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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组版 杜东霖 校对 张蕊

■2018年9月4日 星期二

本版编辑 张小青 陈红文娱新闻

国内首档音乐创演秀《幻乐之

城》播出过半，获得观众不俗的口

碑。最新一期节目中，“幻乐好友”

吴秀波化身点评担当，金句不断。

袁姗姗、张智霖、A-Lin黄丽玲、陈
翔上演亲情特辑，轮番催泪，看哭

全场。

袁姗姗秀“很燃
的八分钟”

本期节目中吴秀波化身点评，

各种精彩评论不断。看完袁姗姗

融合“唱演打”的作品之后，波叔形

容节目实在是“难为”，实现起来不

容易，而看完张智霖饱含父爱的作

品，吴秀波则盛赞“难为却看不到

丝毫为难”。其中，歌手A-lin黄丽
玲和导演辛爽合作的《无人知晓的

我》赢得了吴秀波最高的评价“有

趣、突兀、合理”，何炅笑称“大家赶

紧拿小本本记下来”。

当晚《幻乐之城》中，袁姗姗、

张智霖、陈翔演绎感人亲情，轮番

催泪，网友表示哭到停不下来。其

中，袁姗姗饰演的拳击手让人印象

深刻。关于这次激烈的拳击体验，

袁姗姗在节目后的采访中淡然表

示：“其实拳击精神也就是一种做

人的精神，要敢于去跌倒，跌倒了

还可以再爬起来，永不放弃。”她透

露，自己在《幻乐之城》录制过程中

也遇到很多困难，“要打拳，又要唱

歌，压力非常大，有很多次我都想

放弃了。但是，还是这样坚持下来

了”。

作品最后笑中带泪的场面把

无数观众都感动哭了，而袁姗姗认

为，这是自己努力展现的“很燃的

八分钟”。

陈翔唱演生活故事
真情流露

陈翔演绎的与外婆的旧事则

是本期最强催泪神器。在节目中，

陈翔把自己与外婆的故事搬上舞

台，借《幻乐之城》纪念外婆并表达

对外婆逝去的释怀，看哭了在场的

所有人。而有如此惊艳表现的陈

翔则表示，自己其实完全没有表

演，就是真情实感的流露：“这种东

西不能有太多的表演，它不像是拍

戏，它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为了展

现这种真实的感情，陈翔要努力克

制自己，“彩排的时候会触景生情，

看到一些东西就会情不自禁有感

触，这些东西都是真实流露出来

的”。

在被问及对自己的表演是否

满意时，陈翔却表示：“我并没有对

这次的表现满意，也没有对这次的

表现不满意。其实这是一个真情

流露的状态，对于我而言其实是完

成了自己的一个小心愿。”累累累2
（据《广州日报》）

《幻乐之城》吴秀波化身点评

袁姗姗张智霖等轮番催泪

根据郭敬明同名小说改编的

电影《悲伤逆流成河》将于9月30
日上映，影片导演落落（赵佳蓉）、

监制郭敬明以及主演赵英博、任

敏、辛云来、章若楠和朱丹妮等日

前亮相。谈及为何不自己做导演，

郭敬明表示将一个细腻的故事交

给从小在弄堂中长大的温柔少女

落落是他认为最合适的。

郭敬明小说《悲伤逆流成河》

上市10天销量突破100万册，累计
销量突破400万册。提及此书，郭
敬明表示，写这本书实属意外，不

在他创作范围内。“它跟我过去所

有写的小说非常不一样。我去上

海念的大学，大一的时候放假回

去，我高中一个很好的女生朋友就

跟我讲了她身上发生的这件事情，

就是书里的那个女生遇到的事

情。她当时不敢告诉家里人，问我

能不能借钱给她，等于是我陪着她

经历了这一切。陪她处理这件事

情给了我很多的感触。她心情非

常不好，不好的原因不只是这件事

本身，还有这件事情后，身边的人

对她的态度——学校、社会、家庭，

没有一种让她感受到温暖，感受到

支持。当然，她的故事没有小说里

这么凄凉和悲惨。由此，我想要写

这样一个故事，我特别希望当她们

在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周围人收

起那些不理解、疏远甚至冷暴力。”

