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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就得不服老，这一特性在
“硬汉界两大高山”史泰龙和施瓦
辛格身上展露无遗。72岁的史泰龙
和71岁的施瓦辛格在年逾古稀之
际都有新动作，史泰龙正在开发
《第一滴血》第五部的项目，施瓦
辛格则为《终结者6》狂练肌肉。

史泰龙重启《第一滴血》

、

日前，西尔维斯特·史泰龙在个人
推特上宣布，《第一滴血》第五部正在
开发，他已经做好准备再度成为令人闻
风丧胆的老兵“兰博”。史泰龙说：“这
个项目很快就会正式启动，这让人兴奋
极了。即便这个世界在变，他也不会改
变。一切都不会结束。”

1982 年上映的 《第一滴血》 是史
泰龙的代表作之一，衍生了三部续集作
品，让史泰龙成为当时最耀眼的动作巨
星。他塑造的孤胆英雄兰博寡言少语、
表情冷峻，成为一代人的偶像。2008
年，史泰龙推出了 《第一滴血》 第四
部，全球票房 1.13 亿美元。2009 年，
史泰龙曾放言将开发 《第一滴血 5》，
但这一项目被《敢死队》系列所代替。

近年来，史泰龙状态大勇。《敢死
队》 系列之后是 《金蝉脱壳》 系列。
2015 年的 《奎迪》 中，史泰龙重新出
演他的成名角色洛奇，还赢得了金球奖
和奥斯卡最佳男配角提名。有消息称，
在《第一滴血》第五部中，兰博要面对
的是美国的毒品罪犯。

施瓦辛格出演《终结者6》

9 月 12 日，已经 71 岁的阿诺德·
施瓦辛格在个人推特上放出了一段在健
身房训练肌肉的视频，并发起了一项与

《终结者》相关的众筹活动。视频中的
施瓦辛格肌肉健硕，挥汗如雨。

今年3月，施瓦辛格因心脏问题进
行了一次心脏瓣膜置换手术，更换其
1997 年换过的心脏瓣膜。手术过程中
还遇到了并发症，最终有惊无险。

经过两个月的时间，施瓦辛格的身
体很快就恢复了过来。他没有像其他老
人那样卧床静养，而是选择回到健身
房。施瓦辛格说：“复出之路非常艰
辛，每天都要坚持训练，我在努力完成
每天的训练量。感谢大家的支持，很感
激你们每一个人。” 晚综

年过七旬不服老
两位硬汉续新篇

“诗言志，歌咏言。”大型诗词音
乐文化节目 《经典咏流传》 开播后，
节目中的诗歌和歌唱被收集出版，近
日图书版 《经典咏流传·中国最美的
诗》 举办了版权输出签约仪式，向海
外输出俄文版、哈萨克斯坦文版等七
个语种。无独有偶，从刚刚结束的上
海书展也不难发现，与古诗词有关的
新书如今在读者中已成为“爆款”。

节目爆红把诗词唤醒

让无数小诗再次爆红的节目 《经
典咏流传》，在文化类综艺如春笋般涌
现的当下，被称作一股清流。不但满
足了观众挑剔的味蕾，一曲 《苔》 更
是唱哭亿万网友。《明日歌》《陋室
铭》《梁祝》等耳熟能详的经典诗词在
节目中被再次创新性传唱。

《经典咏流传》的爆红也带动了大
众对诗词的喜爱和重视，著名学者、
央视 《经典咏流传》 节目点评嘉宾康
震认为，《经典咏流传》和诗以歌的形
式用现代的音符唤醒了经典诗词的生
命力，“每首诗词都非常美丽，且各具
独特魅力，我想这是大家能够这么疯
狂追诗词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中央电
视台著名制片人、《经典咏流传》总导
演田梅则认为，腹有诗书气自华，诗
词对孩子的成长是有好处的，孩子们
在寓教于乐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古典
诗词的美，感受传统文化的意义。

《经典咏流传·中国最美的诗》收
录了央视节目 《经典咏流传》 中的三
十首古诗词，并另附十首延伸读诗，
加以简单明晰的文字解读，是一本集
古诗词启蒙与音乐启蒙于一体的亲子

读物。版权输出七个语种，进入海外
读者的视野，也推动了更多的版本走
向国际，让中国经典的传统文化在更
多的国家扎根、发芽、开花、结果。

新媒体技术让诗词更“热”

在刚刚结束的上海书展上，有不
下 20 种与诗词相关的新书亮相，蒙曼
的《四时之诗》，郦波的《因为爱，所
以爱》，康震的 《康震讲诗词经典》，
邵毅平的《诗骚百句》，陈尚君的《唐
诗求是》，李定广的《中国诗词名篇赏
析》等，都成了热销爆款。

无论是大人孩子耳熟能详的 《登
鹳雀楼》，表现中国传统文人风骨的

《墨梅》《定风波》，还是随着电视剧热
播而传唱甚广的《枉凝眉》《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经典的作品表达的
文化情感可以穿越时空，引起所有人
的共鸣。

