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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纪录电影《里斯本丸沉没》正在全国各大院线热

映，当然，说“热”映大概存在事实的“错位”，实际上这部纪

录电影上映两周，票房仅2000万，这对院线电影来说并不

亮眼。但从另一个维度来看，该片上映以来，豆瓣评分已达

9.3分，同时各大媒体持续报道，知识界广泛热议，其影响力

正从电影领域向社会话题溢出，形成当前的一个文化热点

事件。

《里斯本丸沉没》讲述的是一个真实事件，1942年9月，

日军征用货船“里斯本丸号”准备将英军战俘从香港运送到

日本，行至中国东极岛海域附近时，美军巡逻船发射鱼雷击

中船舱尾部，日军为了防止战俘发生暴乱，将船舱封死。在

船舱下沉过程中，附近的中国舟山渔民从水中拯救了384

人，但最终仍有828人死于这场悲剧，他们或随船沉没，或

在逃生后溺亡，或是漂浮在海上时被日军开枪射杀。

应当说，这段尘封82年的沉痛往事，并非不为人知，20

年前就有该事件相关史料的报道，英国历史学家托尼·班纳

姆在2006年也出版了《里斯本丸沉没：英国被遗忘的战争

悲剧》一书，浙江舟山本地作家杨怡芬也在去年9月出版了

以这段历史事件为基点所创作的长篇小说《海上繁花》。但

纪录电影《里斯本丸沉没》上映后，依旧引发了持久回响，端

赖于该片具有全新的历史发现、审美发现与思想发现，进而

在史料的厚度、情感的力度与思辨的深度交相辉映中，重新

生成新的文化景观。

历史发现：扎实的史料支撑与全新突破。关于历史的言

说与叙述，前提都要依赖于扎实的史料支撑。傅斯年在针对

史料学研究时，曾有过一个有趣的说法，“我们不是读书的

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史料学如

此，以历史为内容向度、以真实为精神尺度的历史题材纪录

片也应如此。

影片中导演方励以“调查者”的角色出镜，围绕“82年前

这艘沉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历史因由展开调查，团

队足迹遍及中国、英国、美国、日本等涉事国家，遍访“里斯

本丸”事件中的幸存者、遇难者家属、救援者、历史学家等群

体。为了找到更多幸存者或战俘后人，主创在《星期日泰晤

士报》《每日电讯报》《卫报》上刊登了整版寻人广告，8年中

他们走遍了上百个英国小镇，采访了150多个战俘后人和

幸存者，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借助对历史事件亲历者以

及旁观者丰富的口述史料，彼此交叉互证，主创回到历史现

场，将散落的残简断篇，一点点拼凑成界标清晰、形貌完整

的事件场景，并采用动画手段，情景再现事件的来龙去脉，

最后证成历史真实。

更为人称道的是，方励团队耗时两年利用水下无人机、

海底声呐等精密设备勘测调查确定沉船位置，并通过草图

对比证实了这便是当年沉没于海底的里斯本丸号，这个关

键历史证物的发现是开创性的，进而让该片“镜头考古”的

史料价值极大提升。

审美发现：以个体痛史钩沉集体创伤记忆。写实精神之

外，优质纪录片还应该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这是其有别于

新闻和专题的幽微之处。不少历史题材纪录片，在史料的搜

