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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总序　　陈保平　　《上海壹周》两岁了。
　　常看到读者来信说，喜欢kevin的信箱，喜欢“上海美眉”的专栏文章，喜欢“餐饮”版的美食介
绍⋯⋯他（她）们会把它剪下来，装订成册。
这是触动编辑部出一套“壹周丛书”的主要原因。
我们喜爱那些期期不漏的忠诚读者，我们特别珍视那些有心得，有依恋的性情读者。
副社长陈征和我一起策划了这套书。
　　喜欢一张报纸有时就像喜欢一个人一样，开始是被它的外表、个性所吸引，觉得它与众不同，值
得交往。
渐渐时间长了，知道自己被迷住的是它的诚挚的眼睛、幽默的谈吐，是这个人身上的某些精彩之处。
比如，像kevin的信箱，那种游刃于热情与理性间的娓娓而谈，那份让你读完后不得不凝思片刻的触动
。
再比如，像王淑瑾“上海美眉”的专栏，以一种轻松、调侃，几近搞笑的笔法描述上海女孩的精明、
时尚、虚荣，让人在忍俊不禁时忽然有被轻轻击中的感觉。
而“情感故事”也是报纸颇受欢迎的一个栏目，那些都市味很浓，带点伤感的真情叙述尤其合女孩子
的口味。
大为的《长喉结的美女》是一本以影视、戏剧为对象的随笔集。
他学的是戏剧专业，但对作品的点评嬉笑怒骂，即便面对大师、名著也能搔一下痒，刺一下痛，并无
学究气。
这符合《上海壹周》的风格。
　　也许，还有其他受欢迎的版面和专栏，比如“旅游”，比如“新开店”等等。
我们以后还可以编第二、第三辑，只要读者喜欢。
读者是我们永远的朋友，是报纸和出版社最直接的支撑。
由喜欢一张报纸到喜欢一套书，这是我们很感欣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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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属于文化快餐类读物，它是将作者发表在《上海壹周》专栏的文章分类集锦。
文章口气调侃，话题广泛：评点时尚，议论新戏，揶揄世风之弊端⋯⋯翻阅这些小文章，感受到的是
现代大都市匆匆的脚步和变幻不定的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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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尹大为本名尹庆一，1975年生于上海。
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博士生。
现为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节目编导。
导演作品：《有话大家说·我的明星梦。
获2001年全国谈话节目大赛一等奖。
《上海壹周》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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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她笑得真甜。
笑得一派天真。
这种笑，还不是微笑，不是强颜欢笑，而是一种本能的、自然流露的、发自内心的笑。
　　张曼玉演的阮玲玉也笑，可一笑，就是疲惫，就是无奈，就是沧桑。
　　阮玲玉这种三十年代初未经离乱的天真的笑，是九十年代的张曼玉怎么也笑不像的。
　　　　书摘1　　有些人看来，蒙太奇之于电影，有点像英语四级考试之于大学毕业生。
四级不过，拿不到学位证书。
不知道蒙太奇者，再怎么说，终究不过是外行看热闹。
　　小时候不懂，把那些言必称“蒙太奇”的人一律视为高人。
看电影嘛就看电影，还来个“蒙太奇”，多深奥！
不识相的我常常刨根问底：“到底什么是蒙太奇？
”那些高人们闻言微微含笑，眼神恳切，作俯视众生状，对处在迷茫状态的我深怀怜悯：“蒙太奇都
不知道？
”但是，再不多说一字。
　　到底什么是“蒙太奇”？
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我。
后来才知道，其实特简单。
蒙太奇和“巧克力”、“水门汀”一样，是根据外文单词音译过来的汉字。
蒙太奇，源于法语，原意是连接、组接。
用在电影里，单一的镜头就像一张张照片，蒙太奇就是把静止的照片和照片连接起来，串成一部电影
。
说白了，这功能和缝衣服的线和机器上面摁个螺丝钉的道理没什么两样。
