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若去荒岛，会带上哪些书？

法国女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英国演员
蒂尔达·斯文顿等的“荒岛书单”亮相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波德莱

尔的《恶之花》、朱诺·迪亚斯的《奥斯卡·
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 ……这些颇具

文艺气息的书籍， 来自法国女演员伊莎

贝尔·于佩尔、英国演员蒂尔达·斯文顿、
美国演员詹姆斯·弗兰科等明星的“荒岛

书单 ”。 前不久成立的美国 One Grand
书店老板亚伦·希克林利用自己的人脉，
邀请名人以 “如果你得待在荒岛上一段

时间，哪十本书是你少不了的”为主题，
回答其心中的理想书单。

希克林已邀请知名演员、 导演、作

家、运动员、音乐家等 100 位来自各领域

的名人推荐书籍，并且在店内销售，每两

周 进 行 一 些 替 换 。 希 克 林 创 立 One
Grand 书店的初衷， 是希望能更加精细

划分和售卖书籍。在书店的官网上，可以

查阅每位名人推荐的完整书单， 而且每

本书下方都有他们的推荐语。
在伊莎贝尔·于佩尔的 “荒岛书单”

里， 有莎士比亚的 《哈姆雷特》、 多丽

丝·莱辛的 《野草在歌唱 》、 福克纳的

“斯诺普斯三部曲”、 《梵高书信集》 等。
“蜘蛛侠” 的扮演者詹姆斯·弗兰科的书

单体现出他不俗的阅读品位， 包括了科

马克·麦卡锡的《血色子午线》、 福克纳的

《我弥留之际》、 丹尼斯·约翰逊的 《耶稣

之子》、 保罗·比蒂的 《销售一空》 等。
蒂尔达·斯文顿的书单则和她的外表一样

“高冷”， 别具一格， 有约翰·伯格的 《本
托的素描本》、 缪里尔·斯帕克的 《驾驶

席》、 弗洛克的 《生活三部曲： 生活的样

子》、 南希·米德福德的 《冬季之恋》 等。
文 化 评 论 人 btr 告 诉 记 者 ，One

Grand 书店设置的明星“荒岛书单”整体

水准颇高， 而且文学经典所占的比重很

大。 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这些明星对欧

美之外其他地区的图书涉猎并不多，只

有法国演员于佩尔还推荐了日本古典作

家清少纳言的代表作《枕草子》。 btr 说：
“在书单里， 蒂尔达·斯文顿的选择最有

意思，既有幽默的绘本，又有小说、艺术类

书籍，包括她的好友约翰·伯格和德雷克·
贾曼的作品。 比如弗洛克的绘本《生活三

部曲：生活的样子》耐人寻味又充满诙谐

感，实际暗喻着对‘荒岛书单’的反讽。 ”

葛饰北斋晚年在 《富岳
百景》 画集写下一段著名的
自传式结尾———

我从6岁起就开始喜欢
临摹，

到了50岁左右我的作品
常被出版，

但直到70岁都还没画出
什么值得一提的作品，

73岁时约略掌握了花草
树木的生长和虫鱼鸟兽的结
构，

希望到了80岁时我会有
长足的进步，

90岁时更能参透万事万
物的原理，

到100岁时，达到艺术炉
火纯青的境界，

110岁时我 就 能 信 手 拈
来画出栩栩如生的事物了。

若能足够长寿， 就可证
明我此言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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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瑰奇的想象力，暗藏现代主义的锋芒
“葛饰北斋:巨浪之外”特展在大英博物馆掀起观展热浪，揭示出一个撕掉标签的“画狂人”

