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中国最成功的高档汽车品牌，一汽-
大众奥迪依托全球无可比拟的顶级足球资
源，长期鼎力推动豪门球队访华，深化我国足
球土壤培养。 2017年 7月，“2017奥迪足球峰
会”在上海体育场、深圳大运中心体育场两度
燃起战火。

在上海站比赛中， 德甲霸主拜仁慕尼黑
与英超豪门阿森纳之间展开巅峰对决， 吸引
了现场近四万球迷和奥迪粉丝的观战。 在深
圳站比赛中， 拜仁慕尼黑与AC米兰上演了
又一场王者之战， 吸引了来自深圳及周边地
区近 4万球迷和奥迪用户前来观战， 创下了
今夏国内足球赛事的入场人数纪录。 最终，
AC 米兰以 4:0 的比分击败拜仁慕尼黑队。
“2017奥迪足球峰会”为中国球迷带来了又一
个难忘的夜晚。 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一汽-大
众奥迪让足球成为了主旋律。

在“2017 奥迪足球峰会”上海站和深圳
站比赛中，一汽-大众奥迪还在拜仁球员休息
区旁边专门设立了奥迪专享坐席（Audi
Seats）， 在一汽-大众奥迪同期举办的“2017

奥迪球迷冠军杯” 比赛中获得各站冠军的球
队， 就可以获得在奥迪专享坐席上观战的待
遇，感受近距离观摩顶级赛事的极致体验。

从 2002年起， 奥迪就依托顶级足球资
源，不断邀请世界足球豪门来华比赛，为中国
用户和球迷带来世界顶级的足球观赛体验。
此次“2017奥迪足球峰会”，无疑又一次将足
球文化在这个夏季燃爆。 未来，一汽-大众奥
迪还将继续深化与足球优势资源的合作，促
进中国与欧洲先进足球文化之间的交流，助
力中国足球事业的健康发展。

力推足球文化升级 再邀豪门赴华约战
“2017奥迪足球峰会”再献豪门盛宴

■本报记者 姜方

记者手记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启航》将揭幕上海国际艺术节

上海爱乐乐团 2017-2018 音乐季演出公布

本报讯 （记者徐璐明）记者昨日获

悉，上海爱乐乐团 2017-2018 音乐季将

于 9 月 5 日拉开序幕。 新音乐季仍将坚

持“爱上海，爱音乐”的城市古典音乐传

播和普及路线，推出大师与经典、音乐多

棱镜、节庆、走近爱乐及室内乐等五大系

列近 40 台音乐会。
推介中国作品和支持中国作曲家的

创作历来是上海爱乐乐团的优良传统，
也是作为中国职业乐团义不容 辞 的 责

任。在新乐季中，一批华人作曲家的作品

将由爱乐乐团进行世界首演。
10 月 20 日， 乐团驻团作曲家龚天

鹏的最新作品———交响合唱《启航》将作

为第 19 届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音乐会

亮相上海大剧院。 指挥家汤沐海将携手

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 男高音歌唱家韩

蓬、女高音歌唱家许蕾共同献演。张小平

交响组曲《井冈山》、龚天鹏以一带一路

题材创作的第八交响曲 “蓝色弹珠”、青
年钢琴家吴牧野担任作曲并演奏的两部

中国作品钢琴协奏曲《戏曲印象》和《上

海遇见》以及王建民的笛子协奏曲《第一

中国随想曲———东方印象》（交响版）都

将由乐团在新乐季中与观众见面。
华人原创与西方经典并重是乐团坚

持的理念。在新乐季中，乐团依然将经典

作品作为乐季的重点之一。在“大师与经

典”系列音乐会中，贝多芬的第一到第九

交响曲将于四场音乐会中，整体呈现给观

众；此外，乐团还将呈现马勒的《第三、第
四交响乐》、布鲁克纳的《第七交响乐》以
及他的《第六交响乐》在中国的首演等。

值得一提的是， 自 2016 年上海爱

乐乐团与费城交响乐团签订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后， 双方的合作逐步开展。 今年

8 月， 上海爱乐乐团的弦乐和木管声部

首席受邀赴美国， 与费城交响乐团演奏

家们开展交流活动。 上海爱乐乐团此次

出访， 除了参加费交艺术总监雅尼克执

棒的交响音乐会之外， 还就双方后续合

作达成共识。 明年 3 月 3 日， 指挥家张

艺将携手费城交响乐团大提琴首席倪海

叶演绎埃尔加 《大提琴协奏曲》， 而双

方共同委约创作的根据京剧改编而成的

交响组曲 《曹操与杨修》 也将在新乐季

中呈现。
上海爱乐乐团常务副团长孙红介绍

说，除了举办公益惠民音乐会、社区音乐

会和“高雅艺术进校园”以外，随着年底

乐团旧址改建完毕， 上海爱乐乐团开放

日活动也将再次启动， 一批客席艺术家

都将利用来团排练演出的间隙， 与乐迷

进行互动交流。

ｗww．whb．ｃｎ
２０17 年 9 月 1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郝梦夷 9

