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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年内交稿
“《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什

么时候能出版？前四史有可能是大

多数人一生想看或者能看完的书

了。”这是获得最多网友点赞的问题，

而《三国志》也成为热度最高的作品

之一。

以《三国志》为例，其点校修订由

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的吴金华教授

主持。在他2013年病逝后，工作由其

子吴葆勤承续。吴葆勤既是一位严

谨的学者，又身兼凤凰出版社社长，

事务繁忙，仍利用业余时间全力推进

修订工作。目前已有9卷定稿，预计

2025年内提交全稿。

《三国志》备受期待，不仅因为其

内容波澜壮阔，更因其点校修订的学

术价值。修订工作需要比对大量古

代版本，还需吸收考古成果和新文献

材料。例如，吴葆勤在统稿时发现了

一些未充分重视的古代版本，遂增设

校勘长编，为后续修订奠定了坚实基

础。这种“滚动交稿”的方式，虽过程

漫长，但有望为读者呈现一部更加精

细准确的古籍经典。

“校史而不考史”
许多读者好奇，近年来的考古

发掘是否会直接影响“二十四史”

修订？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主任胡

珂给出的答案是“部分吸收，慎重

调整”。

正史以各朝国史、实录为编撰依

据，其去取标准本就严格，因此即便

有新发现的墓志碑刻或出土文献，修

订时仍需与传统文献比对分析，确保

改动有据可循。例如，在人名或地名

偏旁的分歧中，墓志材料的确能帮

助确认正确写法，但若缺乏足够文

献佐证，则宁可保留原貌。这是因为

点校修订秉承“校史而不考史”的原

则，旨在还原文献原貌，而非对史实

进行重构。

换句话说，修订工作的目标是提

供“史事讹误较少的文本”，但要解决

更复杂的史料考证问题，仍需借助专

门的研究著作。因此，期待将所有考

古新发现直接融入“二十四史”，并非

现实。

修订“慢工细活”
不少读者感叹，修订工程为何耗

时如此之久？原因不仅在于工作量

庞大，还因修订标准的大幅提升。中

华书局副总编辑俞国林以点校本《明

史》举例介绍，这部皇家主持编撰的

经典史书，从康熙十八年开馆修书到

乾隆时完成，历时60多年。原点校本

由南开大学著名史学家郑天挺主持，

修订本由其弟子南炳文接手。经过

多年反复校改和编辑部三轮审稿，书

稿已完成，但因涉及避讳字、底本版

本等问题，仍需进一步完善，预计

2026—2027年出版。

类似的，修订版《晋书》由北京大

学历史系罗新教授牵头，吸纳了众多

青年学者参与，从初期点校到后期统

稿，每一步都需高精度完成。目前，

点校修订的《晋书》也计划在2025年

推出。

这些案例表明，修订过程并非

简单的增补，而是要在尊重底本的

基础上，校勘每一处差异，记录改

动依据。一个看似普通的校勘记，

可能涉及几千字的考证工作，这种

学术深度与严谨性正是修订版的核

心价值。

多版本满足需求
虽然修订版着力于学术精度，但

读者的需求并未被忽视。例如，为方

便不同类型的读者，中华书局计划推

出平装本、简体横排本和缩印本等版

本，满足收藏、学习和日常阅读的不

同需求。此外，点校本“二十四史”修

订本正逐步替代旧版，成为学术引用

的通行本。

然而，也有一些怀旧读者钟情于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精装小绿皮”

或线装本，这些版本因印刷工艺独

特、收藏价值高而备受追捧。例如，

《史记》《三国志》的线装大

字本，早已成为拍卖

会上的珍品。但

无论从学术

性还是实用性出发，修订版才是未来

的主流。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不

仅是对古代文献的整理与提升，更是

学术传承与现代需求的交汇点。在

确保史实严谨的同时，适应时代需

求，将学术成果惠及更多读者，是中

华书局这一经典工程的意义所在。

正如读者对《三国志》等修订工作的

翘首以盼，这不仅是对历史文化的热

爱，也是对学术精神的致敬。读者也

乐得看到一套更加完善的“二十四

史”修订本，为传承中华文化再添新

篇章。

驻京记者 赵玥
（本报北京今日电）

“大部分《春之祭》都是‘向死’的

过程，而我们的这部作品是‘向生’