这些天， 当 “大英博物馆百物展：
浓缩的世界史 ” 于申城引爆如盛夏高

温般的关注度时 ， 在英国伦敦的大英

博物馆内掀起观展热浪的 ， 是一个名

为 “葛饰北斋:巨浪之外” 的特展。
此次展览展出的 110 幅葛饰北斋

经典画作 ， 集结了全世界数十个博物

馆、美术馆、基金会和私人藏家的收藏。
呈 现 几 乎 成 为 艺 术 家 标 签 的 代 表 作

《神奈川冲浪里》 不足为奇， 展览更让

人 们 讶 异 的 是 ， 展 示 “巨 浪 ” 之 外 、
撕 掉 标 签 的 葛 饰 北 斋 。 直 至 89 岁 去

世 ， 这位自号 “画狂人 ” 的日本艺术

家用画笔记录了日本江户大半个世纪

的 历 史 ， 市 井 、 人 物 、 风 景 、 花 鸟 、
传奇等等无所不画 ， 融会贯通各家各

派技法而自成一格。 对此，葛饰北斋自

己的解释是 ：“因为活得太久什么都能

见到，所以什么都能画到。 ”

“看见的世界 ”背后 ，是
“想像的世界”

在 89 岁的漫长人生中， 葛饰北斋

所创作的作品多达 3.5 万幅， 几乎涵盖

一切题材 。 “看见的世界 ” 与 “想像

的 世 界 ” 或 许 是 解 读 这 位 “画 狂 人 ”
的两条线索。

葛饰北斋笔下最为人熟识的 ， 当

属一系列 “看见的世界”， 以描写风景

为主题 ， 其中就包括已标签化的巨浪

图 《神 奈 川 冲 浪 里 》。 《神 奈 川 冲 浪

里 》 是艺术家大型风景画 《富岳三十

六景》 中的一幅。 这套初版于 1831 年

的系列版画奠定了他的艺术地位 ， 富

士山的各个角度的形象特征及瞬息间

的微妙变化 ， 都被葛饰北斋捕捉进作

品中。 此次展览共展出约 10 幅这个系

列的作品， 除了 《神奈川冲浪里》， 还

有 《凯风快晴 》 《山下白雪 》 《砾川

雪旦》 《骏州江尻》 《尾州不见二原》
等 。 同样一座富士山， 在不同的画面

中似乎饰演着不同的角色 ， 有时是巍

峨的主体， 有时隐于不同的风景之后，
甚至简化为一根线条。

现身展览的系列版画 《诸国瀑布

揽胜 》 《诸国名桥奇览 》 以及 《大自

然画像》， 也无不延展着艺术家对于山

川 、 自然 、 地理的探索 。 在前两个系

列中 ， 瀑布与桥梁的造型衍变出万千

可能 ， 只见瀑布或宽或窄 、 或飞泻而

下或化为潺潺细流 ， 桥梁或直或弯或

独木或多折 ； 而在后一个系列中 ， 艺

术家炉火纯青的绘画技法赐予笔下的

花鸟鱼虫以灵动的生命 ， 画面中旖旎

的花朵似乎在微风中轻轻颤动 ， 散发

出馥郁的花香。
不过 ， 葛饰北斋更值得人们关注

的 ， 是 一 个 隐 匿 颇 深 的 “想 像 的 世

界”。 很多时候， 他表面上刻画 “看见

的世界”， 画面却以出人意料的超现实

构图迸发出瑰奇的想象力 。 葛饰北斋

往往将动静 、 晴雨 、 波涛与高山等对

