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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拥抱未来还是拥抱市场
好莱坞类型片向亚裔敞开

就在最近一年一度的美籍亚裔娱
乐庆典 Unforgettable Gala 上 ，

《网络谜踪》主演约翰·赵凭借《网络谜
踪》获得了“年度电影演员”的称号，“年
度导演”则由《摘金奇缘》的朱浩伟摘得。

对于好莱坞的亚裔电影人来说，

2018 是充满惊喜的一年。 由华裔导
演朱浩伟执导，杨紫琼、吴恬敏等主演
的喜剧片《摘金奇缘》成为今年北美暑
期档的最大黑马， 成本 3000 万美元
的电影最终收获了 1.74 亿美元的票
房。在 1993 年的《喜福会》之后，这部
25 年来好莱坞的首部全亚裔班底电

影超出了所有人的期待。

“在《摘金奇缘》的续集里，还有很
多故事想要讲。 ”如同朱浩伟所说，在
未来的好莱坞， 观众或许可以期待更
多亚洲面孔。 约翰·赵在谈到《网络谜
踪》 对于一名亚裔演员的意义时的观
点，更有代表性：“没有设限，没有既定
印象， 亚裔也能够参与各种类型的电
影，从这方面说，这像是一部来自未来
的电影。 ”

然而，向亚裔敞开的好莱坞，究竟
是拥抱未来还是拥抱市场？ 也许现在
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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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跳出的电脑对话框、 短信和视频通话成为角色交

