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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的大都市上海， 一直以 “快节奏”著
称，速达的地铁、速成的快餐等与“快”结缘的
事物，在这里都格外容易扎根。但眼下，疲于忙
碌的沪上白领开始青睐一些可以放慢生活脚
步的“创意馆”，磨出忙中偷闲的“慢时光”。

在上海各个区， 时下争先兴起 “数字绘画
馆”、传统手工室、个性陶艺吧等创意馆，让白领
有了更多就近消磨时光的去处。 不同于在某个
晴朗的午后，在咖啡屋或书屋打发时间，在“创
意馆”的慢生活，往往伴随着更多互动性，也能
结识更多的朋友。

地处上海中心城区的小鸡啄米手工室，主
要是教授白领手工制作山东的纸鸢、老北京的
风车、四川的竹编椅等传统手工艺品。 手工室
的主人介绍，这里每周开放 6 天，接受散客，也
接待企业团队。 白领们青睐在这里跟着师傅
一起做仿古宫灯、制风筝，共同分享一段怀旧
童真时光。

在另一家数字绘画创意馆， 店面约摸 20
多平方米的小屋内，几名年轻白领正专心“作
画”，看似很难的风景油画，其实已分好色块、
固定好造型， 临摹者只需按画上已标明的数
字，填充画格，即可“绘”出一幅色彩斑斓的油
画。

来上海工作两年多的杭州女孩米雪(化名)表示，
上海忙碌的工作常常让自己觉得喘不过气来， 偶尔
在这里坐上一下午，喝喝茶，作作画，让时光在画笔
中慢慢流逝，也有了更惬意的生活感受。

除了一些特地开辟的“创意馆”，一些白领钟情
DIY 的“创意吧”，召集一帮熟识或不熟识的朋友，找
一处幽僻的上海老洋房，踩在嘎吱嘎吱的木板上，透

过窗外的缕缕阳光，一起品读张爱玲的
《小团圆》，你一段我一段，将书中自己
最钟情的文字缓缓吐出。

（摘自《周末》 郑莹莹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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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旅馆
今年 26岁的张丹曾梦想着当一个威风八面的女馆长。

不过开旅馆并非说说那样简单，小旅馆虽然门槛低，但光张
丹所在的这条短短 500米的街道上就有六七家小旅馆。

除了想当馆长，张丹喜欢看小说，也喜欢写小说，还建立
了小说 QQ群。 一天，张丹突然灵机一动：为什么不开一个
“小说+旅馆”模式的“小说旅馆”呢？ 按照喜欢的小说中的描
写来布置和设计这个小旅馆，提供的服务也是小说式的……
这次的想法竟然在QQ群里获得了广泛支持。

很快，张丹就找到一家因赔钱换了四个老板、有十间房
的小旅馆，重新装修，很快，第一家“丹·小说旅馆”开业了。

2009年，悬疑电影火爆全国，于是第一个月张丹认真选
取了福尔摩斯的十个探案故事为背景，将十个房间进行了巧
妙设计。

当顾客走进旅馆时，小旅馆里播放着福尔摩斯最得意的
小提琴协奏曲； 前台桌上放着一个超大烟斗，
桌边还立着个衣帽架，衣帽架上挂着那顶著名
的圆筒状的帽子和黑包的披风。十个房间全以
“魔鬼之足”、“雷神桥之谜”等悬疑案件进行命
名。 顾客选取好房间，张丹便给他一张写有与

房间名字相同的钥匙牌。 走进房间，顾客会发现床上的字条
上写着一件已经发生但还未破解的根据福尔摩斯侦探故事
编成的“案件”，比如：“雷神桥之谜”房间里就会有“黑夜里丢
失的手枪”。 客人一旦找到房间里玩具手枪的藏身之所，就会
享受九折的房价优惠以及一份免费早餐。

在张丹的小说旅馆里，大家喜欢上了“串门”———顾客破
了自己房间里的案件后， 有的会主动去帮助其他房间的朋
友，有的会故意给别人设置障碍，目的就是让大家都破不了
案，他却在一旁偷笑。

为了拓宽思路，张丹建立了专门的“丹·小说旅馆”网。 她
让大家投票决定新一期的小说旅馆主题，还提前半个月在网
上发布下期预告，让大家来设计情节，甚至还安排已经预定
准备入住旅馆客人的角色， 给他们准备与当月小说主题、角
色扮演相符的服装，让每个人都全身心地参与到小说中来。

