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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王珞丹

首演红军

本报讯(记者 任磊磊) 15

日，《铁梨花》导演郭靖宇的新
片《红娘子》在京举行发布会，
导演携主演王珞丹、杨志刚、史
可、孔维等为新剧开播造势。据
悉，该剧将在江苏卫视和爱奇
艺网站播出。王珞丹坦言，第一
次演红军很有难度，一开始总
是跟不上郭导的节奏，后来才
慢慢好起来。王珞丹因与杨志
刚、郭靖宇结下了深厚感情，三
人在现场结拜兄妹。

郭靖宇告诉记者，《红娘
子》讲述了由王珞丹饰演的女
八路“王小红”为躲避山贼给根
据地的伤员筹集药品，冒险假
扮新娘坐上了花轿，误打误撞
与杨志刚饰演的阔少爷“梅贤
祖”成亲，从此开始了一场惊心
动魄的革命斗争。凭《铁梨花》
而声名鹊起的导演郭靖宇表
示，虽然同样是一部女人戏，但

《红娘子》和《铁梨花》是两部完
全不同的戏，“《铁梨花》讲的是
女人在命运中沉浮，而《红娘
子》则是女人改变命运的戏。”

《乡5》结局引猜想
谢大脚与王长贵

能否复合引争议

本报讯(记者 任磊磊)

自《乡村爱情小夜曲》(以下简称
《乡5》)在黑龙江卫视黄金档热
播以来，剧中谢大脚和王长贵
的感情一直受到观众的关注。
18日该剧将在黑龙江卫视收
尾，但两人还不见有复合的迹
象，甚至在刘大脑袋的掺和下，
王大拿看似要向大脚求婚，更
是让许多观众心急如焚，表示
还是希望看到大脚与长贵复
婚，但也有些观众提出了不同
的看法，认为两人在《乡5》中误
会太深，复合的可能性不大了。

关于谢大脚与王长贵的
离合，观众看得比当事人更心
急，有观众说，“我最喜欢敢爱
敢恨的谢大脚，追求幸福就应
该那样，遮遮掩掩的多没意
思。渴望爱情又瞻前顾后的长
贵虽然和谢大脚性格截然相
反，但是他很正直，基本可以
做到坐怀不乱，让人敬重。两
个人应该走到一起。”还有观
众说，“其实‘乡村爱情’中真
正感情丰富的是长贵，他对大
脚的感情在剧里是无人能敌
的，从大脚和前夫婚变到离婚
再到苏玉红事件，长贵的心里
其实只有一个谢大脚。按理说
他在村里找个女人过日子不
难，但不论王大拿、刘能、刘大
脑袋如何与大脚有误会，长贵
第一反应都是想要保护大
脚。”力挺复婚派的观众猜测，
虽然刘大脑袋搅局，想要撮合
王大拿与谢大脚让人感到可
恨，但相信大脚依然会抵住诱
惑，在大结局时选择长贵。

欲知结局敬请锁定黑龙
江卫视中国龙剧场每天两集
连播的《乡村爱情小夜曲》。

季承15日发函北大要遗产
“已经做好诉讼的准备”

本报记者 倪自放

交涉近三年，协商、诉讼两手准备
从季羡林2009年7月去世后，

季承一直与北大协商，试图让北大
方面返还季羡林的藏品，到如今已
经两年多了。谈及与北大接触的这
两年多，季承表示：“北大只说学校
很重视，很容易解决，但没有具体
解决的意见和方案。我们提了一些

意见和方案，北大方面不作回应。
这导致一直没有进展。”

季承说：“2月15日，我已经向北
大正式发了约见的函，希望能够约
定时间，继续商谈。”季承表示，北大
方面应该会在一两周之内回复，届
时将重新开启会谈。记者试图联系

北大方面，但都以“不了解相关情况
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季承表示，自己对继续交涉
不抱乐观态度，“交涉了快三年
了，也发过律师函，也协商过，北
大都没有正面回应，我已经做好
诉讼的准备。”