流的载体， 甚至剧情推进也靠着搜索引擎和新闻播报———

正在院线热映的电影《网络谜踪》，正是以这样一种“屏中

屏”的方式讲述了一位父亲通过网络信息，抽丝剥茧寻找失

踪女儿的故事。国内评分网站 8.5 的高分，烂番茄 92%的好

评率印证了网络时代观众们对于这部“桌面电影”的共情：

在人们热衷将自己的心情和信息在线上开诚布公时， 也早

已成为了网络本身。

在观影的 102 分钟里，虽然只能通过“显示屏”窥探故

事的发展，但丝毫没有令人感觉机械和生硬，三口之家的其

乐融融、母亲病逝给家庭带来的巨大阴影、父女两人对于伤

痛的隐忍， 都在鼠标一次次的 “打开”“删除”“隐藏搜索记

录”“结束通话”中准确地传递给了观众。

《网络谜踪》的英文原片名只有简单一个词“搜索”，“搜

索”也正是主人公大卫·金在确认女儿玛格失踪后唯一能够

接近真相的方式， 而我们身处的网络时代恰能够提供纷繁

的线索。

通过查询电子银行，大卫注意到玛格反常的汇款交易；

搜索女儿的各类社交平台后， 大卫发现了她常去的独处湖

边，并顺利找到玛格的车辆；在万念俱灰时，网络里重叠和

矛盾的信息让大卫顺藤摸瓜找到了凶手。

网络会“说话”，但未必全是“真话”。 在影片里，社交网

络里的人性百态被无情地摊在了观众眼前， 在这个人们可

以随意发言、同时“分组可见”的数字空间里，“全民祈祷”和

“全民审判”同时进行：大卫一时情绪失控的表现可以被描

述成玛格离家出走的根本原因， 爱女心切的焦急父亲可以

被解读成“杀死”女儿的罪魁祸首，网友仅仅通过三言两语

的新闻知晓案件，却肆意对这个残缺的家庭随意进行剖析，

令本就处于崩溃边缘的大卫无处可逃。

电影中，网络除了是大卫寻找女儿的重要工具，也像是

一个众人“表演”的舞台，台前台后，众生相值得玩味。 在网

上频繁骚扰玛格的不良青年叫嚣失踪的玛格与自己在一

起，其实只是与朋友躲在影院吃爆米花；从小暗恋玛格的少

年为了与她更近一步，顶着他人的头像，捏造身份在直播平

台上搭话聊天；与玛格亲密合照还上传在个人主页的女生，

对大卫说自己实际生活中与她“并不熟”，然而在警方公布

玛格死讯后为了博取关注在个人直播里哭得痛心疾首。

影片无可挑剔的后期制作将网络社交时代人们的多重

心理全方位呈现了出来，扎实的剧本也与教科书般的剪辑手法相辅相成，在观

众每每想对结局盖棺定论之时，总有反转的剧情紧接其后。 影片结尾，当鼠标

按下“关闭电脑”后，观众也完成了一场酣畅淋漓的“真相探索”。

除了将“桌面电影”的完成度提高了一个档次之外，《网络谜踪》的另一卖

点是“首部以亚裔为主角的当代惊悚电影”。 在今年年初的圣丹斯电影节大放

异彩后，《网络谜踪》即被索尼影院看中买下发行权并登陆全球院线，美籍韩裔

演员约翰·赵在片中精湛的表演也受到了好评。“在拍摄过程中，我几乎都独自

面对镜头演戏，这是最困难的地方，”约翰·赵接受海外媒体访问时说道：“我时

时刻刻需要假想真的有人在与我对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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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鸡汤”遇冷，经典长销上榜
多个图书电商和社区平台发布年度报告和数据榜单

2018 年最打动你的是哪本书？ 市

场表现强劲的图书集中在哪些题材领

域？ 2018 年即将结束，多个图书电商

和社区平台发布了年度报告和数据榜

单。 记者综合梳理比对了亚马逊、开

卷、 京东、 豆瓣等发布的相关数据发

现，不少上榜图书中，当年新书占比较

小，更多是经典长销书；最受欢迎的纸

质图书品类依然是童书，其次是文教、

文学、社科、经管励志、科技和生活艺

术类图书。

常年观察书业的中国编辑学会会

长、学者郝振省告诉记者，图书的出版

冷暖， 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受众的口味

需求变化， 比如以往画风偏 “心灵鸡

汤”式的图书减少，从实战案例切入的

解压类心理书、 内容幽默的漫画读物

走俏， 加上互联网阅读本就以 “短平

快”见长，出版物如果流于单一“鸡汤”

显然无法深度解渴，因此干货满满型、

精耕细作式图书更受青睐。

文学经典图书生命力
长久，带动电子书销售

从数个年度畅销书前十名榜单中

可以看出， 除经管类图书 《原则》是

2018 年出版的新书之外，其余均为去

年甚至更早出版的品种。 延长榜单至

前 100 名， 当年新书占比不到 20%，进

一步说明经典图书的生命力更加长久。

从分类来看， 年度畅销榜前 100 名中，

文学类作品高达 32 种， 其次为童书类

30 种。

纸质图书成功带动电子书销量，多

个数据表明，在纸质书中销售好的图书，

相应的电子书也会有上佳销量。 经典读

物依然是畅销榜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凡

的世界 》《罗生门 》《局外人 》《月亮与六

便士 》《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 》 等中外

经典读物均进入了纸质书畅销榜前

20，Kindle 付费电子书畅销榜前 20 则

涵盖 《浮生六记 》《活着 》《穷爸爸与富

爸爸 》《中国通史 》《乌合之众 》 等经典

作品 。 日本畅销书作家东野圭吾继续

蝉联年度纸质图书和 Kindle 付费电子

书两个榜单榜首。

郝振省认为， 照目前图书市场趋势

来看， 日后将有更多出版机构策划推出

兼具学术价值和通俗性的好书。 以科普

图书为例，近年来出版总体呈上升趋势，

无论是引进版还是本土原创科普图书，

数量都在不断增长，涌现了《上帝的手术

刀》《基因传》《这就是二十四节气》 等科

学普及、博物知识、地球史话、生物百科、

生活科普类图书。“科普图书作为传播科

学知识和思想的重要渠道， 对提升读者

的科学素质、 拓宽知识面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但从上榜图书来看，只有当科学与

人文充分结合， 才能使科普的内容免于

枯燥。 ”

