祭》《天爵》
中有三个主要人物，都有真
的原型。边亚军的原型是
我。周奉天的原型实际上叫
周长利，外号小混蛋。还有一
个赵大锁，名字没有改。十几
岁时（指“文革”武斗期间），王
山和我们在一块儿。周长利
被打死了，赵长锁在北京车站
扎死一个老兵，被判了无期徒
刑。我插队到东北，流传我
被枪毙了。当然，这三个作
品都是小说，包括人物的性
格和关系等方面有很多虚构
的成分，但是，里面打架、战
斗的场面是真实的。”

评论家解玺璋称，“写‘文
革’初期北京老红卫兵和北京
胡同市民子弟的冲突，王山写
得最逼真，语言劲道。”

“交响乐之春”落幕
“首席秀”上座率高

新京报讯 （记者姜
妍）伴随着悠扬的《梁祝》
小提琴协奏曲旋律和激情
四射的肖斯塔科维奇《第
一交响曲》，为期 20 余天
的第三届“中国交响乐之
春”29 日晚在国家大剧院
落下帷幕。

当晚的音乐会由国家
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出，指
挥是陈佐湟。上半场，小
提琴演奏家宁峰与乐团一
起演奏了《梁祝》，来自波
兰的男低音歌唱家丹尼
尔·柯特林斯基则以幽默
的唱腔诠释了莫扎特歌剧

《唐璜》中的两首著名咏叹
调“香槟之歌”和“请到窗
前来”。今年 7 月，大剧院
管弦乐团还将到德国进行
巡演，这两位艺术家也会
随团前往。音乐会的下半
场乐团演奏的是前苏联作
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第
一交响曲》，这也是乐团首

次演奏肖氏的作品。
本届“中国交响乐之

春”吸引了来自北京、天
津、浙江、安徽、河北、福
建、广东等地的 12 支国内
交响乐团加盟，汤沐海、陈
佐湟、谭利华、俞峰、张艺
等 11 位中国指挥界大腕
前来助阵。

除了这些演出，大剧
院还为观众策划 12 场“首
席秀”，每场“首席秀”中，
各乐团指挥、首席乐手，以
及参与演出的几乎所有独
奏家都参与其中，他们为
观众讲解交响乐的编制与
发展，指挥、首席在乐团中
的作用，如何欣赏交响乐
等不同的主题，并在活动
现场炫技，希望能帮助普
通听众更好地理解古典音
乐。虽然“首席秀”有近半
数的场次都不是在周末进
行，但不少场次的上座率
都达到了90%。

现代文学馆举办柏杨逝世四周年研讨会

柏杨生前曾和鲁迅“比肩”
新京报讯 （记者张弘）

4 月 29 日是柏杨先生逝世四
周年的日子，中国现代文学
馆于当天举办了学术研讨会
以作纪念。鲁迅博物馆前副
馆长陈漱渝在发言中回忆，
柏杨生前曾“吹大话”，将自
己和鲁迅相比。

海峡两岸共忆柏杨

2007年2月6日，柏杨将
其珍藏的全部文物资料捐赠
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
现代文学馆馆长陈建功表示，
中国现代文学馆已经开始对
这些文献文物进行数字化处
理，此外还建立了柏杨文库和
柏杨研究中心，涵盖大陆、港
澳台及海外的研究者。从四
个方面进行有关柏杨著作及
生平思想的研究工作：在文学

馆网站上设立柏杨研究专栏，
以此建立读者和研究者的交
流平台；上半年将召开专门会
议对研究专题进行讨论；在有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集出版
学术专著；抓紧柏杨捐赠文献
文物的数字化和编目整理工
作，尽快整理出版《中国现代
文学馆馆藏柏杨历史文献文
物总目》。

柏杨夫人张香华女士特
意为此次研讨会从台湾飞
来，她在会议最后向与会所
有人员表达感谢之情，并认
为“两岸还有无数管道需要
更畅通的交流”。和张香华
一起从台湾赴京的徐荣昌先
生也参加了昨天的活动。在
他赠给新京报记者的台湾

