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昨晚8点，影片《战狼2》在上映的第八天，票房终于突破20亿元。这部讴歌中国军人的电影

在这个夏天势不可挡，成为最火爆的影片。导演兼主演吴京，以及女主角余男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本报见习记者 王筱丽

没有余男的龙小云，这部电影的故

事就不存在了。 从《战狼》到《战狼 2》，
尽管由于剧情发展， 戏份有所减少，但
是余男的表现依然抢眼。从处女作即拿

下海外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至今，“不

炒作、零绯闻”的余男，不仅用角色让观

众无法忘记，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

种电影风格， 成为海外影评人眼中的

“中国文艺片女王”。
传言在《战狼》开拍前，吴京曾打电

话给余男表示片酬并不会太高，但还没

等吴京说完， 余男便一口答应：“行，不
用说了，我来！ ”

对于观众来说，对余男的印象几乎

全部来自于角色， 如果没有新戏要上，
在网上很难搜到关于她的近况。 余男

25 岁时出演了人生的第一部电影 《月

蚀》，她一个人挑大梁，同时演绎了两个

性格迥异的角色，首次出演便获得了法

国杜威尔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然而对

于刚刚毕业的她来说，这一切仅仅是个

开始。 2003 年，余男出演电影《惊蛰》，
一口气拿下了包括中国电影金鸡奖“最
佳女主角”奖、第 19 届巴黎国际电影节

“最佳女主角”奖等四个表演大奖。对于

《惊蛰》中的角色，当时一位熟悉余男的

影评人说：“她演的农妇灰头土脸，叫人

不敢认。”和素颜的高度反差，恰恰是演

技实力最为直观的展示。
2007 年 ，她主演的 《图雅的婚事 》

斩获了第 57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

片金熊奖。 这位被评委会主席称为“中
国文艺片女王”的女演员，对电影的看

法相当特别：“从我第一部电影开始，我
就不知道我拍的是艺术片，我只关注一

个故事是否吸引人。 时间长了，有人说

你怎么老拍艺术片， 我觉得真不是这

样，好看的电影其实不该分艺术片还是

商业片。 ”
余男也曾对媒体坦言，当年报考北

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时， 因为太紧张，两
条腿抖个不停，很后悔面试穿了条紧身

裤，这样一哆嗦就特别明显。后来“演员

如水”的炉火纯青，来自于她一直坚持

为演戏去体验生活的敬业态度：为拍摄

《图雅的婚事》，她曾在内蒙古与牧民们

一起朝夕相处生活了三个月，这也是她

为何能将蒙古族妇女的坚守和隐忍演

绎得恰到好处的重要原因。
生活中的余男并不高调， 但只要

站在摄影机面前， 便可以感受到她那

份安静的力量， 这份力量来源于她对

表演和电影的真诚和热爱：“电影占据

了我生活的 70%， 几乎所有的乐趣来

源于此。 我在电影里享受到了太多东

西，每一次去表演，我都觉得那就是我

的生活。 仿佛对我来说， 生活才是戏，
电影才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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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不暇接的书香风景，跃动致敬品质阅读的初心
传统文化读物、中外名家新作云集，2017上海书展准备就绪看点十足