立关系巧妙地安排在画面当中 ， 对现

实风景做了很多艺术化的处理。 比如，
《神奈川冲浪里》 中， 巨大的海浪即将

吞没三条渔船 ， 远处的富士山显得那

么渺小 ， 有着惊人戏剧张力的画面被

有的研究者认为在传递一种动荡与犹

疑 ， 甚 至 成 为 日 本 社 会 变 迁 的 隐 喻 。
这类在画面上构建故事的能力 ， 让葛

饰北斋的艺术超越时代 ， 显露出现代

主 义 的 锋 芒 。 展 览 还 以 不 小 的 比 重 ，
向人们呈现葛饰北斋更为纯粹的想像

王 国 。 这 是 艺 术 家 基 于 文 学 、 诗 歌 、
传说等想像出来的作品 ， 有佛像 ， 有

百鬼 ， 有水浒人物 ， 也有唐诗 。 葛饰

北斋甚至画了一张张中国地图 ， 那是

他从未去过的世界。
在葛饰北斋去世前完成的最后一

幅画作 《富士越龙 》 中 ， 被皑皑白雪

覆 盖 的 富 士 山 是 艺 术 家 一 生 的 挚 爱 ，
在黑色云雾缠绕中飞升的苍龙则带有

明显的象征意味 ， “看见的世界 ” 与

“想像的世界” 合二为一。

异域风格启发了他，他也
深深地影响了西方画坛

身处日本幕府锁国的年代 ， 葛饰

北斋的艺术却敏感地受到异域风格的

诸多启发 。 比如 ， 他不仅深谙中国古

代 山 水 画 特 有 的 透 视 法 “三 远 ” 法 ，
也借中国传统文化中 “潇湘八景 ” 的

灵感创作了 《江户八景》 《近江八景》
等一系列 “八景 ” 图 ； 他从为数不多

的荷兰书籍中领会到大量应用于铜版

画的阴影和透视法 ， 作品中也出现了

模仿西方油画的画框 、 西方画家习惯

的 横 向 签 名 ； 印 制 《富 岳 三 十 六 景 》
时 ， 他在出版商的建议下使用了一种

在 当 时 相 当 稀 少 和 昂 贵 的 进 口 颜

料———普 鲁 士 蓝……最 终 ， 让 葛 饰 北

斋打开声名的 ， 正是对日本各传统流

派风格 、 中国画画风 、 西洋绘画技巧

的巧妙融合， 自成一格。
巧的是 ， 以葛饰北斋为代表的日

本浮世绘艺术风格日后又深深地影响

了西方画坛。 19 世纪初 ， 一位荷兰商

人从一箱日本瓷器剥 下 的 包 装 纸 上 ，
发 现 了 浮 世 绘 这 类 别 致 的 东 方 绘 画 。
自 此 之 后 ， 这 位 商 人 开 始 留 意 搜 寻

类 似 版 画 。 当 他 第 一 次 在 私 人 圈 子

举 办 展 览 ， 陈 列 并 展 示 这 些 艺 术 品

时 ， 人 们 眼 前 为 之 一 亮 。 这 些 大 量

运用流畅线条 、 明快色彩以及对三维

空间一再压缩 、 呈现出极强装饰性的

画作 ， 在一批欧洲画家眼中 ， 构成了

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 。
它 的 出 现 正 值 摄 影 技 术 问 世 之