解压诉求增多 ，一味 “心
灵鸡汤”式遇冷

以往提到心理类图书， 不少读者都

会认为其内容只有“心灵鸡汤”，用感性

和看似充满知识的言词给人生困境加上

一层刻意美化的“滤镜”。 但随着我国心

理学科发展， 以及越来越多心理学经典

引进， 人们更加重视心理类图书在实际

生活中的应用。

加上互联网、 移动端的发展和传播

环境的变化，受众每天接收海量信息，毫

无营养价值的同质化内容、 空洞浅显的

故事、 逻辑简单的案例已经很难再打动

读者。尤其是今年随着《吐槽大会》《奇葩

说》等脱口秀、辩论类语言综艺节目的走

红， 如今热销的心理学图书大多不再只

是被“鸡汤”包裹的快餐式文本，有的偏

向“吐槽”反讽式解压，或是给出实实在

在的解决方案和大量干货， 更多具有深

度性、实用性的心理学图书涌现。

记者注意到， 心理类图书阅读趋势

逐渐由“内观”即自我心灵修养，转向“外

观”即如何与外部世界接洽，如《手把手

教你玩脱口秀》《认知天性》《心流》《高难

度沟通： 麻省理工高人气沟通课》《自控

力：和压力做朋友》等图书，内容上更注

重细腻深刻的心理挖掘， 同时穿插贴近

现实的心理治疗案例等，反响颇佳。

从各大电商平台心理类畅销书榜

单来看， 女性心理自助类图书占比较

大。 这也反映出现代女性普遍在生活

中兼顾家庭和工作重担，因此，职场工

作、人际交往、家庭关系维护、亲子教

育等相关图书更受女性读者青睐。

身处节奏紧张、 竞争激烈的生活

工作，轻松温暖、具有正能量的治愈系

作品，依然获得不少读者欢迎。近两年

三大电商畅销榜排名前几位的 《岛上

书店》《无声告白》《偷影子的人》《解忧

杂货店》等，成为都市青年阅读宠儿。

开发这类温暖治愈系选题依然是一种

潮流。

碎片化时间利用，催生
了漫画类图书走俏

从整体图书市场的销售规模来

看，2018 年新书榜中， 漫画类作品畅

销成一大亮点。比如，光是在亚马逊中

国纸质新书榜和 Kindle 付费电子新

书榜前十中，漫画类书籍均占据三席。

其中， 同时冲入两个榜单前十的

《半小时漫画中国史 2》和 《半小时漫

画世界史》，以及纸书新书榜《半小时

漫画中国史 3》 和 Kindle 付费电子新

书榜的《镖人》，都有着后劲十足的市

场表现。 在不少读者眼里，简单易懂、

内容幽默的漫画类图书， 是碎片化时

间高效利用的优先选择。

文化

因专业素养不足登上热搜，
青年演员尴尬了谁？

张祯希
近日青年演员的专业素养频遭质

疑。 美国某周刊评选出的中国演技倒

数排行榜中 ，唐嫣 、杨幂 、杨颖 、黄晓

明、 吴亦凡、 鹿晗等青年演员纷纷上

榜； 青年演员马思纯又因为要出演张

爱玲小说改编影视作品， 晒出一知半

解式的离题读后感，遭到网友吐槽。这

些尴尬的时刻， 暴露出当下青年演员

专业修养上的不足， 也对他们提出了

不断努力提升自我的要求。

马思纯最近很尴尬。 这位演员因

肤浅的文本理解与误用作家语录成为

舆论焦点，被指“装文艺失败”。 原来，

马思纯在私人社交媒体上， 写下了一

段对张爱玲小说 《沉香屑·第一炉香》

的读后感， 称：“爱， 不是一个人的卑

微，而是两个人的勇敢。 ”这个充满青

春伤痛文学范儿的解读， 被不少网友

指为“离题千里”，“把哈姆雷特看成了

哈利波特”。

明星乐于分享自己的阅读感悟本

是好事， 每个人基于文本或高或低的

理解也应被包容。只是，此前有传闻马

思纯或将出演 《沉香屑·第一炉香》改

编的影视作品，也就是说，这并非只是

明星个人知识储备赶不上表达热情的

问题， 而是直接与专业素养挂钩———

“读后感”如果是为角色造势，向书迷

与观众诠释自己对角色的理解， 无疑

成了自曝其短。 这也是为什么观众会

紧紧抓着这名青年演员的错误不放，

甚至早年发出张爱玲“伪语录”的微博

也一并被翻出。其中更有一句“我便拱

手河山，讨你欢”，实际出自电视剧《唐

太宗李世民》的片尾曲《爱不释手》，继

而引发诸多“少看假语录，多读原著”

的劝诫忠告。

青年演员将自己所要演绎的 “厚

文本”读“薄”了。之所以会引发观众的

巨大争议，究其根本，与近年大量青年

演员不够认真的专业态度有关。 回看

美国某杂志评出的演技倒数中国演员

排行榜，里面提到的青年演员，多多少

少都受到过抠图、替身、轧戏的指责。

若放到老一辈表演艺术家那里， 别说

是抠图了，就连剧本、原著也是要花极

大心思认真研究的。当年，演员鲍国安

为了演好曹操，听了很多专业讲课，研

究学习了大量文献资料， 甚至为曹操

写了人物研究手稿。 正是老演员这样

的专业精神， 才成就了一个个可以安

身立命的作品。

青年演员因专业素养不足登上热

搜，很尴尬。如果能将这样的尴尬内化

为努力提升自己的动力， 或许这也不

全然是坏事。

两部舞剧《花木兰》会师上海舞台大码头
“荷花奖”获奖民族舞剧和辽芭足尖新作先后到来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足

