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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师文静

当代签名书也增值

在如今的图书市场，举
办作家签售活动或设立作
者签售本销售专区，是推动
销售的一种重要方式。很多

作家出版新书后，会辗转各
地举办读者见面会，签名售书。
如，央视主持人白岩松新书来
济签售都能签出好几千册，有
些年轻畅销书作家一次则能签
出上万册。

当下不管是什么类型的
书，只要作者有一定名气，其签
售就会受到读者关注甚至热
捧，这里面既有名人效应的作
用，另一方面也能满足读者的
个性化需求。

签名本图书有多火？如今各
图书销售平台都设有“签名书专
场”“名人签名版书店”等。在刚
结束的上海书展上，读者争相购
买作家金宇澄、辛德勇、陈丹燕、
王安忆等人的签名本；郁达夫、
施蛰存等民国文人的后人盖了
名人印章的书也受到读者喜爱。
之前，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
其签名版《檀香刑》开出了18万
元的天价，一下子引发了读者收
藏潜力股作家签名本的热潮。

当下的名人签名书是否真
的具有收藏价值呢？这要看作
家及其作品。在某知名旧书拍
卖网上，当代作家签名本要价
最高的恐怕就是莫言了，其20
多年前第一版一印小说签名本
基本要价千余元，年代越久越
值钱。贾平凹小说的早年签名
本也值300元-600元。白岩松的
签名书则低于定价拍卖，一些

超级畅销书作家的签名本则有
价无市，即便粉丝喜爱，也很少
会花几倍价钱购买。

总的来说，名人签售更多的
是一种商业行为，读者喜欢，作
家愿意，能促进图书销售，两全
其美，也是读书岁月中的一点小
趣味。除非作家及其作品都很有
分量或具有纪念意义，否则很难
上升到收藏层面。一本书定价不
过20元-30元，即便是签名书价
格翻十倍，也才300元。

其实，很多爱好图书收藏
的人对签名书的心态，或许正
如作家止庵所说，“谈到签名本
的事，已买其书，读之心喜，欲
见其人，买或求签名本。三者缺
一，不如不要。咱们不是签到处
的，不能什么签名都要。”

据记者了解，当下很多知名
作家的签名书，读者需求多少就
能签多少，如果签名能让图书增
加附加价值，对读者形成吸引
力，很多作家是愿意配合签售
的。如今，作家们在签售活动中
半小时签名的书估计比民国作
家们穷其一生签的都多，将来其
真正的升值空间极其有限。

旧书签名本有大行情

不过业内人士预测，在书
刊收藏领域，继名人手稿、信札
之后，名人签名书将成为市场
的下一个亮点。

在今年大型春拍签名本拍
卖场上，记者发现，王世襄签名
的《濠梁知乐集》拍出6200元，
萧军签名的《八月的乡村》拍出
5800元，周有光签名的《现代文
化的冲击波》拍出4000元，曹禺
签名的《王昭君》拍出15000元，
郭沫若签名的《人民文学》拍出

20000元……签名本的主要市
场集中在民国大家中，而且近
年来已迅速增值。几年前，老舍
亲笔签名的民国版《牛天赐传》

《龙须沟》，也才拍出3520元，若
再上拍，估计价格要翻几番。

有专家称，中国现代作家
的签名本图书构成了一座文学
宝库，越来越凸显价值，是藏书
界珍视的早年签名本图书。

什么样的签名书值得收藏
呢？华东师大教授陈子善的《签
名本丛考》提供了一些方法。陈
子善认为，从价值判断来讲，有
上款、落款、盖章、日期的签名
本，才算是比较完整意义上的
签名本，有题词当然更理想。

“作家在新作签售活动时，由于
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只能给读
者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是签名
本里最普通的。签名本有没有
价值，还是要看作家及其作品
本身有没有价值。如果是诺贝
尔文学奖得主的单一名字签名
本，是很珍贵的。”

其实对一些懂收藏的人来
说，如今书店里摆着的签名本很
多是不值得收入囊中的，因为这
些签名本千篇一律，像流水线产
品，没有生命力，更重要的是缺乏
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情感沟通，从
而也缺少了一些文化内涵。

综观当下签名书市场，能
拍卖上价格、值得收藏的，多是
一些重要民国文化名人，或者
是在学术史上留下烙印的大
家，如果底本和签名内容中也
涉及到其他名人，就更加具有
收藏价值。不过陈子善也提到，
当下伪造签名本横行，正在破
坏正常的市场交易，“签名本虽
然很火，但书籍收藏里最重量
级的，始终还是古籍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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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中国幸存“慰安妇”的纪
录片《二十二》上映以来，取得了
不错的票房成绩，关注度很高。但
影片上映后，几位主演老人的镜
头却被某些人截图制作成表情包
放到网上博眼球、“蹭热点”，引发
了大众的不满。虽然制作表情包
戏谑幸存“慰安妇”的公司受到了