集和还原上不遗余力，但有时会止于冰冷的文献堆砌和机

械的事件罗列，从而使其在美学超越上后继乏力。由此可

见，对纪录片来说并不是缺少史料，而是缺少有血有肉、直

抵人心的人物故事。

纪录电影《里斯本丸沉没》不仅有严谨的调查、翔实的

资料，同时也不乏全新的审美发现，这种审美发现就在于该

片在时代洪流中聚焦具体的个人，讲述凡人的命运故事，讲

述普通家庭的离合悲欢，让小人物的创伤叙事与历史浩劫

关联，让精细的学者考据与一代人的情感结构交互，从而通

过个体的痛史言说生成丰沛的情感张力。

影片以99岁的丹尼斯·莫利和98岁幸存者威廉·贝宁

菲尔德两位船难生还者口述为叙事主轴，同时也广泛采访

事件当事人或后人，通过他们的叙述，这段在二战叙事中一

直遮蔽的沉船往事被逐渐“打捞”，那些随沉船消逝的828

个“无名之辈”的画像也渐次清晰。例如，22岁的英军士兵在

写给只有5岁的弟弟的家书中，把母亲和家托付给他，这封

皱皱巴巴的电报被弟弟放在钱包里40年；在一个遇难炮兵

的家族墓地上，墓碑下没有遗骸和骨灰，墓碑上只有一行小

字：“列兵，可能被淹死”；年轻军官写给家人的信件上，令人

动容地写着“我们很快会相聚”等字眼。

即便是对日方、美方涉事者的创伤记忆，影片也一一进

行了呈现。如里斯本丸号船长经田茂晚年每天要抽50多根

烟，直到睡着了嘴上也叼着烟，最后罹患肺癌而死；美军发

射鱼雷的机械师加菲尔德，在得知里斯本丸号死去的都是

盟军后，患上精神疾病而退伍。

这些在过往历史中无人问津的个人痛史与家庭血泪

史，在《里斯本丸沉没》中被悉心捡拾，通过个人和后人的深

情讲述，个人叙事成为历史叙事的有力承载者，这段历史瞬

间变得鲜活而真实，令人挥之不去。

思想发现：以共同体叙事拓展反战命题。《里斯本丸沉

没》有着鲜明且强烈的反法西斯立意，并且这种反战意图并

非被慷慨激昂地宣之于口，而是在影像修辞的巧妙铺陈

中，不动声色地展示。例如，主创利用动画情景再现出的当

时场景，在遭受鱼雷重创之后，日军停止供应食物、水和照

明，甚至为了防止战俘逃亡，将所有英军封锁在船舱底，用

木条和帆布将船舱钉死，并将试图逃脱的英军战俘开枪射

杀。无须更多观点阐述，《里斯本丸沉没》就达成了影像论

证，告诫着观众“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

着重犯。”

除反战主题之外，该片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拓

展着新的思想发现。影片中，当舟山东极岛渔民注意到落水

者后，在并不清楚落水者身份的情况下，毅然顶着枪林弹雨

和滔天巨浪，驾驶着舢板向事发海域进军。46艘小船、65次

往返，经历了一天一夜救援，拯救了384条生命。这种不分

国别、不分人种，只是有人落难就要出手相救的朴素情怀，

正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的最好折射。

事实上，方励团队拍摄创作《里斯本丸沉没》影片，本身

就是一种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展开的创作。不难发

现，该片的叙述重音并非浓墨重彩地展现舟山人民对英国

军人的救援行为，相反，它将更多笔墨聚焦于“里斯本丸号”

失事当天的历史真相以及那些逝者的人生故事，这就使得

该片能够站在人类立场对战争反思，体现了一种时代胸怀

和国际视野。

[作者系浙江传媒学院电视与视听艺术学院（纪录片学

院）副院长、副教授]