后 ， 当时 ， 向来强调写实的西方绘画

传统深陷瓶颈 。 一时间 ， 整个欧洲似

乎 都 对 浮 世 绘 艺 术 产 生 了 浓 厚 的 兴

趣 。 其 中 ， 对 西 方 画 坛 影 响 最 大 的

浮 世 绘 画 家 就 是 葛 饰 北 斋 。 莫 奈 27
岁 时 完 成 《圣 阿 德 雷 斯 的 花 园 》 ， 构

图 上 就 是 在 致 敬 葛 饰 北 斋 的 名 作

《 五 百 罗 汉 寺 荣 螺 堂 》 ； 梵 高 名 作

《星 夜 》 中 的 涡 卷 图 案 ， 被 认 为 参 考

了 葛 饰 北 斋 的 《神 奈 川 冲 浪 里 》 ； 就

连作曲家德彪西也承认 ， 他所谱写的

交 响 乐 《大 海 》， 灵 感 来 自 《神 奈 川

冲浪里》。

■本报记者 范昕

有声书成美国出版市场“黑马”
美发布 2017 年第一季度出版报告

“听书”正成为美国越来越流行的阅

读方式。 近日， 美国出版商协会发布了

2017 年第一季度产业报告，对旗下 1202
家出版商提交的营收数据进行了统计，
结果显示， 今年前三个月有声书营收同

比上升 28.8%， 实现连续第三年两位数

增长。 相比整体营收只上升 4.9%，有声

书的表现十分抢眼。同时，根据美国有声

书出版商协会刚刚发布的 2016 年度销

售报告显示， 去年有声书销量同比增长

33.6%，销售总额达到 21 亿美元 ，连 续

第三年以近 20%的速度快速增长。
不过， 和我国兴起的在线收听 App

不尽相同， 美国的有声书有很大一部分

并不依赖于网络。 根据美国出版业的规

定，有声书指的是包含不低于 51%的文

字内容，复制和包装成盒式磁带、高密度

光盘或者单纯数字文件等形式进行销售

的录音产品。也就是说，有声书不仅包含

声音，也包括了一部分文字内容。
最近数年间， 美国有声书产业一路

呈现井喷式增长， 成为继电子书之后美

国出版市场上的一匹“黑马”，被《华尔街

日报》称为“增长最快的出版物”。据美国

最受欢迎的有声书平台报告， 近几年会

员增长率都维持在年度 40%左右 。 虽

然， 目前有声书在整个美国图书出版产

业中所占份额并不大， 但不可否认其作

为新的出版形态， 具有其他出版物所不

可比拟的增长潜力。
有声书销售额的快速增长与其用户

数量的增加密不可分。根据报告显示，有
24%的美国人在 2016 年至少完成了一

部有声书的“听读”。 而有声书用户中有

48%年龄低于 35 岁，虽然这些“听书者”
同样也是热心的读者，但 77%的受访者

认为， 有声书能够切实帮助他们提高阅

读量。 同时， 手机被认为是最常用的媒

介，而家是最受欢迎的“听书”地点，68%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边做家务边听书。

值得一提的是， 图书馆是人们获取

有声读物的最大来源。 27%的用户表示

图书馆的网站是他们下载有声读物最常

去的地方， 最受欢迎的有声图书类型依

次是惊悚悬疑小说、 科幻小说和爱情小

说。 目前在亚马逊有声书销售排行榜上

前 五 位 分 别 是 ：J.肯 纳 的 《抓 紧 我 》，马

克·威廉姆斯的《如何优雅地变老》，丹尼

尔·丹尼特的《常用思维工具》，J.K.罗琳

的《哈利·波特与密室》，以及特雷弗·诺

亚的《生来罪犯》。
不过，受制于有声书的阅读场景，其

阅读的深度和传统纸质阅读无法相提并

论。 被访者选择有声书的三大理由分别

是：可以在“一心二用”的状态下同时“听
书”和做其他事；只需将有声书下载至手

机便能随时随地享受阅读乐趣； 能有一

个人给你讲故事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舞台艺术与银幕擦出“火花”
高清舞台演出电影国内走俏

