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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奥斯卡最佳影片《月光男孩》的
联合制片人安德鲁·埃维亚日前在参
加香港国际影视展研讨会时分享了
低成本电影制作的心得。他认为，没
钱比只有一点钱好，因为如果能得到
一点钱，这便成了一份工作，且报酬
不高；如果你没钱，这便不属于工作，
而你可以得到乐趣。

他进一步解释说，没有足够资
金，你就必须运用创意，来满足自己
的要求，这些是属于个人的、原创的，
且并不昂贵。他续说：“有钱好办事，
却难让事情完美。”

他说：“超低成本预算的电影，基
本上是邀请你的朋友与你一起工作，
做你喜欢的事。”

埃维亚认为：“小众实际上是一
群特定的观众，这是一种资产。主流
电影以大片吸引每个人的眼球，但于
我而言，主流是平淡乏味的。”他建
议，如果你能透过你认知的事，令观
众着迷，让一部独特的电影做到雅俗
共赏，你便成功了。

他回忆称，制作《月光男孩》绝不

容易，因为它不符合所谓“成功电影”
的传统方程式，“没有电影明星、没有
白人演员，这只是一个实验性的故
事，没有国际吸引力”。

但从埃维亚的角度来看：“人们
不想投资一部电影的原因，有时正是
你要制作这部电影的原因。《月光男
孩》的成功，在于它是为特定观众拍
摄的，使用意想不到的讲故事的方
法，且并不华丽，重在理念。”

他表示，“身份”是独特的，这是
一部关于身份探索的电影，身份是人
们如何看待自己，如果你欣赏自己，
把一切展现出来，人们必定报以热
情，这样将有助于成功，因为当人们
投入你的作品时，你的作品定会大放
异彩。

埃维亚分享了他从美国迈阿密
制作独立电影，到走上奥斯卡舞台的
历程。他强调在电影制作过程中，保
持“独特性”非常重要。他鼓励香港
电影工作者探寻香港的独特故事，正
如他探索迈阿密故事一样。

据新华社电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随着上海市民文化消费
越来越强劲，沪上剧院的演出季发布
也越来越受重视，而相对于其他剧院
以全年为单位的演出季发布，上海保
利大剧院的演出季可谓别具一格
——按照不同爱好的观众需求定制

“演出季”，让它和观众的距离更近，
这是昨天记者从剧院的“春之季”发
布中了解的。

大剧院方面透露，作为立足上海
西北部的综合性剧院，他们走的一直
是“系列演出构成演出季”的路线，比
较为市民所了解的，除了这次发布的

“春之季”系列，还有“迎新春辞旧岁”
系列、“周年庆”系列、“打开艺术之
门”系列。

“这次的演出季，是剧院发布的
第11个系列演出季，也是第3个‘春
之季’。”剧院负责人秦体记告诉记
者，开业两年多来，根据不同爱好的
受众群体“量体裁衣”安排演出季内
容，“既能让观众各取所需，也能形成
节目编排多元化定制的模式，也使得
这个演出季的菜单更加丰富，惠民举

措持续发力。”
在这次的“春之季”中，亮点不

少，包括10座格莱美奖得主——小
号大师阿图罗·桑德瓦上海首演、
维也纳弦乐六重奏音乐会，以及首
次来到中国的八位法国大提琴学
派的精英和全新形式的沪剧交响
乐演唱会，沪剧名家茅善玉、孙徐
春等吟唱的沪剧经典唱段，将让观
众大饱耳福。

而让不少市民期待的公益演出，
今年仍将继续第三次的公益文化周，
自3月24日起，一周内共演出4台5
场京剧、音乐会、舞蹈、音乐剧等多种
类型的节目。其中，上海京剧院将把
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搬上舞台，为
票友们重新讲述这个气势宏大的革
命英雄主义故事。