《里斯本丸沉没》的三重“新发现”
□戴 硕

电视剧《大海道》

书写新疆当代青年的速度与激情
□武亚军

关 注

影片《只此青绿》根据同名舞蹈诗剧改编而成，由中国电影

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领衔出品，周莉亚

和韩真为导演。该片以故宫博物院举办《千里江山图》展览为缘

起，讲述展卷人在想象中揣摩和进入宋代18岁少年画家希孟内

心世界和作画过程。观众跟随这位展卷人跨越近千年漫漫时

空，仿佛亲睹希孟呕心沥血地忘我创作、同那些无名劳动者一道

奉献出这幅传世名画的生动感人场景。

看过舞蹈诗剧的观众，再来观看由它改编成的影片时，想必

首先会若有所失：失去了同成百上千观众同场观看真实演员舞

台表演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和共同体验。不过，重要的还是看能

否另有所得作为补偿，即能否获得剧场观看时所没有或不充实

的那些新内容。应当看到，运用电影样式去改编《只此青绿》，本

来可以有多种不同方案选择的：一是极小改动方案，就是把原有

舞台艺术几乎原样呈现，只不过让其因电影手法的运用而变得

更逼真生动；二是较大改动方案，对原有故事元素予以拆散后重

组，引入新的故事情节和人物重构剧情，拓展出新题旨；三是介

乎这两者间的居中改动方案，即在保留和依托原作精华前提下

略做剧情延伸、心理深化和表达强化，以便有节制地拓展、深化

和提升总体表达效果。目前看，这部影片选择了第三种方案即

居中改动方案，既不保守也不激进，以期取得圆满的改编效果。

确实，看过这部电影后，感觉它可以给观众带来一些新鲜感。

首先是视听奇观营造。影片高频率运用蒙太奇组接、视频

摄制、动画、特技特效等电影手法，频繁实现场内场外灵活切换

和交融，给观众带来更逼真而又丰盛的视听觉感官享受效

果。问篆篇让众演员表演刻章过程，以特写镜头展示从屋内

舞到露天舞的动态过程，直到刻出大篆书“希孟”二字。唱丝

篇安排白衣裙女子群舞，舞者们右手握筛、全身起舞，而希孟

也加入其中。该舞蹈场景位于湖上芳洲，一叶扁舟飘荡而过，

再演化出二十多位女子集体舞造型。寻石篇让展卷人随石匠

上山采石，希孟继续作画，山中小屋出现采石人舞姿，随后彩

色石料化为彩色颜料，再出现高耸发髻造型的女舞者“青绿”