不久之前，张丹接手了周边三家经营不好的小旅馆。 但
张丹的小说旅馆连锁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将目前的四家小
说旅馆分为古典小说旅馆、欧美小说旅馆、电影小说旅馆和
网络小说旅馆。

（摘自《生活报》曲慧 /文）

相亲超市
巴黎是座创意之城。 除了

平时经常接触到的时装、 家居
等代表行业， 普通行当也是各
种稀奇创意出没之地， 即使最
普通的超市也很会抖机灵。

在巴黎逛超市，不仅可以看到奇特的商品，还能遇上大批
红男绿女衣着时尚，篮子里只躺着小包装果汁、牛奶和两三个
水果。每当与其擦肩而过，第一反应便是：单身者。浪漫的法国
人可以在咖啡馆和美丽的单身女郎搭讪并送上一朵玫瑰花，
但换成超市，他们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要送只烤鹅给心仪的
女子。 巴黎的老佛爷超市由此想了个绝妙的创意：用篮子表
明自己是否单身，是否愿意接受追求。 办法非常简单，单身男
女可以在进入卖场时在服务台要一只特殊的篮子。 这只篮子
与众不同的地方是有件红色外衣，它像一句暗语表明使用者
的身份和意图。 每到周末，老佛爷超市都人满为患。

我和伊琳同去的那天，因为红色篮子已经发放完毕,所有
单身男女都需要排队等候。 半小时后，我和伊琳为各自的购
物篮套好红色外衣。 货场内，男男女女目光闪烁。 我先按计划
去拿奶酪、面包、洗头水和卫生纸。 伊琳追着我把这些日常用
品一件一件重新放回货架。 她说：“你怎么能拿这么俗气的东
西,会把单身男人吓跑的。 ”

我有点儿蒙，必须买的都不能买，那放什么？ 伊琳挑了两
盒饼干、一份饮料和几个橙子，然后说，放这些就 OK了。我们
极其优雅地挎着轻巧的篮子，在偌大的超市里和本来需要的
日常用品擦身而过。 在护发用品货架前，一个棕色眼睛的男
人走过来问好，我们多少有些局促，他说自己是个雕塑家。 在
他的篮子里，我看到两双袜子和一支牙膏。

离开老佛爷的时候已是华灯初上，超市门口
依然有许多排队的人。一个浪漫的点子让不起眼
的超市变成相亲会场，即使经济低迷，但单身男
女为得到一只红色篮子总要消费点儿什么吧。

（摘自《城市快报》 刘媛 /文）

78 岁的陈有强患腹膜恶性间皮瘤， 全身转移，2011
年 4月发现的时候，已属后期了。他的儿子陈作兵则是浙
江医科大学一附院的毒理专家、医学博士。

愿望
陈有强在浙江医科大学一附院住院时， 陈作兵的

哥哥姐姐、嫂子妹夫全都汇集到医院来，三家人轮流送
饭、守夜。 眼见许多恶性肿瘤晚期的病人瘦骨嶙峋，痛
苦不堪， 陈有强找到医生说：“我实在不愿意再看着儿
女这样奔波劳累，也不愿意自己变成别人那个样子，你
们让我安乐死吧， 如果你们不能这样， 我自己想跳
楼。 ”

老父亲的愿望，也是许多晚期肿瘤患者的愿望。得
知父亲的想法后，陈作兵对父亲说：“爸爸你放心，活着
的时候你要坚强，但走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让你那么痛
苦—————最后一定让你安安静静没有痛苦地走。 ”

陈家召开了家庭会议，商定由父亲自己作决定。父亲
虽为工人，后做农民，但喜读国学，对生命哲学有自己的
见解。 父亲问，化疗、放疗后可以延长多少时间？ 陈作兵
说，效果好也许几个月。父亲又问，多少钱，对人体有什么
不好？ 陈作兵答，全部公费的，副作用是脱发、无力、胃口
不好等等。 父亲说，让我想想。

第二天早上，父亲说：“我想和你母亲回老家去。 ”
回家

从杭州出发，沿着富春江，开车回到老家平时要走两
个多小时，2011 年 7 月，把老父亲和母亲送回村子，陈作
兵开了近五个小时， 他知道， 这是父亲最后一次走这条
路。