爱书人的节日即将到来， 满城书

香愈发醉人。 昨天上海书展组委会举

行新闻发布会， 记者获悉，8 月 16 日

至 22 日举行的 2017 上海书展， 活动

总量超过 900 场，各类图书精彩纷呈。
在这场夏季阅读盛宴中， 有哪些新书

和活动备受关注？ 或许从我们的梳理

中，广大书迷可按图索骥，与心仪的作

家、学者、好书面对面。

看点一

传统文化读物厚积薄发

重温中华诗词余音袅袅

中华传统文化如水，润物无声。 如

何以现代视角普及传播传统文化精粹，
一直是出版界孜孜探求的命题。 2017
上海书展上，世纪出版集团在传统文化

出版领域全力开拓， 一批书写中国故

事、传承中华美德的精品新作迭出。
比如“提问诸子丛书”，以问答的

形式，让诸子先贤穿越时空，走出尘封

历史，走上前台与读者“面对面”交流。
学者郦波《五百年来王阳明》讲述王阳

明传奇人生和心学思想创建历程；《中
国好家风故事读本》 汇聚 100 篇脍炙

人口的“家风故事”等。
今年热播的文化类节目 《中国诗

词大会》《朗读者》《见字如面》《诗书中

华》，被公众嘉许为综艺节目里的 “清
流”， 这股经典热、 传统文化热从荧

屏席卷出版界。 为满足广大读者重温

经典诗词的阅读需求， 一批诗词普及

读物新鲜出炉。 如精选节目篇章的同

名图书 《朗读者》 《诗书中华 （第一

季） ———读古诗文，传好家风》、对中

华传统文学体裁进行专题文化探源寻

访的《觅诗记》、以百余幅古画生动再现

《诗经》中花草虫鱼的《思无邪———诗经

名物图解》、以歌唱形式帮助青少年全方

位学习古诗文的《古韵童声》等。
传统连环画、 书画也是这股出版热

潮中不可忽视的一支。 连环画大师贺友

直所绘五种经典版本集成的 《小二黑结

婚五绘本》、中国画大家戴敦邦《戴敦邦

画说三国演义·群雄逐鹿》、 艺术家方闻

勾勒宋元之际绘画精彩华章的 《宋元绘

画》将集中亮相，令人期待。

看点二

国际文学奖得主新著云集

一睹海外名家的创作心路

每年上海书展，都会云集一批海外名

家著作中译本， 其中不乏诺贝尔文学奖、
普利策奖、布克国际奖、龚古尔文学奖、美
国国家图书奖、日本芥川奖等国际知名奖

项得主作品，堪称丰盛的阅读盛宴。
美国著名作家、 布克国际奖得主莉

迪亚·戴维斯，推出唯一长篇代表作《故

事的终结》，这是一部关于旧爱、回忆与

疗伤的意识流经典作品， 也是孤独者的

共鸣之歌， 还原了人类个体在情感关系

中的嗔痴怨怼。 夺得 2016 龚古尔奖的

《温柔之歌》中文版将在书展面世，本书

讲述了发生在保姆与雇主之间的惊心动

魄故事， 堪称一曲捕捉小人物复杂情感

与艰难处境的“温柔之歌”。作者蕾拉·斯

利玛尼是 80 后女作家，她凭借天才般的

洞察力，以简洁冷静的文笔，抽丝剥茧地

把人类难以捉摸的脆弱尽呈纸上。
此外，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迪亚诺

作品系列《废墟的花朵》等将由上海译文

出版社引进推出并在上海书展亮相；日

本作家平野启一郎小说《日蚀》由浙江文

艺出版社首次引进国内； 世界奇幻大奖

获奖小说《云图》作者大卫·米切尔新作

《骨钟》中译本面世。

看点三

科幻秘境点亮国际文学周

新一轮科普出版蓄势待发

如今， 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迅速而

深刻地改变着生活， 以及我们对未来的

预期。 科幻文学与现实世界中的科技进

展乃至文化演变， 交织成耐人寻味的互

动关系。
今年上海国际文学周以“科幻”为主

题，邀请科幻领域的活跃名家。比如美国科

幻作家、雨果奖和星云奖得主迈克·雷斯尼

克，美国畅销科幻“柯罗诺斯系列”作者瑞

萨·沃克，美国华裔科幻作家陈致宇，日本

作家、直木奖得主林真理子等，与中国作家

李敬泽、陈村、裘山山、韩松、王晋康、毛尖

等人开展文学对谈，令读者期待。
与此同时， 曾经相对小众的科普类正

成为读者关注的新热点。 在优质科普图书

中，科学妙想与人文精神的高度融合，令科

普读物摆脱了说教的样貌， 尝试以人文情

怀、多元视角告诉读者，这些知识从哪来、
有哪些未解之谜等。

比如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今天让科学

做什么》，由知名学者江晓原领衔撰写。在他

看来，科学技术给了我们越来越多便利和物

质享受的过程中，也有越来越多人逐渐忘记

了科学技术的性质，迷失了人类和它之间应

有的正确关系。中国原创气象科普绘本

《地球小孩的天气书》 启发读者学习如