作为综合性剧院，节目的多样性
不可或缺，滑稽戏、话剧、舞剧、杂技
剧、沪剧交响音乐会、德云社相声等
等，都将先后登场。而为了增强和观
众的互动，像克里姆林室内乐团的演
出，所有曲目将由观众投票选出，俄
罗斯青年弦乐演奏家届时将演奏观
众最爱的曲目。

这新书的封面还是张鸣自己贴
出来的。一本《重说中国近代史》，封
面上印了张鸣本人的头像不说，旁边
坐着慈禧太后，后面则站着李鸿章，
俨然一张“全家福”，令人哭笑不得。
这还不算严重的，在另一本《张鸣重
说晚清民国》的书中，张鸣和孙中山
以及袁世凯同时“出镜”，而且张鸣一
只手搭在孙中山肩上，另一只手则搭
在袁世凯肩上。

这种极尽恶搞行为，被读者一致
斥责，认为出版社做出这样的封面，
对历史也太不负责任了。而张鸣本
人也大呼委屈，他说自己原本不同意
使用这个封面，但是无奈出版社很坚

决，这书最后还是出版了。青年报记
者注意到，张鸣是人大的知名教授，
他所讲的历史课人气很高。而出版
方是台海出版社，在回答质疑的时
候，该出版社认为这样处理体现了历
史的亲和力，没有什么不妥。

这件事还是让人感到困惑。以
张鸣的名气，他的书其实是不愁出版
的，在与出版社的谈判中，他也是具
有不少话语权的。但是竟然反对一
本书的封面，最后却让出版社强行出
版了，这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对于
张鸣解释的说法，不少读者表示不
解，他们甚至怀疑这封面是作者和出
版社“合谋”的结果。

肆意恶搞或错误百出的图书封面成出版界毒瘤

烂封面毁好书 不吸睛还“辣眼睛”
中国人民大学知名教授张鸣最近又火了一把，不

是因为他讲的历史课，而是他出书的封面。有出版社
推出了他“重说历史”书系，竟将张鸣与历史人物同置
于一张封面上，而且还勾肩搭背，极尽恶搞之能事。这
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弹。 青年报记者 郦亮

各种恶搞或者错误百出的图书
封面，已经成为出版界的一大公害。
而历史书又是这方面的重灾区。比
如有图书明明是《康有为文集》，封面
上却印着梁启超；明明是《孙传芳
传》，封面上却印着段祺瑞和张宗昌；
明明是《康德论人性与道德》，封面上
却印着贝多芬。这种错误实在是啼
笑皆非，而且祸害很大。

出版人洪辉对青年报记者说，图
书封面就像是图书的广告，也是知识
宣传的阵地，人们可能未必看图书的
内容，但封面多半会看一眼。如果封
面如此恶搞或错误百出，那首先会让
人觉得这书不严肃，看得多了就会觉
得整个出版界都不严肃，不靠谱。而
对于那些对这些知识恰巧不了解的
人来说，他们可能会接受错误信息，

以为康德就是长贝多芬那样，而张鸣
或许真的与孙中山、袁世凯是勾肩搭
背的朋友。

从这个角度来看，封面问题事关
大局，绝不可任性处理。在这方面也
有一点值得关注。过去一旦哪本书
的封面出了问题，那作者一般都会
归咎于出版社。要么是说自己如何
无力阻止，要么是说出版社如何蛮不
讲理，粗心大意。不过现在来看，其
实作者对此是脱不了干系的，因为无
论如何，作者也是这本书的第一责任
人，应该对图书负起全面的责任，应
该担当“把关人”的角色，而不是急
于撇清关系。毕竟，如果一本书的
封面出了问题，那声誉受损的还是
作者本人，而这种声誉的恢复恐怕
需要很多年。

《月光男孩》制片谈低成本制作心得

责无旁贷 作者应担当图书质量“把关人”

封面恶搞 今人和历史人物勾肩搭背

保利大剧院新演出季发布

为不同爱好的观众“量体裁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