要让诗词文化在大众中能够细水
长流地传播下去，相应的文化传播就
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诗刊》编辑彭
敏认为，电视节目只是一个引子，真
正有魅力、有生命力的文化，一定会
细水长流。从文物美食到音乐诗词，
依靠着互联网的解构和传播，传统文
化走下神坛，成为当代“网红”，在近
几年越来越常见。

正如 《经典咏流传·中国最美的
诗》，不但有纸质图书版本，还利用了
新媒体技术，让读者拥有更多方式的
体验。扫描书中二维码，读者就可聆
听 《经典咏流传》 节目中经典传唱人
演绎诗词之美。同时，书中嵌入AR技
术，扫描书中照片，即可观看节目精
彩视频片段。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
还将陆续推出 《经典咏流传·学生背
诵版》《经典咏流传·我为诗狂》《经
典咏流传》等多个版本。

据《半岛都市报》

让诗词做世界的网红
《《经典咏流传经典咏流传》》图书版海外输出七个语种图书版海外输出七个语种，，古诗词书籍越来越火古诗词书籍越来越火

《摔跤吧，爸爸》在中国收获票房
12.99 亿元，《神秘巨星》 7.47 亿元，

《小萝莉的猴神大叔》2.85亿元，《起跑
线》 2.1 亿元，《厕所英雄》 不到 1 亿
元，《巴霍巴利王 2：终结》 不足 8000
万元，《苏丹》票房更是惨淡，上映五
天时间仅仅收获 2400 万元。印度电影
似乎在短短一年里快速地消耗掉了中国
观众对它们的神秘感和好奇心，票房节
节败退，口碑和话题也大不如从前。印
度电影不再是香饽饽，原因为何？

故事不可信

《苏丹》的片名，就是萨尔曼·汗在片
中扮演的印度北方小镇青年的名字。苏
丹原本是小镇中无所事事的青年，有一
天他在路上遇到安努舒卡·莎玛扮演的
阿尔法，并对她一见钟情。自然，身为摔

跤运动员并且梦想拿下奥运奖牌的阿尔
法，看不上苏丹。苏丹靠着毅力和过人
天赋，迅速成为印度顶级摔跤运动员。
他与阿尔法的爱情也开花结果。然而，
苏丹被胜利冲昏头脑，导致家庭事业都
出现危机。为了找回昔日的自己，他重
新振作，接受高强度训练转型为综合格
斗选手，燃烧生命再战擂台。

这样看来，《苏丹》的故事并不比
《摔跤吧，爸爸》差劲。那么同样是摔
跤题材，为何《苏丹》就遭到了中国市
场的冷遇呢？因为，《苏丹》讲完了故
事却还差一些细节，比如零基础的苏丹
只用了三个月就练成了印度一个联邦的
冠军，甚至吊打体型比他大将近一倍的
职业选手；再练一两年，他又顺利当上
奥运冠军；而中年崛起阶段多年未受训
练的他，转战完全不同风格的综合格斗
比赛，只用了六个星期训练，就拿下了
冠军。如此“天方夜谭”，降低了运动
题材给观众带来的刺激感和可信度。

文化有差异

除了对运动规律本身的尊重，《摔跤
吧，爸爸》其实是通过一个励志的竞技故
事，温情地向观众传递出了父爱，是这份
爱打动了中国观众；同样由阿米尔·汗领
衔主演的《神秘巨星》讲的是拥抱梦想的

勇气，文化隔阂也相对较小，于是票房和
口碑亦不俗；《小萝莉的猴神大叔》涉及
复杂的地缘政治，在中国市场的表现就
没有那么出色了；到了《苏丹》，文化上的
差异进一步凸显出来。

首先，摔跤在印度的普及和受关注
程度大约堪比乒乓球在中国，因而不难
理解《苏丹》在印度上映时获得了出色
的票房成绩，但简单的摔跤格斗故事很
难吸引对这项运动并无太多热情的中国
观众。其次，曾有印度电影人自豪地表
示，“生活已经那么苦了，何不拍点高
兴的给人民看看，电影就是用来麻痹生
活中的痛苦的”，这样的观点正与《苏
丹》 牺牲合理性而更在乎传奇性相应
和，两国观众在审美习惯上的巨大差
异，让我们很难消化这样一个“开挂”
的冠军。最后，《苏丹》故事的女主角
阿尔法基本变成了苏丹的附属品，一个
受过西方教育、独立自主又性格刚毅的
现代女性，一下子把自己的喜怒哀乐、
职业生涯全部交给婚姻，这样的“爱
情”显然无法让中国观众产生共鸣。

当新鲜感过去，印度电影的味精鸡
汤便很难再让我们下咽了。而这，也给
中国电影人再一次警戒：不断简单复制
自己或者别人成功的经验，很难在这个
更新迭代的市场里长久生存。

晚综

印度电影一年走下神坛
从《摔跤吧，爸爸》在中国大热，到《苏丹》票房遇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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