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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刻尔克》电影只有一部，但是《敦刻尔克》同
名图书却出现了两部，而且两本书都或明或暗地指
向“官方授权”。按照常理，一部电影的制片方不可
能同时授权两家中国出版社出版两本不同的图
书。但事实证明，“傍名”出版的依然很有市场，这
种混淆视听的做法，显然搅乱了图书市场，让读者
叫苦不迭。 青年报记者 郦亮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生声不息”塞莱斯特·
布谢·穆日诺中国首场个展日前在民
生美术馆开幕。塞莱斯特·布谢·穆
日诺法国著名艺术家。此次展览展
出了艺术家创作的《编舞》、《雾》、《趋
势》、《此地入耳》、《示踪器》、《从》6件
大型作品。通过运用声音、视觉与生
态环境三者的混淆，为观众绘制了一
个细腻的、稍纵即逝的的梦，同时也
冷酷的提醒着每一位观众“人类如何
与人工的自然共存”。

此次展览有两件作品让人印象
深刻。一件是《雾》，艺术家正在室
内营造了一个能见度5米左右的雾

天环境。巨大的工业噪音出现在
美术馆展厅中，使整个空间似乎有
些超现实。当看到那些制造雾气
的装置时，观众才确信这些并不
是雾霾，但鼻腔依然发干不舒服。
展厅里的观众，和影像里展厅里的
观众在迷雾里虚虚实实，让人无法轻
易分辨。

还有一件作品是《此地入耳》。
在布置成沙漠，有零星植物分布的屋
子里，摆放着铜锣和电吉他。有一群
或是白色、或是灰色、或是褐色的斑
胸草雀将在展览期间栖居在这里。
这都是真的斑胸草雀，168只鸟在展
厅里飞来飞去，成为作品的主角。艺
术家的这一创意让观众称奇。

另类艺术展亮相民生美术馆

出现了两部《敦刻尔克》
“辛辛苦苦翻译，整个重庆出版

社加班加点，好不容易取得诺兰电影
《敦刻尔克》唯一正版授权的官方同
名书籍，居然有别的社大言不惭地盗
用官方授权名义，弄了一本标题一模
一样的书大肆宣传。”日前，重庆出版
社一位编辑“夜俱”发的这一条微博
引起了大家的热议。

《敦刻尔克》电影在中国上映后，
重庆出版社同步推出了一部《敦刻尔
克》图书。据悉，电影《敦刻尔克》剧
本根据英国历史畅销书作家约书亚·
莱文所著的同名图书创作。重庆出
版社第一时间引进了约书亚·莱文的
纪实文学《敦刻尔克》，得到了电影官
方独家授权。值得一提的是，约书
亚·莱文应邀在电影《敦刻尔克》剧本
创作及拍摄中担任历史顾问，书中收
录了约书亚·莱文与导演诺兰面对面
的特别访谈、精彩剧照及相关历史图
片，还增加了电影的大量拍摄花絮。

应该说，这部《敦刻尔克》图书作
为“官方授权”的作品是比较权威
的。但是很快市面上又出现了一部
《敦刻尔克》。这应该也就是“夜俱”
所说的“标题一摸一样在大肆宣传的
书”。青年报记者注意到，这部由百
花洲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敦刻尔克》，
是一部美国作家写的，内容与重庆社
的版本截然不同。但是让人感到困
惑的是，这本书过去的名字叫《敦刻
尔克的奇迹》，是出版社在《敦刻尔
克》电影上映后才改成现在的名字。
而且在图书宣传语上还有这一句话

“全球年度值得期待的电影《敦刻尔
克》同名小说中文简体版，同步上
市”。给人造成这小说是《敦刻尔克》
电影的原著的印象。当然事实证明，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傍名”出版何时休
从法律的层面来说，图书没有书

名专有权，所以几本书取一个名字是
可以的。但是现在百花洲文艺出版
社的这本《敦刻尔克》做法上似乎有
点过分，一味地向电影《敦刻尔克》靠
近，给人造成“官方授权”的假象，那
就是在混淆视听了，是一种欺诈行
为。难怪重庆社要提出抗议，也激起
了读者的公愤。

“傍名”出版一直是中国出版界的
一大弊病。他们想得不是原创，而是
什么火了就向什么地方去靠，借势上
位，往自己脸上贴金。这也就使得出
版界出现了很多“李鬼”。《新华字典》
很有名，就会出现几十种书名中带“新
华字典”书名的图书，《十万个为什么》
也是如此，好像幼儿科普图书不叫“十
万个为什么”就没有其他名字了。