400字的 《木兰辞 》传诵千年 ，女扮男

装，替父从军的故事家喻户晓，也常常

被搬上舞台。最近的20多天里，就有两

台风格迥异的《花木兰》先后登陆申城

舞台， 它们代表了各自领域的中国舞

蹈最高水平。

一寸足尖演绎千年故
事 ，芭蕾 《花木兰 》塑造 “边
关魂”

11月初，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

间，宁波创排的民族舞剧《花木兰》上

演，12月初它又重回上海舞台角逐“荷

花奖”，并最终抱得大奖归。 辽宁芭蕾

舞团的原创芭蕾舞剧《花木兰》，则是

这个超级中国IP的最新演绎。 1月1日

起，芭蕾《花木兰》将在大宁剧院上演。

两个小时的芭蕾《花木兰》剧情极

为“干净”，田园的静好、大漠的诗意、

战场的硝烟在舞台上渐次展开， 人物

变化、故事发展与之交融，一切就这么

自然而然地发生着。然而，当孤寂的舞

台中央，一束追光打来，纤弱女子，戎

装束甲，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

狼，观众的心怦然而动。

一寸足尖演绎千年故事， 一张旧

弓说尽孝悌忠信。 通过芭蕾独特的舞

蹈语汇，《花木兰》 用一张弓串起整个

荡气回肠的故事，展现了木兰从“山野

小妞”到“花将军”的身份转变。

编剧王勇和陈惠芬潜心创作三

年，对芭蕾《花木兰》倾注了极大心血。

王勇介绍， 以往的花木兰舞台作品大

多是围绕“万里赴戎机”“将军百战死”

“送儿还故乡”的情节一一展开，辽芭

版 《花木兰》 则着重表现木兰金戈铁

马、边塞十年的军旅生涯。 为此，主创

团队奔赴玉门关、阳关等地采风，把边关

“大漠孤烟直”的苍茫景象搬上舞台。

码头与源头相辅相成，上
海舞台汇聚了全国乃至国际
顶尖艺术家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王勇和陈惠芬

对上海非常熟悉。早在2006年，他们就曾

与上海歌舞团合作过 《天边的红云》，那

部以红军长征为背景的舞蹈诗剧， 获得

了中国舞蹈 “荷花奖”、“五个一工程”大

奖和“文华剧目奖”。

说起那段合作，王勇记忆犹新。 《天

边的红云》 最早只是7分钟的小节目，用

新颖的舞台美学重新解构了战争题材，

有极强的实验性。 当时正值纪念长征70

周年，他们与上海歌舞团一拍即合，决定

把7分钟的舞蹈扩充成90分钟的舞剧 。

“小节目可以写意，但舞剧就得把人物一

个个立起来，把戏剧冲突一点点融进去，

真的很难。 ”王勇说，与上海的合作是缘

分，却也不是什么玄乎的东西，而是扎扎

实实的努力， 上海舞蹈人的雷厉风行和

细腻精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不管是

观念还是对艺术的理解， 我们和上海都

很合拍，天时地利人和，大家合在一个点

上，是作品成功的基础。 ”

无独有偶， 宁波版民族舞剧 《花木

兰》的编导韩真、周莉亚此时也在上海，

正为上海舞蹈团的新作 《永不消逝的电

波》做最后的磨合与调整。 “上海的文化

起点高，省去了很多在技术上较劲的事，

让我们可以更专注于艺术创新。”韩真来

自山东，周莉亚是四川人，两位80后女编

导与上海舞者一同奋战100多个日日夜

夜，尝试了多种高科技手段，呈现出舞

台上前所未有的艺术效果。

太多的巧合，就不是巧合。在中国

舞蹈界 ，上海曾号称 “半边天 ”，李仲

林、 舒巧等一批杰出舞蹈家开创了中

国民族舞剧的辉煌期。 严格意义上的

舞剧本是舶来品， 正是在海纳百川的

上海，才完成了中西结合的创新裂变。

如今， 全国乃至国际顶尖艺术家重新

汇聚在这座城市， 用自己的智慧夯实

文化“码头”的基石，提升文化“源头”