由英国国家剧院出品的高清戏剧

电影 《弗兰肯斯坦》， 日前在上海美琪

大戏院上映。 因出演福尔摩斯而成名

的英国演员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曾凭

借该剧获得英国奥利弗奖最佳男主角

奖， 因此此片受到不少上海观众尤其

是青年观众的追捧。 同天开幕的第二

届国际歌剧电影展上， 中国国家大剧

院宣布： 14 部海内外知名经典歌剧高

清电影将陆续亮相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等 10 座城市的艺术院线。 这些歌

剧电影中不仅有著名花腔女高音安吉

拉·乔治乌演绎的英国皇家歌 剧 院 版

《浮士德》、 美国大都会歌剧院版 《魔

笛》 以及由俄罗斯马林斯基剧院出品

的柴可夫斯基最后一出歌剧 《约兰塔

公主》 等难得一见的经典， 也包括中

国国家大剧院近年来制作出品的多部

高清歌剧电影。
如 何 通 过 数 字 化 舞 台 影 像 ， 开

发 扩 大 更 多 的 观 众 ？ 高 清 舞 台 演 出

电 影 是 否 能 为 未 来 的 艺 术 院 线 增 加

新片源？

海外主流剧院尝试扩大
观众群的新举措

舞台艺术影像化是近几年欧美主

流剧院尝试扩大观众群的新举措。
美 国 大 都 会 歌 剧 院 从 2006 年 至

今， 已将在该院上演的百多部歌剧以

影像电影的方式， 在全美的部分电影

院和中学播放， 为歌剧艺术争取到了

潜在观众群。 美国洛杉矶交响乐团推

出的舞台艺术影像化项目， 也取得了

良好效果， 大大扩展了乐团在全球的

影响力。
英国国家剧院也是舞台艺术影像

化最早的探路者之一。 英国国家剧院

从 2009 年开始打造高清戏剧电影， 不

过短短八年的时间， 这个项目通过品

牌化的经营而在全世界蓬勃发展， 影

像 “足 迹 ” 遍 布 60 多 个 国 家 、 2000
多个放映场所， 观众多达 500 万人次。
继英国国家剧院之后， 英国皇家莎士

比 亚 剧 团 也 在 2013 年 出 品 了 戏 剧 电

影。 英国布拉纳剧团、 英国阿尔梅达

剧院也分别于 2015 年 、 2016 年先后

加入这一行列。
俄罗斯则从去年开始进入了该领

域。 俄罗斯瓦赫坦戈夫剧院的 《奥涅

金》 《安娜·卡列尼娜》 以及莫斯科艺

术剧院的 《樱桃园》 都在数字影像化

后于电影院播放。
意 大 利 米 兰 斯 卡 拉 歌 剧 院 近 年

也 对 舞 台 艺 术 影 像 化 进 行 了 多 方 面

尝 试 ， 并 取 得 成 功 ， 出 品 的 许 多 高

清 舞 台 演 出 电 影 受 到 世 界 各 地 观 众

的欢迎 。

三年来已在国内 18 个
城市放映超 400 场

据记者了解， 作为一种主要在艺

术院线上映的小众电影类型， 高清舞

台演出电影近年来在国内也颇受欢迎。
以 《弗兰肯斯坦》 为例， 尽管此次在

上海美琪大戏院的上映已是它在国内

第三轮巡回放映， 但是每场上座率仍

然接近八成。
高清舞台演出电影在国内推出三

年来， 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
成 都 等 18 个 城 市 先 后 放 映 超 过 400
场。 仅在上海地区，这些电影的“足迹”
就遍及上海大剧院、 上海电影博物馆、
ET 聚场、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黄浦剧

场、美琪大戏院等多家影剧院。继《弗兰

肯斯坦》之后，美琪大戏院将在下半年

一举上映 6 部欧美现当代戏剧演出高

清影像作品。 此外，日本的高清舞台演

出电影也进入了国人的视野。日本新感

线剧院制作出品的 《苍之乱》《蛮幽鬼》
等根据流行小说改编的高清舞台剧电

影，为去年新揭幕的虹桥艺术中心聚集

了很高的人气。

“万能视角”和“高保真”
是其优势所在

据相关专家介绍， “万能视角”和
“高保真” 是高清舞台演出电影留给观

众最直接的印象，也是其相对于在剧场

现场观赏的优势所在。观赏高清舞台演

出电影的体验与单纯的剧场观赏演出

的体验颇不相同。 舞台演出电影拍摄

时，摄制组与导演、演员需反复磨合，就
灯光、舞台走位等达成共识，确定分镜

头脚本。 拍摄中有时有近 20 个拍摄机

位，从而全方位最大程度地保留演出的

完整性和节奏感。如英国国家剧院出品

的高清舞台演出电影，凭借其“英超直

播的清晰度”和“万能视角”深受观众喜

爱，它所呈现的画面，尤其是对舞台上

演员肢体动作、神态的局部特写，弥补

了现场观赏的视角局限。
世界顶尖剧团的高质量演出， 经

过专业摄影团队精心的机位布置、 巧

妙的剪辑和各种技术化的处理， 能够

最大程度地还原舞台演出现场的视听

体验效果 。 比如音乐是歌剧的 核 心 ，
因而拍摄高清歌剧演出电影时， 在录

音和后期剪辑上， 声音就成为摄制团

队工作的重中之重。 由英国皇家歌剧

院出品的普契尼歌剧 《艺术家 生 涯 》
高清电影， 为了更好呈现歌剧现场演

出的音质， 英国皇家歌剧院摄制团队

在声音的录制和剪辑中采用了高密度

的话筒安置计划， 现场话筒多达几十

个， 从而保证了电影能够逼真地还原

这部歌剧作品的独特音响效果。

■本报记者 童薇菁

■本报实习生 王筱丽

■本报见习记者 姜方

英国皇家歌剧院出品的高清歌剧电影《艺术家生涯》，其舞美再现了 19 世

纪 30 年代的巴黎市井，设计非常精美。 （中国国家大剧院供图）

葛饰北斋《砾川雪旦》。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