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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海海滩滩往往事事””有有热热点点无无经经典典

近两年，“上海滩往事”
成银幕热点，但目前多部电
影距离成为经典之作差距还
相当明显。《罗曼蒂克消亡
史》业内评价颇高，甚至被称
为文艺片神作，但票房表现
中规中矩。《游戏规则》即使
有多位偶像明星及老戏骨演
出，堪称完败。《上海王》是近
几年影视作品中最好的，能
否成大器难说。

本报记者 倪自放

“上海滩往事”最近成为银幕
热点，年前众星云集的《罗曼蒂克
消亡史》，上周上映的《游戏规
则》，正在上映的黑帮传奇电影

《上海王》，以及下个月将要上映
的《上海王Ⅱ》，都聚焦之前曾在
银幕上火爆一时的上海滩故事。

“上海滩往事”虽成银幕热
点，但目前这几部电影距离成为
经典之作，差距还相当明显。《罗
曼蒂克消亡史》葛优、章子怡领
衔，明星云集，业内评价颇高，甚

至被称为文艺片神作，但从观众
反映和票房表现看，只能算中规
中矩。高希希导演的银幕新作

《游戏规则》，即使有何润东、黄
子韬、娜扎这样的偶像明星及老
戏骨王学圻，即使在情人节档
期，在排片场次上仍进入不了前
五名，堪称完败。

作为系列黑帮传奇电影，
《上海王》分两部上映。影片导演
胡雪桦是第一个在好莱坞执导
长片的中国内地导演，他出生在
上海，对上海滩往事情有独钟。
作为《教父》导演科波拉的弟子，

胡雪桦的《上海王》是向《教父》
致敬的作品，片中的“上海滩往
事”最为接近《教父》。

20世纪初的上海滩是个利
益场，胡军饰演的第一代“上海
王”常先生因各种利益冲突，死于
非命；秦昊饰演的第二代“上海
王”黄先生在危险逼近时，偿还了
他作为洪门内奸的罪过；即使是
上海城防将军的儿子，同“上海
王”作对，随后也被吊死在城楼。

《上海王》对黑帮故事主人公命
运更替的利落表述，是该片最像

《教父》的地方。故事绝不拖泥带

水，不是传统华语片的风格，导
演胡雪桦在好莱坞浸润多年，在
这一点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应该说，《上海王》是最近几
部同题材影片中描写“上海滩往
事”最地道的影片。不要说曹可
凡扮演的洪门师爷一出场就博
得满堂彩，仅对外滩的3D模拟，
对南京路、静安寺、法租界的展
示，都是近几年影视作品中最好
的。影片在上影节获得业界的认
可，也都佐证了这一点。

《上海王》与传统黑帮电影
的最大区别，是其女性视角。如

果说《教父》表现的是男性视角
的“教父”，《上海王》则是女性视
角的黑帮“教母”电影，所以在胡
军、秦昊、凤小岳饰演的三代上
海王更迭的故事主线中，恨和仇
是表面的故事，内里牵扯的是爱
和情。洪门黑帮之王在更迭，但
其背后的女性上海王一直屹立
不倒，从青楼大脚妹小月桂，到

“申曲名伶”筱月桂，一代代枭雄，
都拜倒在石榴裙下。这样的表达
让故事俗了，这种类似于《芈月
传》的设计，确实降低了《上海
王》成为卓越黑帮史诗的可能。

《山海经》《论语译注》等经典畅销引关注

这这一一轮轮国国学学热热更更扎扎实实

随着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的火爆，《诗经》《唐诗三百首》《宋词
三百首》等在网上书店和实体书店的销量也在攀升，乐坏了出版
社。16日，记者从中华书局了解到，一本《论语译注》去年总销量
达45万册，创下历史新高。传统经典畅销的背后反映出国学热的
新趋势。

经典畅销度令人惊讶

中华书局市场部主任李忠
良面对《论语译注》（杨伯峻译
注）的销量有些吃惊。2006年，
该社根据读者需求推出《论语
译注》，当年卖出6000册，时至
2015年销售15 . 6万册，而2016
年比2015年的销量翻了一番还
多。记者调查了解到，国学经典
已成书店热门。北京一图书大
厦的销售数字显示，《诗经》《山
海经》同样在畅销榜上争得不
错位次。