的能级。

“舞台艺术的发展，必须要有很好

的平台。上海的经济底气和文化底蕴足

以孕育世界顶级平台，源源不断催生出

优秀的文艺作品。”王勇说，“码头和源

头相辅相成，坚持海派文化风格，就能

形成更独特、更鲜明的城市文化。 ”

努力建成世界一流城市中心公园
（上接第一版） 在世博文化公园沙盘前，

市领导详细了解公园整体布局 、 植物

造景 、 交通组织等情况 ， 要求公园规

划建设坚持以绿为主 ， 尽可能减少不

必要的建筑物 ， 让世博文化公园真正

成为市中心的城市绿肺， 市民休憩共享

的大公园。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 地产集团

汇报了世博文化公园重点项目及建设推

进情况， 市相关部门也相继发言。 应勇

不时插话询问， 与大家一同研究讨论。

应勇对世博文化公园规划建设进展

充分肯定并指出， 在浦东滨江建设世博

文化公园， 是市委、 市政府着眼于完善

生态系统、 提升空间品质、 延续世博精

神、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

重大举措 。 要一以贯之抓推进 、 抓落

实， 将这一大手笔打造成代表上海城市

形象的大作品 、 市民欢聚共享的好去

处。 要强化公园的整体性， 世博文化公

园由多个重大项目组成 ， 尽管功能多

样、 建设管理主体多元， 但必须始终坚

持统一规划设计、 统筹运营管理、 协同

协调建设。 地上空间要坚持开放共享，

每个建筑都是公园的有机组成部分， 不

能人为分隔。 地下空间要充分利用， 坚

持一体化设计， 确保连通便捷通畅。

应勇指出， 世博文化公园要进一步

深化细化规划设计方案， 充分融入江南

文化元素 ， 体现既要有绿化也要有文

化、 既要有森林也要有园林的理念， 通

过点面有机融合， 打造富有江南园林特

色的公园。 要进一步明确不同区块的功

能定位， 做足生态绿化功能， 做强文化

体育功能， 做优休憩休闲功能。 要优化

内外部交通组织， 让市民来得了、 进得

去、 玩得好。 要在保证设计质量、 建筑

质量和注重安全的前提下， 加快推进公

园建设。

当“在还是不在”成为台词时，我们离经典更近了
（上接第一版）

把经典文本完整地交还给
舞台

李六乙近期来沪的经典改编不止这

一部 。 前不久的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上， 他执导四川人艺版 《茶馆》 也让观

众眼前一亮。

“茶馆 ” 布景和方言充满地域特

色 ， 四川传统曲艺金钱板代替了 “大

傻杨 ” 的京味儿数来宝 ， 让观众充满

新鲜感 。 可细细一品 ， 观众会发现 ，

唯一没变的是老舍的剧本 。 李六乙甚

至在北京人艺版 《茶馆》 结尾处理的基

础上 ， 让老舍的文本有了更完整的呈

现， 一连三个 “蒿” 层层递进， 把这出

悲剧推向高潮。

有人把目光停留在 2000 年一部颇

有颠覆性的 《原野》， 把李六乙近两年

对经典文本的 “一字未改 ” 当成一次

“巨变 ”。 他本人并不认同 。 梳理他近

20 年的创作会发现 ， 从古希腊悲剧

《安提戈涅 》 到契诃夫 《万尼亚舅舅 》

《樱桃园》， 从 《小城之春》 再到如今的

《李尔王》 《茶馆》 《哈姆雷特》， 他都

对经典文本有充分的尊重。 李六乙说：

“囿于话剧时长， 我会对原著文本进行

一定的删减， 但对于文字几乎是 ‘一字

不改 ’。” 相比于时下流行的 “戏剧构

作” 模式， 动辄大刀阔斧地对台词、 舞

台样式颠覆创新， 他更倾向于还经典以

更完整、 本来的面目。

某种程度上， 执着于经典的 “一字

不改”， 转而通过舞台呈现来对经典的

深刻性不断探求和发问， 也恰是对当代

舞台上 ， 刻意标新立异 、 与前人旧作

“做区隔”、 追求所谓 “时代感” 的一种

纠偏。

1月1日起献演大宁剧院的辽芭版《花木兰》将用一张弓串起整个荡气回肠的故事。 （演出方供图）

《浮生六记》 《学生街的日子》《手把手教你玩脱口秀》 《月亮与六便士》《平凡的世界》 《心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