谈及为何这次不做导演，郭

敬明表示，自己跟落落是十几年

的朋友，彼此很信任，而且这个

小说是女性视角的小说，而落落

比他还细腻。“她感受到的东西更

符合这个电影的调性，所以，一

开始光线找到我要拍电影的时

候，我就给他们推荐了落落。此

外，落落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

女孩，《悲伤逆流成河》是一个发

生在上海弄堂里的故事，我不是

在弄堂里长大的，不太理解弄堂

里的七大姑八大姨邻居这样的一

种氛围，所以，她比我更有这方

面的生活经历和感受。”累累累2
（据《北京青年报》）

《悲伤逆流成河》拍电影

郭敬明不做导演当监制

又是开学季，霍格沃茨魔法学

校也开学了。

华纳魔幻大片《神奇动物：格

林德沃之罪》发布了“重返霍格沃

茨”花絮特辑，编剧J�K·罗琳、“纽
特”埃迪·雷德梅恩、“邓布利多”裘

德·洛等众位主创在镜头前畅谈对

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美好回忆。

特辑将影迷带入了《哈利·波

特》电影中熟悉的霍格沃茨校园。

《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剧组此

行故地重游，在同样的外景地拍摄

了 20世纪初的霍格沃茨校园生

活。年代变化在霍格沃茨的校服

样式方面也有体现。课堂上，学生

们身上的袍子经过重新设计，不再

是哈利·波特年代的黑袍。

此外，埃迪·雷德梅恩和裘

德·洛还现身伦敦国王十字车站的

九又四分之三站台，跟大家一起庆

祝。车站时刻表显示着熟悉的“霍

格沃茨特快，11点从九又四分之三
站台发车”，让人重回魔法王国。

《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由

大卫·叶茨执导，11月16日起全球
公映。累累累2 （据《羊城晚报》）

邓布利多

重返九又四分之三站台

市场
担心抬高成本
图书二维码多数成摆设

以北青报记者在三联书店随

机抽取的100本图书为例，在附着
二维码的四成图书中，绝大多数的

二维码仅仅作为简单的广告通

道——扫描二维码可关注出版社

公众号或作者公众号，只起到导流

的用途。为数不多的能够直接提

供实质内容的二维码，则集中在实

用性较强的美食、教育、旅游等题

材，明显具有导购的意图——《舌

尖上的中国》导演陈晓卿出版的美

食集《至味在人间》，后面的二维码

就是与“大众点评”合作，扫码可登

录大众点评，关注书中所推荐的餐

厅。

大部分图书的二维码，为何没

有像《朗读者》、白岩松系列那样奉

送上丰富内容呢？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像第一种

情况，图书上的二维码只是一个链

接——扫码关注公众号。这样，并

不会增加图书成本，因此是免费且

永久的；如果扫二维码即可听音

频、看视频，出版方就需请运营商

进行技术维护，并为此付费。此

时，无论出版方是通过资源置换还

是购买技术服务，都会抬高图书成

本。

人文社版《朗读者》责编付如

初就承认，她们的这种做法自然是

有成本的，这些成本都是由出版商

解决。“事实上，像《朗读者》卖得这

么好，跟销量对比的话，成本就是

微乎其微了。”