一时间，书市“多胞胎”同现，让
人莫衷一是。读者错买的情况时有
发生。当然，这也是那些“傍书名”的
出版社最愿意看到的，读者买回去发
现上当已经晚了，钱已落入出版社的
腰包。应该说，“傍名”出版造成了很
大的市场混乱。有人说，现在的书市
是李鬼当道，真正的李逵却淹没在了
李鬼之中。

不过青年报记者还注意到另一
个问题。有些“傍名”出版的图书其
实还是有很高质量的。比如百花洲
文艺出版社的这本《敦刻尔克》，作者
沃尔特·劳德是美国著名作家、历史
研究者，先后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历
史系、耶鲁大学法学院。就读耶鲁期
间，适逢二战，劳德曾中止学业，入伍
赴欧作战。《敦刻尔克》其实有很多作
者的第一手资料。劳德写这书的时
候，书名是叫《敦刻尔克的奇迹》，以
反映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很多戏剧性
的东西。但是到了中国，就被中国出
版社把“奇迹”去掉了，为了“傍名”。

好书也要“傍名”，这恰恰体现了
出版社的不自信。其实很好，却以为
不好，拼命往脸上贴金，把书装扮成
了别人的模样，这是什么可悲的。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作为市民文化节的重要
内容，“行走——上海市民摄影故事大
赛获奖作品和旅游收藏展”将于9月29
日到10月 29日在上海市群艺馆举
行。展览将展出“我们的行走故事”旅
游摄影大赛中获奖的优秀作品和对外
征集的旅游藏品，通过故事叙述的新
形式，重点展示市民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市民的文化需求不断变化发展。

日前，主办方在市群艺馆召开旅行
藏品收集会，六位民间收藏者介绍了自
己的藏品，涉及手杖、欧洲壁炉钟、日本
旅游纪念火柴、俄罗斯油画、国外旅游
纪念品（铜器、银盘、地图）等。

市民陆建林带来了珍藏30年的
20余支手杖。这些手杖不仅造型独
特、图案精美，还有颇多妙用。比如，
其中一款设计成高尔夫球杆的样子，
既可以助走，也能打高尔夫球。而另
一款手杖把外面的套子抽离出来是
一把雨伞，在下雨天十分实用。据透
露，这只是陆建林收藏的600余支手

杖中的一小部分，为了收集手杖，他
横跨五大洲，造访各地收藏家。他
说，手杖最吸引他的是对传统礼仪和
生活理念的坚守。“在今天的欧洲大
街上，你仍然可以看到有些人手持手
杖上街，而有些家族，一把手杖可以
传承几代乃至十几代人。”

市民李涌金带来的各式造型独特
火柴盒，则让人们一改火柴盒是长方形
的固有印象。记者看到，他带来的火柴
盒有三角形、八角形、圆柱形、菱形等
等，其中一个竟穿上了“衣服”。李涌金
透露，这是他10年前到日本旅游时收
集到的，火柴盒的造型是当地渔民服
装。除了火柴盒，他还收集各地邮戳，
目前已收集了四五百个不同城市的邮
戳。“每个邮戳上面都有时间和地点，满
满都是回忆。”李涌金说。

“这些物件不一定有多贵重，但
很能反映百姓的精神生活。”市群艺
馆副馆长吴榕美说，十八大以来，人
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旅游已经成
为风尚，希望更多市民拿出珍藏，分
享旅途中的心灵故事。

市民文化节旅游展：分享旅途美好

在意大利威尼斯，影片《母亲！》的演员哈维尔·巴尔德姆、珍妮弗·劳伦斯、米歇尔·普法
伊费尔（左至右）亮相首映式红毯。作为第74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影片，《母亲！》在首
映时却收获了非常两极的评价，而且《母亲！》是今年威尼斯开幕以来第一部被嘘的影片，现
场有观众反映“有零碎的掌声，但都被震耳欲聋的嘘声所掩盖。” 新华社 图

两本《敦刻尔克》让读者难辨真伪

好书也蹭热点“傍名”出版伤了谁
■图片新闻

《《母亲母亲！》！》威尼斯首映遭狂嘘威尼斯首映遭狂嘘

■文化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