的。”时隔一年，历经“生命之火”的谢

欣带着音乐舞蹈剧场《萨蒂之名 ·春之

祭》归来。昨晚，这部由上海国际舞蹈

中心剧场委约，谢欣舞蹈剧场与佩在

又吉文化传媒联合制作的演出向公众

开放片段。2月21日至22日，作品将

在国舞剧场首演。

《春之祭》自诞生以来，已衍生出

400多个版本的舞蹈作品。而谢欣编

创的《萨蒂之名 ·春之祭》更像是回应

“生命沉重一课”的命定之作。

最初接到《春之祭》的邀约是

2019年的事，当时谢欣没想好要怎么做。兜兜转转，历经

生命中那些不可承受之重，《萨蒂之名 ·春之祭》呼之欲

出。她说：“在舞团遭遇大火的那段时间（2023年，被谢欣

视作‘家’的舞蹈剧场所在的‘白屋’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

火吞噬），我也曾有过困惑——继续吗？还是放弃？我相

信这场火一定想要教会我什么。”“渡劫”归来，她将那些生

命感悟融入作品，在宣传册扉页上，她写下——不躲不退，

生命在火焰中淬炼赤诚和坚定；她相信——当黑烟散去，

灰烬下斑驳的地也能开出新的生命力。

音乐舞蹈剧场《萨蒂之名 ·春之祭》分为上下半场。其

中，上半场《萨蒂之名·轻之重》将法国作曲家埃里克·萨蒂的

3首《裸体舞曲》与6首《玄秘曲》混合编排，让空灵神秘的音

乐情绪一以贯之，并用舞蹈呈现音乐的神秘意境。下半场

《春之祭·生之路》将俄罗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

改编为“双钢琴双打击乐”版本。4名演奏家现场呈现出双钢

琴的乐曲线条，舞蹈表演则具现了音符间所蕴含的生命能

量，让现场观众与之同频共振。 本报记者 朱渊

上周末，由郑晓龙监制，刘雪松导

演，郭京飞、陈数领衔主演的公安题材

轻喜剧《驻站》于央视一套黄金档开播，

这没有大案，没有要犯，甚至没有特别

抓人的悬疑气质的“小站警事”，能否打

动观众呢？从目前来看，《驻站》凭着它

的家长里短，它的柴米油盐，它的平凡

烟火气，直抚路人心。

不同于其他影视作品中最常表现的

刑警、特警或者片警等，本剧的男主常胜

（郭京飞 饰）是东寨的驻站民警。何谓

驻站警？就是指派出所在警力难及、不

具备建立派出所条件的车站派驻的公安

民警，他们不仅要在铁路沿线巡逻巡线，

还要担负车站周边治安环境的管理。“孤

独寂寞冷”“安全无小事”是现实生活中

的驻站警常挂在嘴边

的两句话。驻站警察

的故事没人拍过，因为

冲突很小，案子不大，

不是影视剧里熟悉的

“大鱼大肉”，很多观众对驻站民警也并

不了解，他们不是无所不能的神探，能屡

破奇案，他们甚至大多时候淹没在家长

里短里，日常又平凡。基层警力不足、新

旧警员在观念上的差异、警察家庭面临

的生活压力……一个个现实议题被次第

呈现，在《驻站》中，镜头还原了驻站民警

的工作日常，有孤独，也有憋屈，写实的

笔调打破了观众以往警察（剧集）的刻板

印象。有观众直言“《驻站》的叙事腔调

令人着迷”。

与大多公安题材的“硬核”风形成

鲜明反差的是，《驻站》风格气质上主打

轻喜剧路线。这样的风格既源自于驻

站警的工作性质，也建立在剧情基础之

上。常胜和村民的矛盾大多源自误会、

互不理解，并非不可调和、势不两立。

用轻喜剧甚至略显荒诞的表现手法更

适合表现这种矛盾关系，同时可以对冲

驻站警“孤独寂寞冷”的日常状态。

剧中的风趣幽默一半来源于导演

刘雪松对经典电影《今天我休息》的认

真学习，他把警察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拍

得活灵活现。另一半来源于常胜的饰

演者郭京飞。郭京飞的表演风格异常

松弛，幽默中略带丧气的表演，在鸡毛

蒜皮中将常胜的迷茫、无奈、坚定与担

当演绎得淋漓尽致，借用原著的话来概

括人物，那就是“有点调侃，但很真诚”。

当然，这也是《驻站》目前被部分观

众诟病的所在，相比大多数电视剧，《驻

站》前六集更像是一个晚会小品。如果

在后续的剧情中常胜解决的问题始终如

此“小打小闹”，如此高高举起轻轻落下，

那么《驻站》也就很难通过塑造一个善良

幽默的驻站警察，凸显其作为一名人民

公安的无悔初心。 本报记者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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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起来传统文化让

“二十四史”点校本修订工程备受关注，尤其是读者
对《三国志》等“前四史”的“催更”呼声不绝于耳。那么，
当下修订工程究竟面临哪些挑战？进度如何？如何在保
持史实严谨的基础上满足现代读者的需求？1月9日，中
华书局在第37届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举办了“点校本‘二
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出版进度答读者问”专题活动，
结合网友关切，逐一解答热点问题。

不见大案要案 家长里短居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