而大多数图书，并不敢奢望有

《朗读者》这样的销量，因此，书后

的二维码成为宣传噱头、导流通

道，也就不足为奇了。

读者
图书二维码
大多读者不认同

北青报记者在三联书店内随

机采访了一些读者，他们多数对二

维码的使用非常娴熟，并且认为二

维码技术给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

利。当被问到是否会关注图书所

附二维码时，只有两名学生读者表

示会经常使用图书上的二维码来

观看视频、辅助学习，但她们对书

附二维码的使用和关注也仅限于

教辅书籍。

大多数读者为何不认同目前

书附二维码所携带的内容和服务

呢？多位读者告诉记者，二维码其

实是一种媒介，他们更看重背后的

内容和服务——也就是说，所链接

的内容是否新颖有趣、能否满足读

者需要，才是决定二维码营销效果

的关键。在他们看来，如今图书出

版领域的二维码，大多是一厢情

愿，没有了解用户之所需，更没有

延伸产品的附加值。

出版方
筹划APP人文社
将推更多“朗读者”

《朗读者》的成功也表

明，如果能有丰富内容，二维

码其实能促进图书的销量。

人民文学出版社《朗读者》系

列丛书，扫描书后二维码下

载 APP，即可观看相关节目
视频。记者在京东商城看

到，这套图书销量非常可观，

获得了5万+的评论。
谈及初衷，该书责编付

如初告诉北青报记者，以前

的立体阅读主要在少儿图书

这一块，大众图书中，这是第

一次使用。在她看来，这套书卖得

好，首先是因为《朗读者》这个节目

受到欢迎，“其次是节目的性质导

致我们这套书适合做成这种形式，

因此销量与书附带的技术是有关

的”。

与此同时，付如初认为，以后

市面上这类型的图书会越来越

多。而且，由于《朗读者》的成功，

人文社目前正在筹划做一个集成

的APP，今后该社越来越多的人文
类图书将做成这种视听结合的方

式，并上传到这个APP上。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书附二维

码，要想不成为鸡肋，出版方需要

多些真诚，少些宣传噱头。累累累2
（据《北京青年报》）

随机抽取100本图书，附二维码的占四成，但——

图书二维码 大多成摆设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朗读者》，扫书后的二维码可观看节目相关视频；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新版“白说”系

列，白岩松特别录制了长达270分钟的心灵独白音视频，以二维码形式独立附加于每一章节；岳麓书社推出
的唐浩明讲解版《曾国藩》，书后的二维码附赠了1000分钟的视频……二维码，正如雨后春笋般强势渗透到
图书出版领域。北京青年报记者在三联书店随机抽取了100本图书，书中附着二维码的占到了四成。二维
码技术以其简洁的视觉呈现、便利的使用方式和丰富多样的信息承载，俨然成为图书出版的新利器。

但与此同时，也不可否认，时下图书所附的二维码，大多只是宣传噱头，内容尚需更有“真心实意”。

伦敦跑酷 巴黎飙车

空中跳伞 直升机追逐

《碟中谍66》
阿汤哥那些搏命镜头咋拍的？

两年前《碟中谍

5》上映时，影迷以“人

类已经阻止不了阿汤

哥了”为题，惊叹他为

影片的拼命行为。如

今《碟中谍6》上映，56

岁的阿汤哥依旧在继

续履行着“更快更高更

强”的奥林匹克格言。

与其合作多次的导演

克里斯托夫·迈考利就

说：此次《碟中谍6》的

拍摄，汤姆·克鲁斯真

的是完成了“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

纵横影坛几十年，

阿汤哥是绝对的“拼命

三郎”。个中原因，阿

汤哥这次来北京参加

首映式回答得很简单：

“我不喜欢作假”。

《碟中谍6》尾声处有一场精
彩的山间峡谷直升机追逐战。据

说花了不少工夫，剧组才获得拍

摄地挪威布道石的拍摄许可——

毕竟，这样大名头的明星、这样受

关注的剧组，如果在这里出现拍

摄事故，那是谁也不愿意承担责

任的。

为了这场戏，汤姆·克鲁斯说

之前自己一直通过课本学习课

程，并花了12天考取了直升机驾
照，在短时间内成为拥有2000小
时飞行经验的驾驶员。此外，他

还学习了空中特技表演，实地拍

摄时还要克服13架直升机同时
飞行所带来的几英尺狭小距离障

碍。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阿汤哥

还要继续玩出花样，上演了螺旋

式飞行，以及机外自由落体。别

说观众看得几乎要窒息，剧组一

位工作人员也在拍摄时说：“我想

我们失去汤姆了。”在太庙首映

时，说及此，阿汤哥却毫无“死里

逃生”的危险感，而是很兴奋地

说：“我发现做空中特技和真正开

飞机是不一样的。拍电影的时

候，每天都会进行这些动作戏的

演练，生活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也

非常令人振奋。”