富春江两岸景色秀美，车开开停停。父亲平素是个沉
默寡言的人，车停下来，他就在风景处站一会，说些闲话。
陈作兵年少的时候，离开村子到马剑镇上读中学，父亲每
次都空着肚子， 用空罐头瓶子给他带来梅干菜炒肉或者

炒猪肝，父亲那时候还在诸暨汽车站上班，每个月 20 多
块钱的工资，要供养三个孩子。 父亲曾无意间说起，马剑
镇的面条很好吃。 车开到镇上的时候，陈作兵说，爸爸，
我们就在这吃碗面吧。 父亲点了一碗大排面。

上和村在诸暨市西部山区，一条小溪穿过，自然环境
十分优美。父亲回到村子，陈作兵安排亲戚谁也不要多说
什么，“让父亲安静从容地过一段舒心的日子就好了”。母
亲陪伴着父亲，父亲不再吃药，不再打针，只吃些自己最
喜欢吃的东西，“严格说都是中医禁忌的东西， 猪肉，鱼
肉，牛肉，鸡肉……爸爸喜欢吃肉，就让他吃好了。”“爸爸
吃得很开心，一直到去世，他也没有像晚期肿瘤病人那样
变得很瘦。 ”

陈有强整个冬季总是坐在门口的石凳上， 目光所及
是远处的山，满山的毛竹挺拔秀丽。村里的人得知老人病
了，每个路过的人总是要和他说几句话的，这些孩童时就
曾和父亲在一起的人，父亲在最后的半年里，几乎都见到
了。

除了 2011 年 9 月至 12 月在国外进修的时间， 几乎
每个周末， 陈作兵都开车带妻子和女儿回到村里陪伴父
亲。那时候，父亲还可以独自种地。看着山上的泉水，他像
对儿子说，又像是在对自己说：“你看这水，一点一滴流到
小溪里面，流到金沙河里面，再到富春江、钱塘江，最后汇
进东海，无声无息的，人的一生，也是这样啊！ ”

2012 年的春节，是陈家最为热闹的一个春节，陈家
全部汇聚到诸暨市陈作兵的哥哥家里。 父亲给每个孙子
孙女都发了红包。 陈家吃了年夜饭，拍了许多张全家福，
父亲在拍照的时候，始终笑着。

离去
过完春节，父亲就因病重住进了诸暨市人民医院。按

照父亲的意愿和陈作兵的建议，治疗拒绝一切化疗放疗，
只是普通的补液，对症治疗，缓解疼痛。 此时的父亲已经
是昏迷的前夕，疼痛越来越难受，腹水增多，肚子已经隆
起。

陈作兵记得，父亲去世前的一个周末，身体已经非常
虚弱，但还能说些话。父亲说，他的骨灰必须拿回农村，埋
在奶奶旁边。 这是父亲与陈作兵最后的告别。

一周后，2012年 3月 22日凌晨， 母亲打电话告诉陈
作兵，父亲病危，陷入昏迷，医生问要不要抢救。陈作兵告
诉母亲，不要采取积极的抢救措施了，不要打扰他，让他
安静地离开吧。 三个多小时后，陈作兵赶到，父亲已经平
静地离去了。

父亲终究没有吃到自己亲手种下的蔬菜， 母亲将他
生前种下的苋菜做成梅干菜，还把南瓜子取出来晒干，这
些食物陈作兵现在还没有吃完。陈作兵说，如果父亲一直
在医院里，现在肯定还活着，身上插着七八根管子，每天
消瘦下去，脱发，腹胀，“一定是做不了这么多事的—————
和他的亲人和朋友一一告别，回到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
聊天，种菜—————几乎每样想做的事他都做了。 ”父亲平
静而有尊严地走了，“父亲如果还能自己决定的话， 一定
会同意我的决定。 ”

（摘自《南方都市报》5.16�马金瑜 /文）

在普利策奖获得者戴维·马拉尼斯的新书《奥巴马的故事》
中， 奥巴马在 20 多岁时结交的两名女友讲述了那些年奥巴马恋
爱的故事。

5月初。“明胶门”还让人惊魂未定，一
幅“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形势图”迅速蹿红网
络。 随后，这幅形势图所在的网站“掷出窗
外”一夜爆红。除了这个让人触目惊心的形
势图，网站还收集了 2000 余条关于中国食
品安全的负面新闻，随着点击量的过大，一
度瘫痪。