同展卷人和希孟的三人“对话”。习笔篇为红衣女官集体舞，

让“宋代四雅”渐次展现，展卷人目睹希孟 15 岁时跟随翰林画

院先生学画情景。淬墨篇中的墨匠制墨工艺由黑衣男群舞表

达。入画篇再现希孟目睹“青绿”而挥笔作画，让女子集体舞同

希孟作画之间交织一体。当画家在水中、地上和屋内挥笔作画

时，舞者们翩翩起舞，随即希孟眼泪化为舞者组合成的青绿山水

画。这样的视听奇观营造确实带给观众以舞台剧所没有的高清

而立体的视听体验。

再就是剧情实现拓展。影片把原有的七篇（即展卷、问篆、

唱丝、寻石、习笔、淬墨、入画）内容拓展到现在的十篇，即壹问

篆、贰初见、叁唱丝、肆听雨、伍寻石、陆习笔、柒青绿、捌淬墨、玖

苦思、拾入画。具体是舍去了开头的展卷篇，而新增的四篇初

见、听雨、青绿和苦思各显其独特叙事功能。初见篇叙述展卷人

第一次见到希孟作画，后者于熟睡中似被展卷人惊醒，两人对舞

而又分立，熟悉而又陌生，由此细化展卷人想象中与希孟初见时

的亲切感与陌生感，激发起前者深探后者人生与绘画世界奥秘

的好奇心。听雨篇刻画希孟雨中舞蹈情境，他在青山绿水间于

水上起舞，先后以特写、全景、中景等多种镜头组合去描写，包括

水中舞时水滴的大特写镜头，还描绘了他由仰卧水中转化成仰

卧房中地板上、绢上运笔作画，引得展卷人出场观看。这就把观

众带入希孟雨中起舞而产生创作感兴的如梦似幻山水实景中，

强化了逼真感和动情效果。青绿篇让众女舞者着绿色上衣和蓝

色裙子，领舞人全身蓝色衣服裙子，袖子末端变浅蓝渐绿，形成

青绿衣服女舞者的集体舞，同画中青绿山水形成近乎精准的相

互映照关系。这就补足了舞蹈诗剧所没有的青绿山水与女演员

表演相交融的人景合一场面，丰富了观众对于青绿山水及其幻

化的人体舞姿世界的鲜活体验。苦思篇把观众带到雪天里，只

见希孟手抱画轴卷，展卷人同他伴舞，还为他披上麻黄色衣服，

似乎让希孟在感动中继续作画。这里再现了希孟以精益求精的

精神作画并且反复精雕细刻的创作态度。这一系列剧情拓展，

让观众更加全面而真切地体验到宋代画家的心理世界及其笔下

青绿山水世界的魅力。

重要的是，影片透过跨时空情境而尝试深探宋代画家心

境。其主要影像效果集中体现在对希孟微妙心理世界的探寻

上。展卷人好奇的是，希孟15岁到18岁之间的人生究竟有着怎

样的故事。习笔篇让展卷人看到少年希孟学画时被教师称赞

“孺子可教也”，师生跳起了欢快轻松的蒲扇舞。青绿篇中的希

孟问道：何谓青绿，是心中所念，还是手中所痴？淬墨篇中展卷

人发出这样的灵魂叩问：如果你知道此生只有短暂的 18岁，还

会为了一幅画而燃尽自己的生命吗？当展卷人在雪中奔跑着气

喘吁吁地叩问时，希孟则仿佛以自身的安静作画作为答案。在

二人跨时空的对话中，展卷人目送希孟雪地呈送画卷。这里展

现出了展卷人在同希孟展开古今跨时空对话时品尝到的裂缝

感、融汇感以及他们之间的交汇感。

或许，影片带给观众最主要的东西在于，合理运用电影手法

特长，在更加逼真而生动的视听奇观中深探中国式“文心”的宋

代画卷以及宋型文化的独特风采，由此重建被遗忘的中国式“文

心”世界，进而寻求高新媒介技术营造的现代美学影像与古典

“文心”世界之间的当代汇通，共同以文心影像世界而让观众品

味。看罢这部影片，我尽管还在想着那个没有被选中的较大改

编方案，设想假如选中了又会如何，但还是乐意确认，这部影片

目前的成绩已经顺利抵达预期目标，当然期待今后的这类改编

之作还可以进而向更新更高远的境界攀登。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大海道，因其独特的雅丹地貌特

征，被网友称为“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

方”。这里，地貌壮阔，文明交汇。作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与时代同行 与人民同心”新时代优