何应对天气、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
科普生活读物领域近年来持续升

温，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发力推出多

部科普著作。 如国内首部专门讨论医

学局限性的图 书 《医 学 不 能 承 受 之

重》；通过研究黑猩猩的特点，进一步

完善“人何以为人”理论的《想象的力

量———透过黑猩猩看人类》；探究数字

时代大数据背 后 不 为 人 知 的 秘 密 的

《赤裸裸的人》等。

看点四

十小时朗读接龙回望经典

九地标串起上海文学地图

今 年 上 海 国 际 文 学 周 创 新 推 出

“直播上海文学地图”诵读活动。来自全

国的作家们将参与朗读接力，他们将在

沪上九个文学地标， 持续朗读十个小

时，20 余位国际文学周嘉宾参与朗读，
并进行网络直播，重温上海文学经典。

活动计划从上海书展现场开始，
途经上海作协（巨鹿路）、巴金故居（武
康路）、张爱玲故居（常德路）、思南文

学之家（复兴中路）、上海文艺出版社

（绍兴路）、鲁迅故居（山阴路）、内山书

店（四川北路），到当天上海国际文学

周诗歌之夜（北外滩）所在地结束。 作

家们在阅读城市建筑、 漫步文学地标

中，集体回望经典文本，完成现在与过

去的对话。

文化

■本报记者 许旸

纸质阅读时长下降两年后首次反弹
2017上海市民阅读状况调查报告出炉，文史类图书获青睐

本报讯 （记者许旸） 你更愿意捧

读纸质书， 还是对着电子屏翻页？ 上

海市新闻出版局昨天发布的 2017 上海

市民阅读状况显示， 过去一年间上海

市民平均阅读量为 6.64 本， 在纸质阅

读与数字阅读的时间分配上， 前者的

阅读时长， 在连续两年下降后首次反

弹， 反映出最近一年纸质阅读的回潮。
数据表明， 近六成被调查者认为，

纸质读物具有最好的阅读效果。 “需

要深度阅读” 是纸质书受青睐的重要

原因， 连续五年占据选项首位， 所占

比例近四年逐渐提高。 与此同时， 首

选 “数字阅读” 的读者数量也在快速

增加， “获取便利” 是最大优势。 近

七成阅读者拥有数字阅读与纸质阅读

“相通”的习惯，但经常实施“转移”购买

的频率仅 16.30%。 2012 年至今，大众

喜好图书种类的选择基本稳定，“文学”
“历史”“日常生活”“心理”和“经济/管
理”占据前五位；文史类图书一直都盘

踞首选、二选。
调查报告显示， 手机是数字阅读

的首选工具， 数字阅读几乎全民参与。

自 2013 年至今， 在 “手机” “网络在

线阅 读 ” “iPad /平 板 电 脑 ” 和 “电

子阅读器” 四大数字阅读常用工具中，
“手机” 在今年八个选项中占比高达近

50%， 不断拉开与其他数字阅读载体

的差距 。 数字阅读的付费意愿 上 升 ，
“只看免费的” 比例逐年下降。 业内人

士分析称， 这表明数字阅读以其检索

便捷、 定位准确满足了读者需要， 改

变着阅读习惯； 如果阅读物的题材类

型符合口味， 内容质量上乘， 形式丰

富多样， 更新速度快， 价格合理性价

比高， 独家首发， 广告少而阅读体验

好等， 阅读者接受付费数字阅读会是

一个必然趋势。
有专家提醒， 数字阅读的缺陷仍

有待改进。 “容易导致视觉疲劳” 连

续六年排在第一位， “海量信息， 庞

杂而难以筛选” 和 “不适合精度阅读”
与去年一样 ， 分别位居第二 和 第 三 。
这些影响数字阅读的问题多年来都存

在 ， 使 得 数 字 阅 读 目 前 还 无 法 摆 脱

“浅阅读 ” “检索型 ” 或 “吸 取 信 息

型” 的认知。

■ 过去一年间上海市民

平均阅读量为 6.64 本

■ 近六成被调查者认为，
纸质读物具有最好的阅读效果

邹静之《断金》展现浓浓老北京味儿
“铁三角”首度携手登上话剧舞台，昨晚的

北京保利剧场座无虚席

人生在世，当如何度过才不留遗憾？
邹静之、张国立、王刚、张铁林，年过六十

的四位，借由《断金》一部新戏，将这一人

生终极课题进行重新思辨。昨晚，著名编

剧邹静之新创话剧《断金》在北京保利剧

院首演。 这一讲述发生在王府井大街前

身东安市场里三兄弟间欲望成败的老北

京故事， 带着鲜明的 《茶馆》《天下第一

楼》的劲儿和范儿，让能容纳一千多名观

众的保利剧院座无虚席。

思辨 ： 要出人头地还是
“小溪慢流，不争先”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楼宇林立的王