“我自己都上不去了。 ”该网站的创办
者、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专业的一年级研究
生吴恒坐在记者面前苦笑。

自从考上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中心的研
究生，1985 年出生的吴恒就逐渐爱上了一
家小店。 这家店位置好，性价比还极高，一
份铁板牛肉盖饭只卖 10 块钱，牛肉多得让
顾客心生愧疚， 几乎要感觉自己占了饭店
的便宜。 直到 2011 年 4 月，他看到一篇新
闻， 瞬间如同被雷劈中：《多地曝用牛肉膏
制造假牛肉多吃致癌》。 再上网一搜，更多
的有毒食品扑面而来：“毒奶粉、毒豆芽、地沟油……
他恍然发现，自己已被包围，生命岌岌可危。

“我没有那么聪明。 想出破开铁屋子的方法，但至
少我尝试着叫醒那些熟睡或装睡的人， 因为我想，如
果醒的人多了，也许他们能聪明到想出办法。 ”吴恒决
定：做一个专门曝光食品安全问题的网络平台，提高
公众的防范监督意识。

很快，吴恒征集到了 33位志愿者。 有些是他朋友
和同学，更多的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在一个月内，他
们搜集了 2000 多篇事关食品安全的新闻报道， 吴恒
又花 600 块钱租了网络空间，“掷出窗外”于 2011 年 6
月 17日正式上线。 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地区、食品种类
或某个关键词， 查到自己关心的食品领域有哪些危
险； 或是自由补充相关方面内容。 根据 Google Ana－
lytics的统计，5月 6日到 9日，这个网站的访问量累计
153万次。

后来，吴恒根据他搜集的那些报道，写成了一篇
《易粪相食：中国食品安全状况调查》，贴在“掷出窗
外”。 他想表达这样一种含义：我们相互欺骗，最终谁
都无法逃脱有毒食品的戕害，结局势必是集体溃败与
灭绝。

吴恒是一个对自由满怀冲动的人。 由于看不起竞
价排名，他坚决拒绝使用百度；读研第二年，他自愿报
名去宁夏西海固支教一年；又因为做“掷出窗外”而不
得不再次延期一年毕业。 他毫无悔意。

然而“掷出窗外”快一年了，他并没发现现实有什
么改变。 这让他充满了挫败和无力感。 这并不是他第
一次感到无力。 学会上网后，他发现“原来，教科书有
这么多骗我们的地方”。 他打算做一个关于历史题材
的专门网站，“把那些骗我们的文章都贴出来示众。 ”
也就是说， 这个对食物里的毒料穷追猛打的小青年，
也准备对精神里的毒料动手了。

（摘自《南方都市报》5.9� �冯翔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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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少轻狂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会
有一些浪漫的情事，美国总统奥巴马也不
例外。 当 1980 年考入加利福尼亚州西方
学院时，奥巴马只有一个想法：“追女孩”。
奥巴马很轻松地加入校篮球队，并很快成
为主力。 不过让他遗憾的是，学校女生似
乎对运动型男生没兴趣。 于是，奥巴马不
顾教练的挽留，毅然地退出篮球队，转而
到学校咖啡店当了个备受欢迎的“打工
仔”。

奥巴马在这里遇到“文艺女青年”迈
克尼尔，顿时心生爱意。 1982 年，他们曾
在纽约度过了整个夏天。

随后，奥巴马转学至哥伦比亚大学就
读。 在迈克尼尔返回洛杉矶之后，两人继
续用书信传情。奥巴马寄给迈克尼尔的信
件和日记展示了他当时的心态———一个
严肃、认真的年轻人努力希望在社会中获
得种族认同和地位。 奥巴马曾抱怨说，他
在社会阶层、组织体系和文化传统方面没有归属感。

迈克尼尔对奥巴马的回忆半带着责备。她说，奥巴马
“满脑子都是选择的念头”，“他这一生有过真正的选择
吗？ 他有过自由的意志吗？ ”最终，这段恋情无果而终。

1983年，22 岁的奥巴马在一次圣诞晚会上恋上了比
自己大 3岁的吉内威芙·库克，两人交谈后交换了电话号
码。库克是一名澳大利亚小学教师。她在日记中写道，“他
身上混合了汗味、烟味、香槟味、吃着葡萄干的味道，还有