秀文艺作品重点展播电视剧，由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指导、腾讯视频出品的

电视剧《大海道》便取景于这个古丝绸

之路上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

该剧讲述了以林浩、哈里克为代

表的新疆青年，从小便热爱摩托车竞

技运动。性格迥异但同样执着的两个

人，在新疆大海道无人区相遇，此后成

为不断竞争、彼此学习并相互超越的

“欢喜冤家”，而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们

又能携手共克。最终，在镇干部郝强

和西琳、创业青年沈笛以及家人和新

疆各界朋友的帮助下，林浩和哈里克

成为专业选手，最终站到了世界级专

业摩托车拉力赛舞台上的传奇故事。

为最大程度还原这一具有传奇色

彩的大海道故事，主创团队从2021年

便开始深入新疆，融入当地生活，挖掘

故事素材，选择场景，用“笨办法”展现

创作初心。在3个多月的拍摄过程中，剧组扎根新疆，克服

各种艰苦条件，将镜头直接对准质朴、纯粹的边疆青年和不

同人群，让观众感受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炙热、宽

容、团结和不懈的进取精神，从另外一个侧面感受到地远而

心近的大美新疆。

从戈壁小镇到恢宏大海道，从质朴追梦的热血青年到

一心为建设家乡兢兢业业的基层干部，从壮丽景观到风土

人情，《大海道》尝试立体化、细节化地呈现生动的新疆图景

和青春人生。值得一提的是，该剧并没有采用宏大叙事，而

是将边疆发展糅合进一群青年人的成长叙事之中，温情地

展现了边疆发展的人文风光。故事开篇便充满了烟火气：

玩闹的孩童、忙碌的父母、美味的烤肉店、热烈的摩托车表

演……质朴的场景渐次铺开后，创作者又添加了一段生活

小插曲：一群乡亲聚在一起围观小羊打针，由于打针的人是

新手，导致小羊主人担心不已，场面热闹、诙谐。开篇短短

几笔，便埋下了富有时代感和生活气息的叙事基调。

林浩、哈里克等年轻人关于摩托车竞技的故事，正是在

这种平淡生活中如电光火石般展开。一场场激烈的比赛，

一次次在沙漠、道路上的超越，不但让观众产生视觉快感，

更促使观众将自身代入到他们对速度的追求和对自我潜能

不断挑战的情境之中。这种追求和挑

战，不仅仅是属于剧中年轻人的，更是

我们每个人所时时期望的。

电视剧《大海道》讲述的是当代新

疆发生的故事，也是一群因为热爱而

奋力前行的青年人的故事。该剧并未

将视点聚焦在某一个人身上，而是以林

浩和哈里克为中心，展现了一代代向阳

而生的新疆青年的成长。在大海道逐梦

之旅中，林浩和哈里克等结识了不少志

同道合的朋友，如行事干脆果敢、有野

心有胆识的沈笛；个性火爆，做事风风

火火的西琳；一心为了大堡镇发展的

基层干部郝强；性格沉稳、重情重义、

足智多谋、待人真诚的赵有为等。

这种塑造方法，实际是一种“后

景”式的写法，也就是在聚焦于林浩和

哈里克等“机车逐梦”的“前景”故事

时，也观照了他们成功背后的力量之

源，即通过次级叙述的方式，向观众展

现了在他们成长道路上，还有为他们

的成功铺路架桥的基层干部、青年创

业者和乡亲们。是他们在大海道中将

林浩和哈里克等人的野性与不羁，成

功引向勇于超越自我的成功巅峰。这种创作方法，使叙事

的层次更为丰富，所表现的社会面也更为多元。

除了表现不同层面的边疆人的生活和思想，《大海道》

中沙海放歌的励志故事还有一个主题，就是探讨关于个体

命运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剧中，林浩和哈里克等人在大海

道中疾驰、挥洒炙热青春，就是人与这片土地的一种相互影

响、相互成就——人因土地而生长出倔强，土地也因人而具

有了生命感，从而使全剧出离了传统的征服与被征服关系，

这大概也是创作者在大海道中所体悟出的独特生命哲学。

（作者系中央戏剧学院教授）

本报讯 9月 9日，中国音协

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音

乐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座谈会。会议由中国音协分

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韩新安主持。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主

席叶小钢在讲话中就音乐界贯彻

落实好全会精神提出了四点要求：

一是铸牢精神之魂，切实把学习贯

彻全会精神与学习践行习近平文

化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团结引领音

乐界和广大音乐工作者持续深化

理论武装、加强内化转化，把深化

改革部署要求落实在担当新时代

新的文化使命伟大实践中。二是把

握事业之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出成果和出人

才相结合、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

通，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

组织工作机制，不断提升音乐创作

的组织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平。三是

夯实发展之基，持续把“做人的工

作”与“推动音乐创作”有机贯通起

来，更好地培养人才、发现人才、珍

惜人才、凝聚人才，形成用事业激

励人才、让人才成就事业的生动局

面。四是坚持系统观念，加强整体

布局、谋求全面发展，形成全国音

协“一盘棋”工作格局。

座谈会上，李心草、杨燕迪、何

沐阳、宋飞、廖昌永、于海、吴玉霞、

石倚洁、许诺等结合工作实际和艺

术实践分享了学习体会与感悟，同

时围绕推进当前音乐领域深化改

革交流了意见建议。

（许 莹）

中国音协召开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座谈会 本报讯 9月 21日晚，由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

文化和旅游厅、苏州市人民政

府主办的2024长江文化节在

张家港开幕，活动立足长江全

域，突出对外交流，坚定文化自

信，讲好新时代“长江故事”。

本届开幕式以“面朝大海”

为主题，分江河为源、说唱为

缘、大爱为圆三个篇章，汇聚长

江沿线优秀曲艺表演团队和国

内外幽默艺术名家，既有昆明

说唱《瞌睡·枕头》，苏州评弹说

唱《幸福苏州人》等独具长江地

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文艺节

目，更有创新表现东西方代表

性文物超时空碰撞的滑稽节目

《博物馆惊魂》和展现全球青年

文化共鸣的群口相声《老外看

诗词》，充分展现了本届长江文

化节的开放气质。

据了解，2024长江文化节

延续“融合·弘扬·共享”主题，

坚持政府主导、沿江联动、省域

共举、社会参与，围绕“文物、非

遗、艺韵、行走、开放”五大主题

板块，精心推出14项精彩纷呈

的活动，强化从“长江源头”到

“江尾海头”的交流合作，共同

讲好新时代“长江故事”。

2024长江文化节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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