　　电影里充满着蒙太奇。
有人甚至说：没有蒙太奇就没有电影。
可是，刻意去说蒙太奇，其实很奇怪。
　　《庄子》说：“鱼相忘乎江湖。
”鱼自由地生活在水里，不会意识到水的存在。
就像人不会时时刻刻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空气中一样。
边看电影，边问：“什么是蒙太奇？
”就像生活在空气里的人问：“什么是空气？
”　　不知道空气的化学成分的人照样好好地生活着。
不知道蒙太奇的人照样可以快乐地看电影。
看电影，好玩就行了，真没必要知道蒙太奇的存在。
就像吃菜，好吃就行了，没有必要知道是按什么食谱做的。
　　某日，和喜欢美食的某小姐去季风书园，老板神秘地递上薄书一本，名日：《随园食单》，乃明
代才子袁枚的私房菜单也。
小姐捧在手中，两眼发绿。
恨只恨，季风书园不是季风大酒店，不然一定立马撩袖围裙、操锅运勺、依法烹调之。
　　一周后，我又碰到这位小姐。
是否按食单所记实践过?她柳眉倒竖：做过一次，难吃得要命，全部送进垃圾桶了。
　　可见按着食谱未必能做出美味佳肴。
研究蒙太奇头头是道的未必能拍出好电影。
　　出去采访，无数次跟老阿姨们自我介绍：我是某某电视节目的导演。
　　“哦．这个节目经常看的。
”一副老相熟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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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秒钟之后常会又问：“怎么没看到过你？
”免不了一通解释：你们看到的是主持人，导演在幕后工作，不上镜的。
想像得出导演在他们心中的形象：躲在某个秘密的角落，不知道在干点什么勾当⋯⋯　　也有喜欢出
镜的导演。
悬念大师希区柯克就在无数部自己的影片里露过一小脸（大脸？
胖脸？
）。
这成了他的一大爱好，像小孩喜欢咬手指一样。
　　他最拿手的角色是行人。
在《西北偏北》、《眩晕》、《三十九级台阶》、《绳索》、《谋杀者》、《怯场》中，他都演穿过
马路的行人；在《房客》中他演围观的行人；在《失踪的女人》中演沿着泰晤士河散步的行人；《精
神病患者》里出现得最多，一共演行人九次。
其次是以照片形式出现：《救生艇》、《电话谋杀案》里他出现在剧中人手里拿着的杂志报纸上。
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无名氏：《爱德华大夫》里的饭店旅客，《美人计》里宴会宾客、《后窗》里修
钟、《撕破的帷幕》中他怀抱婴儿、《帕拉亭案件》中手拿大提琴、《擒贼记》中看杂技、《玛尔尼
》中在医院走廊溜达⋯⋯忙是忙得来，多得都数不过来。
　　“猜猜看，希区柯克在哪里?”作为一道竞猜题，下次可以推荐给《智力大冲浪》的小辰老师。
　　作为演员的希区柯克，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不说话，不笑，远远地出现在不经意的角落，不看镜
头，神情紧张，不化妆，依旧一副西装笔挺的英国绅士做派。
一句话：怎么演都是他自己。
　　有人说：他这么做是为了表明，此片乃“希记”正宗，谨防假冒。
　　也有戏份较多的导演。
法国新浪潮大师特吕弗拍过一部《以日作夜》，说一个剧组拍电影的故事，打破幻觉，写尽了银幕后
不为人知的种种内幕。
他自己出任剧中导演一角。
自己演自己，不用体验角色，培养感情，演来得心应手，不着痕迹。
特吕弗以身试镜，向观众控诉：导演的苦。
实在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也有不演自己的导演。
意大利大师帕索里尼在《十日谈》里演画师，《坎特伯雷故事集》里演英国诗人乔叟，都是在一段段
小故事中间出现。
他老爱瞧着镜头。
经常画面上布满他一个人的大脸。
目光灼灼。
好像提醒观众：怎么样？
这些都是我的安排。
　　都说导演是演员的一面镜子。
演员看不到自己的表演，所以才有入门时对着镜子练表情的土法。
片场不可能备有镜子。
演员通过导演，知道自己演的戏“过了”还是“收了”。
　　那么，如果导演自己演角色，“镜子”自己去演戏了，谁来当那面“镜子”呢？
如果是电视，可以一遍拍过，导演马上跑回去，叫摄影师把片子倒过来再看。
如果是电影的话，胶片马上冲不好，那怎么办？
　　还有导演当主角的。
远到卓别林，近到北野武，从头到底一人演来，几乎没一个镜头没有他。
　　这怎么导演？
真是不敢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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