呼吸的味道。 ”两人相见数天后，奥巴
马请库克共进晚餐。

两人很快走到了一起。 据马拉尼
斯描述，库克和奥巴马之间的关系是
“奥巴马年轻时代最深层次的浪漫关
系”。 他们有很多共性，例如写日记。
库克将自己看成一名观察者，奥巴马
也是如此。 两人都担心自己的身份，
独立性都很强，充满朝气，怀有替世
界打抱不平的理想。 书中还写道，这
对年轻的恋人将很多时间花在烹饪
上， 奥巴马喜欢按照祖父传授的办
法，做姜牛肉和金枪鱼三明治。

“他的温柔非常明显，但其余的
部分则像锋利的刀一样，我觉得这让
人很不安。 ”库克在 1984年 2月的一
篇日记中表示，“我不得不承认，我会
出于某些原因对他感到愤怒，各种原
因。 他的温柔具有迷惑性。 尽管他说
着甜言蜜语，显得开放、值得信任，但
其中仍有不少冷酷。 ”

1985 年 5 月，奥巴马和库克的感
情走到了终点。

事实上，奥巴马在恋爱初期就曾
经告诉库克，他心中的理想女人是：坚强、正直、爱笑、经
验丰富的黑人女性。 而奥巴马心中的这个“理想女人”似
乎注定就是米歇尔。和库克的感情结束数年之后，奥巴马
在芝加哥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里遇到了米歇尔。1992年，
奥巴马将这位“坚强、正直、爱笑、经验丰富”的指导老师
娶回了家。

（摘自《看世界》2012年 5月下 阿南 /文）

医学博士
为癌症父亲作最后选择

得知父亲身患恶性肿瘤晚期的陈作兵，把父亲送回
了浙江诸暨老家。 他是浙医一院毒理专家、医学博士，他
没有选择放疗化疗，而是让父亲安享最后的人生。

“我尝试着叫醒那些熟睡或装
睡的人。如果醒的人多了，也许他们
能聪明到想出办法。 ”

欢唱属于快乐的人
由 《文萃报》、

《文萃周末》及湖南
经视联合举办的大
型大龄电视歌唱大
赛《幸福来欢唱》的
海选仍在火热进行
中。 在 5月 19日的
直播中， 最吸引人
眼球的莫过于来自
长沙的金婚夫妇———78岁的肖发老人与他 72岁的老伴黎
翠芝女士。

肖老头戴时髦的软檐帽， 那把长长的白胡子是他最得
意的个人标志。一进演播厅，肖老便幽默地用英语跟评委们
打了声招呼：“Long time no see！ ”黎奶奶说，她和老伴特别
爱唱歌， 之前自己身体抱恙， 老伴每天都在她身边为她唱
歌，才让她能够保持快乐的心情，迅速康复。 这次为了参加
《幸福来欢唱》，他们还特地排练了两首英文歌曲。看着黎奶
奶甜甜的笑脸， 肖老轻声用英语对老伴说了声 “I love
you”，一向严肃的评委们也不禁被浓浓的爱意打动，直夸他
们是排名第一的恩爱夫妻。

《幸福来欢唱》自开赛以来，一直受到观众的热捧。选手
们除了精心准备参赛歌曲，为了增加胜算，他们还想了不少
吸引眼球的奇招。

为了美美地上节目比赛，“刘大姐”特地起了个大早，因
为准备的曲目是湖南花鼓戏， 她必须用传统的油彩为自己
化个“浓墨重彩”的妆。除了在妆容打扮上花心思，“刘大姐”

的比赛过程也是充满转折，明
明一开始是湖南花鼓戏，被她
唱着唱着就转成了安徽黄梅
戏， 听者的意外神情显然在
“刘大姐” 的意料之中，“大家
都是来唱歌的，必须得在其他
方面下功夫才能更让人记
住。 ”

57 岁的翟长军专门从北
京赶到长沙来参赛。 身为演
员的他曾经在 83 版 《西游
记》中短暂出演过猪八戒，这
次来比赛也是以猪八戒的造

型亮相，一曲《敢问路在前方》唱毕，没过足戏瘾的他还
要求与评委刘赵黔合演一段“猪八戒背媳妇”，盛情之下
“黔黔姨”只好害羞地说：“下次，下次。 ”