高端的专业国学经典热
销，确实令人意外。上海古籍出
版社副总编辑田松青三年前开
始策划国学典藏系列丛书，“我
看到网上有一些读者反映，希
望读到古人对经典的注释和评
说，读更原汁原味的古籍。”
201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尝试
推出了《论语》《诗经》《周易》等
首批图书，反响不错。此后逐年
加大规模，如今已推出包括《牡
丹亭》《桃花扇》《近思录》等在
内的60余种。这些过去摆在学

者案头的读物，没有今人今译，
竟几乎每种书都会重印。田松
青透露，在过去，这类学术高端
读物顶多印一两千册。

普及类经典已不受宠

读者对讲解类、普及类的
国学读物不再满足，而更愿
意只身深入国学经典的腹地

“探险”。
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遥想

起2007年前后，曾出现一轮国
学热，于丹、马未都、王立群登
上《百家讲坛》，从不同角度、以
不同方式讲解传统文化，“但我
们发现经典读物销量并未发生
变化，反倒是《百家讲坛》之类
的书畅销。时隔十年后，情况有
了根本变化。”他认为，现在的
读者开始真正关注经典，而不
是追求张三说什么李四说什
么。“这一轮国学热更扎实、深
刻，更贴近中华文化的本源。”
田松青认为，读者不再愿意一
直看被人家解构过的经典，不
愿意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了。

网友们针对《山海经》版本

进行的讨论很热闹。一位网友
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国学典
藏版《山海经》尽管是简体横
排，但带有全部的古注和郝懿
行笺疏，是其他版本所不具备
的。面对大家对经典的热闹阅
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石
很开心，“这说明传统文化在重
新回归，这是好事。”不过他也
提醒，所谓原典，永远是少数人
在看，古典文学教授把《论语》
和《孟子》一字不落全看完的也
没几个，“作为普通大众，我并
不提倡读原典，对他们而言，读
有今人注释的文言文更现实。”

读经典讲究等级次第

事实上，记者在书店随机
进行的采访中也发现，读者对
国学经典阅读有浓厚兴趣，但
困惑真的是不少。

在北京图书大厦，读者李
安明一直在翻看《周易入门》

《易经杂说》，十分投入。好不容
易等他抬起头来，抛下一句话，

“《周易》是最高明的学问，其他
的书算不得什么。”不过，他也

坦言，虽说看过不少解读《周
易》的读物，但这本书至今对他
而言还是“谜”。

自由撰稿人李天飞热爱古
籍，眼见身边读国学经典的同
道人多起来，但也遇到不少“奇
葩”，不少人要么读成了小文
青，要么读成了老古董。“他们
喜欢纳兰性德就拼命看，别的
一概不看；喜欢《周易》就一头
扎进去，别的一律看不起。”

面对如此种种，北京师范
大学文学院讲师谢琰认为，“读
国学经典，不能乱读一气，最好
不要一味追热点，要讲究由主
到次的顺序。聂石樵先生就跟
学生说过，要读正经正史。”他
说，作为比较专业的读者，读国
学经典要有等级、次第，否则容
易走偏。 (路艳霞)

北师大文学院谢琰给读者
提出了很实用的经典阅读建议：

若对国学没有太多了解，
第一步肯定是读《论语》。经史
子集，经部以《论语》为中心，

《论语》读过了，再尝试读《孟
子》《诗经》等，而不是一上来就
读《周易》。而读史部书，肯定

《史记》《资治通鉴》是根本，不
能上来就读野史、乱七八糟的
东西。读子部呢，读过《韩非子》

《老子》，然后再去读《淮南子》
《吕氏春秋》。集部也是如此，最
重要的先读《楚辞》，读杜甫。

如果从人物的角度进入经
典，同样讲究等级。按照王国维
的说法，屈原、陶渊明、杜甫、苏
东坡才是顶级大诗人。建议读
完杜甫再读李白、李商隐，读完
苏东坡，再读读欧阳修、黄庭坚，
以这样的顺序阅读，对自己进入
国学经典世界会有更多帮助。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
则——— 无论读什么书，尽量将
阅读面铺开为好，反正不能越
读越窄。就像一个中学男生只
读《红楼梦》会变得太敏感、太
多愁善感，只读《水浒传》会变
得杀气腾腾。中国古人讲究各
种气要调和，人生境界才会高，
如果只读一类书，只是在重复
自己的知识兴趣，局限自己的
性格思想，不能完善自己。所以
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书，但又是
经典之作，更要有选择地读。

阅阅读读国国学学
有有““秘秘诀诀””

葛专家建议

文化观察

新片放眼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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