《文讯》杂志今年 4 月号上，
当年《自立晚报》副刊编辑向
阳撰文回忆了自己当年分五

期刊发柏杨《丑陋的中国人》
引来辱骂的过程。

陈漱渝：他生前曾
和鲁迅“比肩”

鲁迅博物馆前副馆长陈
漱渝回忆说，柏杨第一次和
自己深谈时就涉及了和鲁迅
的比较问题，并把谈话录音
赠给了陈漱渝。后来，陈漱
渝根据记录稿和录音整理了

《他在争议中保持自我》一
文，并得到柏杨首肯。柏杨
当时说，“有人一直质问我，
你配跟鲁迅相比吗？我想如
果我崇拜的鲁迅还存在的
话，他会责备这种质疑。怎
么不能比较呢？后人永远应
该超过前人。我认为鲁迅是
可以批评的。如果变得不能
批评，鲁迅也就丧失了生

命。”柏杨又说，“我要是说我
不如鲁迅，你们会说我谦虚；
我要是说我比鲁迅好，你们
会说我自大……一个民族应
该一代比一代强啊，这样我
们的民族才有希望。”在给陈
漱渝的最后一封信中，柏杨
又自嘲说，“我怎么敢跟鲁迅
先生相比，只是吹吹大话，表
示我不同凡品罢啦！中国人
好膨胀，此是一次而已。”

陈漱渝认为，鲁迅和柏
杨都是斗士型的作家；他们
都很爱国；他们都坚持中国
现代知识分子的立场。作家
李洱认为，“鲁迅寿命较短，
很多思想领域没有来得及完
善；而柏杨比较长寿，在思想
和写作领域也更为完备。柏
杨先生去世前非常清醒，他
把文物捐给了大陆，我觉得
大陆比台湾更需要柏杨。”

“中国出版第一人”
张元济出全集
两岸三地商务人齐聚故里追忆掌门人

新京报讯 （记者朱
桂英）为庆祝商务印书馆
115 周年、纪念张元济先
生诞辰 145 周年，4 月 25
日—27 日，商务印书馆、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中国
社会科学报社、海盐县人
民政府联合在张元济先生
的故里浙江海盐召开“《张
元济全集》出版座谈暨第
四届张元济学术思想研讨
会”。两岸三地商务人首
次共聚张元济故里。

张元济是中国现代出
版第一人。在中国前古未
有之大变动的时代，他从清
末维新派人物转身而成“为
他人作嫁衣裳”的出版家，
于政治明星、革命斗士叱咤
风云之时，始终保持着书生
本色，坚守着踏实建设者的
角色。而他所提出的“昌明
教育，开启民智”，依然是商
务印书馆当下之使命。

此次由商务印书馆出

版的《张元济全集》（十卷
本）较为全面地记录了张
元济一生所留下的文字资
料，这也是我国第一次为
出版家编纂出版的全集，
主要由张元济哲孙张人凤
收集、整理，按体裁分类编
辑，包括书信、诗、文、日
记以及古籍研究五类，规
模近 800 万字，全集对研
究张元济生平事迹和思
想，研究中国近现代出版
史都有着很高的价值。

据张人凤先生介绍，
此次全集编纂完成后，又
收到来自张元济研究关注
者近十万字相关材料，“没
有真正的全集，只有不断
趋于完整的全集。”而到会
很多专家学者，在肯定全
集之价值的同时，亦不约
而同追溯中国现代知识分
子立行入世之传统，重申
以文化人、以文化建设重
塑社会价值秩序之愿景。

王山的顽主小说代表作《天伤》《天祭》《天爵》，后来曾改名《血色青春》第二次出版，近
期又改名为《北京教父》第三次出版。

今年是出版家张元济（1867～
1959）诞辰145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