曾应北大要求取消新闻发布会
去年 12月中旬，季承曾向本

报记者透露，准备举行一个新闻
发布会。“我们和北大谈了将近三
年了，没什么结果，想把事情的原
委向社会公布一下，促进一下这
个事情的解决，也回答媒体和社

会各界的问题。今年 1 月 8 日，刚
刚履新的北大书记朱善璐应我的
要求和我见面，说了很诚恳的话，
希望学校和家属能够友好协商，
把这个问题解决，一则是为了季
先生的声誉，另外也是为了北大

的声誉，不希望将此事扩大。新书
记态度很诚恳，应他的要求，我临
时把新闻发布会推迟了，约定继
续谈。因为年前学校很多工作人
员已经放假，所以没有谈成，打算
过了春节开学后继续谈。”

北大2009年退回捐赠协议书
季承说：“北大手里有季先生

5 7 7 件藏品，光古书画就有 2 0 7
件，非常珍贵，其中包括苏东坡的

《御书颂》。”
2001年7月6日，季羡林曾与

北京大学签订捐赠协议，表示将
其所藏图书、手稿、字画等藏品捐
献给北大图书馆。当时，季羡林父

子关系不算融洽。2009年，季羡林
父子关系融洽起来，病床上的季
羡林收回了捐赠的说法，“2009年
1月，北大相关人员在医院探望
时，曾经问父亲，这批画捐还是不
捐，由季老说了算。我父亲明确表
示不捐。北大方面当时表示，季老
怎么说，学校就怎么做。当时我在

场，他们将8年前签订的捐赠协议
退给我了，我的理解就是拉倒了，
而且在这之后北大方面也没有再
强调季先生捐献过。现场有很多
人在场，而且还录了像。可是，事
后我打了无数报告给北大，要求
取回这批画，北大却总说‘研究研
究再给答复’。”

今年7月11日，国

学大师季羡林逝世将

满三周年，不过截至

目前，季羡林身后遗

产 问 题 仍 然 没 有 解

决，季羡林独子、77岁

的季承2月16日在接受

本 报 独 家 专 访 时 透

露，自己15日已经发函

约北京大学相关领导

谈父亲的遗产问题，

希望一两周内能够成

行。不过季承对此次

协商不抱乐观态度，

“谈了两年多了，一直

没有实质性进展，我

与北大方面对簿公堂

的可能性很大。”

季羡林主要的遗产为名贵书
画，季承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如果按市值计算，这些遗产价
值数亿。而业内的说法是，季羡林
先生收藏的白石老人作品多且精，
有些是完全超出常人想象的。可以
毫不夸张地说，季羡林先生的藏
品，几乎可以印制一部中国明清字
画史的精品图录。

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时，
季承透露了这些遗产的四个去向，
其中两个去向是季羡林纪念馆，

“山东临清老家的季羡林纪念馆和
西安的季羡林国学院，存放了部分
季先生的藏品，这些藏品非常有价
值，数量也很大，这些东西的产权

属于季先生的遗产继承人，也就是
我和我外甥(季承姐姐的儿子)，目
前在临清的纪念馆和西安的国学
院展览。”

季承说，目前大部分珍贵的季
羡林遗产都在北大，共计577件字
画，包括苏东坡的《御书颂》在内的
38件文物非常贵重。这是季羡林遗
产的第三个去向。

季羡林遗产的第四部分，是
2011年11月12日中国嘉德2011秋季
拍卖会“季羡林先生藏书专场”的藏
书，藏书数量多达165种、数千册，经
史子集皆有，所有藏书均补钤季羡
林收藏印鉴，其中还有陈寅恪赠送
季羡林之书。“季羡林先生藏书专

场”总成交价达1620 . 7万元，成交比
率达98%，创古籍拍卖罕见成交率。
季承表示，“季羡林先生藏书专场”
的藏书属于季羡林遗产继承人，也
就是季承和季承的外甥，“目前这些
款项还没完全到位。目前我手头上
基本没有季先生的藏品。”

此前季承曾在博客里发表对
北大领导的一封信，将拿出一亿元
设立季羡林奖学金。对此，季承说：

“设立季羡林奖学金的事情我一定会
遵守承诺，绝不会有任何变化。但现
在条件还不够。年前的‘季羡林先生
藏书专场’拍卖了1620万元，目前这些
钱还没完全到位，即使这些钱到
位，也远远达不到一亿的目标。”

季羡林遗产目前状况：

四个去向价值数亿
本报记者 倪自放

季羡林

季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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