府井大街比白天更显繁华。 一个世纪以

来， 王府井大街两边的店铺换了一茬又

一茬， 迎来送往的顾客也从长袍马褂变

成了 T 恤短裙，那份热闹劲儿依旧。 北

京 保 利 剧 院 内 ， 百 年 前 的 王 府 井 大

街———新开市的东安市场， 再一次响起

了热闹的吆喝叫卖声……
这部老北京题材话剧在创投之初，

就定下了由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这对影

视剧里的“铁三角”组合。首演当晚，保利

剧院千余个座位坐了个满满当当， 在充

满了老北京韵味儿的台词中， 百年前东

安市场里发生的三兄弟间的一场欲望成

败，随着角儿们的陆续登台徐徐展开。
据悉，《断金》 以王府井大街前身东

安市场为背景，讲述了从清末到解放后，
这个各色人等出没的地界儿所发生的往

事。剧作通过讲述浓缩其中的人情世故、
社会变迁来展现富小莲、魏青山、贵宝这

三个素昧平生的拜把子兄弟， 合伙在东

安市场安身立命的命运遭际。 不同的时

代，起落的买卖，性格迥异的三兄弟，因

为各自不同的选择和执拗而走向了迥异

的命运终点。
老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人得要拔尖儿，得要出人头地，才算有本

事，这辈子才算不白活。然而，邹静之却将

自己这些年对“小溪慢流，不争先”的人生

体悟通过《断金》来进行一番抽丝剥茧。张

国立、王刚、张铁林，也在经历了各自的生

活种种之后，开始步入“六十耳顺”的年纪，
每每重聚在一起诉说着各自半生的阅历。
编剧和三位主演一拍即合，对年轻时听出

耳茧子的“好话”，重新打量重新思辨。

考验 ： 角色跨越三个人
生阶段，大段独白见功力

据了解，《断金》 是邹静之写了十多

年才拿出来的一个新剧本。 观众虽早已

感受过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荧屏斗戏的

精彩， 但这三位齐聚话剧舞台同场飙戏

还是第一次。 邹静之为《断金》中的三兄

弟刻画了截然不同的性格，魏青山的狠，
富小莲的淡然，贵宝的招摇，这种极其鲜

明的角色是具有戏剧性的， 也是最难塑

造的。从昨天的首演来看，演员的演技可

谓四两拨千斤的。 三位实力派仅用几个

小小的动作、 三言两语便使剧中人物的

个性自然流露， 三兄弟的形象瞬间被勾

勒得活灵活现。
三兄弟在戏中跨越了 20 岁出头、而

立之年、暮年这三个不同的人生阶段。令
人惊叹的是， 年过六十的三位主演将这

三种年龄状态恰如其分地拿捏 演 绎 出

来。 独白一直是话剧舞台中最见功力的

部分。 邹静之为《断金》中的三兄弟都设

计了大段独白， 这些独白承载了三个角

色的人生感悟， 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比如，富小莲的一段独白：人生在世犹如

进场看戏，早到的有座，晚到的站着。 站

着也好坐着也好，都能把戏看完了。就有

那样的人，进了园子不看戏，争好座儿，
台上演的青山绿水、花前月下全不知道。
等座儿争下来，戏散了，幕落了，灯黑了，
想看的没了……

赋予这些大段独白以层次变化，使之

成为全剧最精彩的部分，是最考验演员的。
话剧《断金》在京连演四天后将开启