开飞机 非常危险但也非常令人振奋

影片开始不久，阿汤哥就秀

上 HALO——就是俗称“高跳低
开”的一种跳伞战术。这一战术，

要求跳伞员从7260米的高空一
跃而下，再在610米的低空下开
伞。这样跳伞有多危险？缺氧、

瞬间失压、甚至会在不自知的情

况下失去意识，更有人因为降落

伞没有打开而酿成悲剧。因此，

这项“特技”一般仅限于专业的空

军伞兵。也因此，阿汤哥成为影

史上第一个做出HALO的演员。
阿汤哥也表示，这个确实很难

拍，“海拔非常高，非常危险，而且

氧气不足。跳伞本身就是非常复

杂的，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知道该

怎么样去做。因为你要拍摄它也

是不容易的”。为了完成这个动

作，阿汤哥训练了一年，其中每天要

跳伞5次。而片中的这段拍摄，阿
汤哥一共跳了106次。导演克里斯
托夫·迈考利表示，这个戏份每天只

有三分钟的光照能够允许拍，“所

以拍的时候必须是完美的”。

高空低开的跳伞 阿汤哥训练了一年跳了106次

相比于天上的搏命，陆地上

的摩托车、汽车追逐战似乎对阿

汤哥来说就是“小儿科”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克里斯托

夫导演说，汤姆·克鲁斯第一天拍

戏就脚踝受伤了，所以追逐场景

的拍摄都受到了影响。

汤姆·克鲁斯脚踝受伤后，医

生给出的建议是6个月之内脚踝
不许乱动，不能承重。但是阿汤哥

显然没有听医生的话：“其实我小

时候骨头就受伤过，骑摩托车也摔

伤骨头，我好像一直在受伤。”

在伦敦的高楼顶端，他经过

了急速奔跑后，在屋顶完成纵身

一跃。但是，由于距离没有跳够，

他撞到了对面的墙上，不幸摔断

脚踝。之后，他仍然忍着剧痛一

瘸一拐地坚持跑出镜头——因为

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再重新拍摄这

个镜头了。在场的工作人员则看

到了他的脚背扭向小腿的画

面——这个受伤镜头在花絮中还

可以看到。

伦敦高楼的跑酷 摔断脚踝，以致脚背扭向小腿

巴黎凯旋门追车
所驾摩托车安全装置竟失灵

巴黎凯旋门的追逐戏份中，阿汤哥

要驾驶一辆重型摩托车，逆向穿越车

流。一切准备就绪后，工作人员发现摩

托车安全装置失灵。大家不知道怎么

办，阿汤哥却启动了摩托车说：“我们必

须开始拍摄。”当时的情景是特技人员驾

驶约70辆汽车，试图躲避高速驾驶摩托
车且没有戴头盔的阿汤哥，只要稍有不

慎，就是致命的事故。

也因此，拍《碟中谍 6》无数人为汤
姆·克鲁斯担心，其中就包括他的医生。

阿汤哥说：“医生一直非常担心，但我说

我很了解电影。”

阿汤哥的搏命演出也让《碟中谍》系

列20多年来始终热度不减，影片在中国
内地上映的首周末票房已过5亿元，创下
《碟中谍》系列电影的最佳首周末票房纪

录。至于如此拼命的动力，阿汤哥说：

“我四岁时就想拍电影，也真的喜欢拍电

影……我会一直为了拍电影拼命。”累累累2
（据《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