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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速递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融合——2017上海小
幅油画展”今天下午将在上海市美术
家协会创作中心东外滩艺术空间开
幕。由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办，上海
市美术家协会油画艺术委员会、上海
市美术家协会东外滩艺术空间承办
的此次展览，是上海小幅油画规格最
高的展览，也是上海美协的品牌展览
之一。

小幅油画因画幅小、创作周期
短，在题材形式、绘画语言上需要高

度概括、凝练，从而以小见大，释放
了更加宽泛自由、更具个性特色的
发挥空间。此次展览征稿工作启动
以来，共收到作品 461 件。经上海
市美术家协会油画艺委会主任委员
评选，本次展览将展出作品116件，
其中入选作品 107 件、评委作品 9
件。从入选作品来看，体验性、写生
创作性的作品数量明显增多，这与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密不
可分。

上海美协相关负责人表示，“上
海小幅油画展”历来是中青年油画

家成长、成才的平台。纵观今年的
参展作品，青年画家居多，且很多是
在校就读的学生，展览为他们敞开
了展示、交流、通向成功的大门。
从这个角度来说，通过“上海小幅
油画展”这个平台来对青年美术人
来加以引导是很必要的。当代青年
美术工作者不仅要会创作，更要学
会思考，通过“上海小幅油画展”从
主题、形式、技巧、内容等多个维度
来思考和探讨当代油画的可能性，
进一步提升上海美术创作的原创性
和学术性。

《移动迷宫》系列
迎来大结局

本报讯 记者 张逸麟《移动迷
宫》系列电影的收官之作《移动迷宫
3：死亡解药》今天与北美同步在中国
内地上映，并将以IMAX 3D格式登陆
全国IMAX影院。这个系列的前两集
分别在2014年和2015年上映，全球
范围内取得了6.5亿美元的不俗票房
成绩，成为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影响
最为深远的“反乌托邦”题材影片。
在《移动迷宫3》当中，导演韦斯·波
尔，主演迪伦·奥布莱恩、李起弘、卡
雅·斯考达里奥等人悉数回归，原班
人马重聚，给观众带来的是超越前作
的角色塑造、情节反转和电影视效。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索亚斌在谈
到这个系列时表示，影片是在用轻松
娱乐的方式，探讨反乌托邦这个深刻
主题，以及表现年轻人对这个世界的
反思——要融入还是继续抗争。索
亚斌说：“片中年轻人对伤痕累累、腐
败黑暗集权的现实世界最后采取的
是特别决绝的一种态度，这也是让我
最细思极恐的地方。”

由于男主角迪伦在拍摄时意外
受伤，《移动迷宫3》的拍摄和上映时
间被迫推迟。而在索亚斌看来，这恰
好让影片形成了一种被动“饥饿营销”
的状态，同时也让这一系列终章成为

“反乌托邦式科幻青春片”真正意义上
的一次谢幕，索亚斌说：“这个结局也
不同于《饥饿游戏》中双方最终共存的
模式，而是伤痕累累，非常决绝的。”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近来，不少阅读APP都
提出了“一小时阅读”的概念。所谓

“一小时阅读”就是一小时读完一本
书。按照阅读的常识，一本书一般不
太可能一小时就读完。为做到这一
点，开始出现一批人专门负责将书

“抽稀捞干”，把书的精华给读者看。
但是现在，人们开始对这种“干货阅
读”进行反思。

写手奚敏最近接了一批活，不是
让他推出原创作品，而是对一些书进
行“提炼”。比如一部20万字的励志
类图书，精炼成2万字，而之所以是2
万字，就是为了让读者可以在睡前1
小时读完。当然提炼并不是一件很
容易的事，奚敏必须把整本书看完，
而且要看很多遍，把自己认为重要的
挑出来，在摘编的过程中还要保持语
言的完整和通顺。对一本书进行提
炼，奚敏大概可以获得 500 元的报
酬。他一个月大概可以提炼五六本
书。人们称他们为“炼书师”。

“炼书师”出现的背景是现在“干
货阅读”非常盛行。奚敏“炼”出来的
书，放在网上就成了一本书的“解读
本”，下载这样一本书需要1元到3元
不等。当然，网站与出版社之间签署
过协议，所有被精炼的图书都获得了
出版社的授权，网站会支付给出版社
费用。据说，现在看“解读本”的人很
多，很多人觉得读这样的书，一方面
可以获得知识，另一方面又不会浪费
太多时间，在不知不觉之中就读完了
一本书，很有成就感。

甚至有人预估，既然“干货阅读”
如此时兴，那未来图书都会有两个版

本，一个是未加精炼的“全本”，另一
个是经过提炼的“解读本”。甚至有
人说，作者写书，除了那些学术专著
之外，未来都应该直接写成“解读
本”，让人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看完。

但是，“干货阅读”真的那么靠谱
吗？应该说，干货阅读的背景是有些
书写得确实是“注水”严重，没什么内
容，却非要写成大部头，让人读了大
呼上当，这种被称为“湿货”。如今生
活节奏确实太快，繁重的生活挤压了
人们阅读的时间，现在有了“干货阅
读”，既可以抽离图书的水分，又可以
让人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图书的内
容，缓解了他们的阅读焦虑，从这个
角度来说，“干货阅读”还是有积极意
义的。但是如果未来只剩“干货阅
读”了，那阅读也会显得很可怕。

最近人民日报有篇文章很火，谈
的就是“干货阅读”的问题。文章说，

干货可以让人在短时间内掌握某一领
域的框架，但若想避免可能被不靠谱
的学者牵着鼻子走，就需要真正掌握
这个领域的知识，笨办法可能更好用
――回归经典，自主学习。对年轻人
来说，与职业选择、人际关系、情感沟
通等相关的干货分享特别有吸引力，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主题往往非
常个人化，有些个体的成功离开了具
体情境其实不可复制。事非经过不知
难，求职、创业、恋爱都不是看看干货
就能做好的。迷信干货，可能就会“听
过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与其渴望干货，不如提高自己提
炼干货的能力。海明威曾将写作比
作海上的冰山，在海面以下还有大量
的蕴含。干货之所以干，就像冰山，

“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若不沉
下去，不自己动手，是无法创造自己
的知识体系的。

阅读不能只追求“干货”

好书也需细细阅读、慢慢品味

上海小幅油画展助力青年画家成长

阅读需要一定的耐心与时间。

阿米尔汗谈新片
坚持梦想和女性独立

近年来受中国影迷热捧的印度
演员阿米尔·汗，正在中国上演他的新
作《神秘巨星》。他认为，影片中表现
的坚持梦想和女性独立，是全球性的
主题。从《地球上的星星》聚焦于特
殊儿童群体的成长教育，到《三傻大
闹宝莱坞》对印度教育的讽刺与质
疑，再到《摔跤吧！爸爸》探讨男女地
位的平等，阿米尔·汗的作品常常关
注印度的现实生活，直击现实矛盾，
充满现实关怀。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