应有的处罚，但通过这一事件应
该看到，这种对严肃内容消解和
反噬的“泛娱乐化”“娱乐至死”，
值得我们深思。

在娱乐化大潮下，不少娱乐
公司、表情包制作公司受利益驱
动，罔顾道德底线，专门从事“蹭
热点”“抢头条”等博取关注度的
营生。纪录片《二十二》所呈现的
幸存老人的生存现状让观众感
到难过、悲痛，也让观众通过影
片认知了那段伤痛的历史。表情
包制作者将老人悲痛、伤心的表
情，附加上娱乐化的戏谑词汇，
实则是在消费老人的痛苦，消费

苦难。将老人的伤痛作为低俗商
业化的目标，是流行亚文化对严
肃文化的消解和解构，彻底模糊
了娱乐与严肃的界限，其背后是
价值观和道德感的丧失。

网络时代信息传播快捷、
丰富，但也是病毒式的，让人眼
花缭乱，其中之一就是泛娱乐
化倾向的“恶搞”“毒舌”成为一
股潮流。在这个过程中，不少优
质、严肃的文化内容被殃及，像
纪录片《二十二》。另一方面，在
唯“眼球经济”、点击为王的驱
动下，内容娱乐化、标题党、虚
假炒作等被无限放大，让某些

人钻了空子。《西游记》被胡编
成孙悟空偷吃“伟哥”引发的一
系列尴尬，《雷雨》中的相关内
容被篡改成繁漪和周萍怀孕流
产租屋另筑爱巢，白毛女成了
出卖色情的“街边女郎”……这
些年来有多少严肃文化被戏
谑，被开涮，被暴击？被玩坏的
诗人杜甫以及众多名著人物，
现在仍然被调侃。

虽然，娱乐性和严肃内容并
非水火不相容，但应有的底线不
能打破。《人民的名义》播出期间，
以“萌”的视角看反腐剧，把这个
严肃题材的作品推送至更多年

轻人的视线中，一时间“沙李CP”
“达康书记”等词汇频繁出现在
年轻人口中，年轻人用自己的文
化和方式关注、传播这部电视
剧，也推高了电视剧的收视和口
碑。这种沸腾的娱乐化解读没有
消解作品的严肃性，是因在这种
解读中，越来越多的观众受到了
正确价值观的感染。

说到底，即便是大众喜欢
接受搞笑、戏谑的方式，但总有
一些严肃内容是不容侵犯和随
意娱乐的，越过了这条界限就
是过度，不仅会成为众矢之的，
严重的还要受到法律的惩罚。

别别让让““娱娱乐乐至至死死””消消解解了了好好内内容容

刚结束的上海书展上，名家签售是最受读者追捧的活
动，名气作家一次签售多则万余本，少则也有几千本。当下，
签售是出版界一大火爆文化现象。签名本除了起到连通读
者与作者情感的作用之外，近几十年来的名家签名本已成
为收藏界的“宠儿”，动辄几千元。

天天娱评

由丁黑导演，孙俪、陈晓、何润东等主演的传奇大剧《那年花开月正圆》将于月底开播。日前，剧中主
创人员出席发布会分享幕后故事，牵出了各主创的荧屏旧事，可谓“千里有缘来相见”。

2003年孙俪与何润东因合演丁黑导演的电视剧《玉观音》结下深厚友谊。在《那年花开月正圆》中，孙
俪饰演的周莹实现了从江湖少女到秦商女首富的蜕变，何润东饰演的吴家暖男少爷吴聘与周莹上演了
一段花开月圆的故事。发布会上，导演丁黑掩饰不住14年后再度合作的惊喜。他说：“我不太会表达，孙俪
总让我夸她，说‘你夸我会死啊’，我想了好久后夸奖她‘与你比肩的人没有了’，她开心坏了。”孙俪回忆
说：“从入行第一个镜头开始，我什么都不会，他对我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有一场动情戏，导演没喊停也
没表示认可，我就问到底过了没有，后来我问了工作人员，人家说导演在抹眼泪。” （杨文杰）

1144年年再再聚聚首首引引发发荧荧屏屏旧旧事事

孙孙孙孙俪俪俪俪求求求求导导导导演演演演
““““表表表表扬扬扬扬我我我我””””

读者追着索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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