“来《幸福来欢唱》只问快乐。 ”作为长沙一家企业的负
责人， 年过六旬的选手何家宁说：“因为歌声属于每个追求
快乐的人。 ”

63岁的何家宁还是个发明家，共有 60项发明专利。 他
素爱唱歌，歌声十分有穿透力，可是比赛时有些紧张，发挥
得不够好，不过他并不在意，走出舞台便在外场向观众们打
起了太极，并兴致盎然地说：“不管是歌声，还是太极，我只

想给大家带来生命的赞歌和幸福的赞歌! ”
据悉， 到目前为止，《幸福来欢唱》 共近

1500名选手参加海选。 复赛将于 6月 2日起
展开。

（本报记者 姚瑶）

所谓纠客，是一群到处找 BUG的高手。 BUG一词，在
影视剧中被翻译为“穿帮”。 纠客是一群爱较真的人，他们在
意细节，因此能发现常人所不知或忽略的错误，而一旦发现
错误，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地通过网络公之于众。

每一处穿帮都是“抠”出来的
今年 26 岁的冬子是一名专职资深纠客， 目前国内

BUG 交流与分享平台“穿帮网”上的不少作品她都参与制
作。 冬子笑称自己有这个毛病大概四五年了。

找穿帮镜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仅需要敏锐的观
察力，还需要具备丰富的知识。 “每一处穿帮都是一点点地
‘抠’出来的，因为那些画面一闪而过。 ”

冬子说，影视剧的穿帮镜头大体可以分三种形式：一
种是道具穿帮。比如《金婚》里主人公爱看苏联小说，1972
年才出版的书，剧中 1956 年就摆在书架上了 ；再如 《奋
斗》里陆涛衣服的变化，上楼前是黑衬衫，上楼后就变成

粉衬衫了。
电影 《唐山大地震 》一上映 ，纠客们

便毫不留情地找出 10 处穿帮的地方。 其

中一幕，方登的养父母穿的军装上明显出现军衔，就有
纠客指出它是一处硬伤：我国从 1965 年起开始取消军衔
制，第二次实行军衔制是在 1988 年，而剧中当时是 1986
年。

二是镜头的连续性。 上一个镜头餐盘里的食物快吃没
了，下一个镜头又变多了。 《房前屋后》里搬家的一个镜头，
从外面进院子是 9点，紧接着的一个镜头是从院子里进屋，
这时时间就变成 6点了。

三是剧组人员或设备等被拍在画面里的穿帮。 比如
《士兵突击》第 5 集里，就把话筒拍到画面里了，并且持续
了好几分钟，还有一集是把剧组人员的脑袋拍在画面里
了；《金婚》里有一集是窗户玻璃上映出了剧组人员的影
子；《疯狂的石头》 里宝马车标映出了摄像机的影子等
等。

“一个人的知识面毕竟是有限的，但影视剧中涉及的
内容却是无限的。 我个人的做法是怀疑一切，剧中一切
自己认为可能穿帮的地方，就去查证相关资料来证实。 ”
冬子说道。

纠错出自善意
看电影是一种娱乐，这样“找茬”

是不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
纠客李威仪却不这样认为。 “这

丝毫不会影响电影带给我的乐趣。
我看电影时并不会去纠错， 只是在
回味电影时我才会思考， 我觉得挺
有趣的。 ”把看似枯燥难懂的知识与
大家喜爱的电影结合起来， 在他看
来，更重要的是能起到科普的作用。

而“穿帮网”的发起人阿布则认
为，纠客是一种“自觉的社会监督”。 “对影视的纠错，我觉得
是善意的，是有积极意义的。 好莱坞在上世纪很长一段时间
保持着良性的自纠自查的严谨态度。 规避穿帮镜头的过程
就是提高拍摄技术、升级器材道具的过程。 如果年轻的导演
能了解到前辈们曾经犯过怎样的错误， 自己在做片子的时
候，就一定会小心”。

（摘自《广州日报》 梁蝉、黄嘉玲 /文）

纠客：用科学在电影中“找茬”

� 恩爱的金婚夫妻

发明家何家宁大秀太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