全国巡演。 多地观众将有望在话剧舞台

上一睹久违了的老北京味儿。

把中国式英雄主义还原成一个真实的人

一个能够从安静中迸发出力量的女演员

《战狼 2》前作《战狼》是吴京自导

自演的第二部影片， 此前和动作指导

李忠志共同执导的处女作《狼牙》仅收

获 450 万票房，《战狼》 超五亿元的票

房成绩让他从演员成功转型为导演。
在自编自导《战狼》时，很少有人

能想到吴京会把并不热门的军事题材

搬上大银幕， 而高达 8000 万元的成

本， 对于首部作品未过千万票房的他

也是个不小的挑战。 吴京坦言， 拍摄

《战狼》时压力巨大，但他最终还是克

服诸多困难完成拍摄，也把军事类型带

进华语电影的又一个热门题材里。 《战
狼》在军事题材影片尚未成为主流类型

的时候，获得 5.45 亿元票房，成为一匹

黑马。
生于 1974 年的吴京有着一段漫

长的配角生涯。 1995 年怀抱明星梦的

他前往香港拍 摄 了 人 生 第 一 部 电 影

《功夫小子闯情关》， 希望能接棒李连

杰，成为下一个功夫巨星。然而天不遂

人愿， 那时的吴京只能选择拍电视剧

以求在影视圈立足。
2012 年，吴京遇上了他的重要角

色———《我是特种兵 2》 中的何晨光。
该剧的导演刘猛是原南京军区文工团

编剧和导演。为了拍摄该剧，吴京在特

种兵大队体验生活， 这为他后来拍摄

《战狼》打下了坚实基础。 《战狼》全程

基本在南京拍摄， 电影中大量现代化

装备，以及专业的军事动作，都离不开

部队文工团的大力支持。
这次为拍摄 《战狼 2》，吴京去非

洲待了近一年，人员调度、上百辆汽车

的爆破都需要他协调。 在拍摄电影第

一个镜头时吴京就差点丢了命， 他饰

演的冷锋在海上游轮遇险， 跳进海里

跟海盗水下搏斗， 这个镜头拍了十几

天，吴京跳水 26 次。 因为自由潜水需

要背铅块，有一天他实在太累，背着铅

块之后急速下沉， 结果眼前就灰了：
“快给我口气吧。 ”

所幸救援队及时出手， 吴京才捡

回一条命。吴京说：“不经历过生死，怎
么去演绎生死？ 这需要真听真看真感

觉 ，而不是装 、拿 、捏 ，观众隔着大银

幕，是会看到你的诚意的。 ”
吴 京 说 自 己 对 动 作 片 是 有 情 结

的。他认为“动作”始终是外化的表现，
如果没有一个核，没有一个精气神，是
立不住的。 有评论家认为《战狼 2》成

功的原因是将中国式的英雄主义还原

成一个真实的人：有冷静尖锐的一面，
也有暴躁别扭的一面，对待感情，时而

机灵时而笨拙。 这样的人进入一种真

实的情境中时， 观众才会和他一起呼

吸， 一起感受战争的血腥、 牺牲的残

酷，观影情感才会被他牵着走。

■本报记者 陈熙涵

吴京

余男

■本报见习记者 王筱丽

吴京

在其导演

并主演的

电影 《战
狼 2》 中

饰演冷锋

一角。 在

拍摄电影

第一个镜

头时， 他

就差点丢

了命。
（资 料 照
片）

没有

余男的龙

小 云 ，
《战 狼 2》
的故事就

不 存 在

了。 尽管

戏份有所

减少， 但

是余男的

表现依然

抢眼。
（资 料 照
片）

《断金》中三兄弟间发生的一些过往，浓缩了四位年过六十的主创对“怎么活才

是活好了”的思索。 （演出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