细腻情感穿破历史迷障
美剧《王冠》第一季获艾美奖13项

提名，第二季今年12月播出

近日， 由美国视频流媒体服务提供

商 Netflix 投资的热门美剧 《王冠 》第二

季预告片曝出，除“女王”克莱尔·福伊、
“菲利普亲王” 马特·史密斯、“丘吉尔首

相” 约翰·利特高等原班人马悉数回归

外，新加盟的摄影师安东尼将由马修·古

迪出演， 他就是女王妹妹玛格丽特公主

未来的丈夫斯诺登勋爵。该剧将于 12 月

播出全部十集。不久前，在九月即将揭晓

的本届艾美奖上，《王冠》 第一季获得了

13 个重要提名， 包括剧情类最佳剧集、
剧情类剧集最佳女主角、 剧情类剧集最

佳编剧等。
皮特·摩根日前接受外媒采访时说：

“完成《王冠》第二季剧本的过程相比第

一季更加有趣，却也困难重重。剧中诸多

主人公依然健在， 你必须认真对待这些

人和他们身上背负的历史。 如果你没领

会到位，人们会拒绝它。 ”

“英国制造 ”有望再度斩
获艾美奖剧情类最佳剧集

去年 11 月 ，美剧 《王冠 》第 一 季 首

播， 作品讲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

传奇人生， 刻画了君主制下的女王面对

家庭和王冠时的选择。 剧情时间设定从

1947 年女王和菲利普亲王结婚开始，到

1955 年玛格丽特公主和皮特·汤森订婚

结束。 该剧虽由美国公司投资，但主创

班底几乎都来自英国。 这部“英国制造”
的作品自播出后收获好评无数，美国评

论家也纷纷支持它把艾美奖收入囊中。
现当代以来 英 国 王 室 中 的 种 种 传

说，一直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王冠》
放弃戏说， 以扎实有力的剧本穿越了被

加工过多的历史迷障， 动荡时局下英国

政坛斗争的大气磅礴， 以及女王作为女

人处理家庭和自我关系时的细腻情感，

相对真实地呈现在观众眼前。 除女王以

外，丘吉尔等人物塑造均有出彩之处。约
翰·利特高将丘吉尔的“烈士暮年，壮心不

已”表现得淋漓尽致，并凭剧中精彩表演获

得艾美奖剧情类剧集最佳男配角提名。
1977 年，艾美奖把剧情类最佳剧集颁

给了英剧《楼上楼下》。 有评论人预测，《王
冠》将是本届艾美奖剧情类最佳剧集的有

力竞争者，如果获奖，也会是“英国制造”电
视剧暌违 40 年后再度获得该奖项。

计划拍遍英国女王在位
时的所有大事

据悉，《王冠 》 计划拍摄六季共 60
集，至少使用三位女演员。 如果执行，这
意味着剧情将不断沿着英国女 王 在 位

的每个时间点前进，甚至包括现在。
在该剧第二季中， 故事时间发生于

1957 年到 1964 年。 女王夫妇与肯尼迪

夫妇的“世纪会面”，以及摄影师安东尼

和玛格丽特公主之间的罗曼史， 成为这

一季中的最大看点。 《王冠》第二季导演

菲利普·马丁表示，前一季里伊丽莎白和

菲利普是故事的全部 ；新一季里 “外部

世界”将会闯进来，“进入 60 年代，整个

王室家族随着时代改变而发生变化，他

们意识到时局和人民都开始不同了，你

会看到现代民主的变革”。
前两季中的伊丽莎白二世均由英国

女演员克莱尔·福伊饰演，今年年初她凭

《王冠》第一季斩获金球奖剧情类剧集最

佳女主角。 皮特·摩根表示，接下去的四

季中将由新的女演员来饰演女王一角，
因为克莱尔·福伊已经演到了她能演的

年龄的极限。至于接替者，是否会是大明

星？ “和 Netflix 合作最棒的是，他们不会

提出必须起用大明星才让我们 拍 的 要

求。虽然让一个中年演员走红是件难事，
但我相信英国有大把出色的演员能经得

起这种考验。 ”皮特·摩根说。

文化 广告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 问世以后， 在日本地位崇高， 成为

宫廷议事的权威文献依据之一。 据孙猛考定， 它所著录的典籍多

达 1579 种， 占了当时传入日本汉籍的九成； 而且， 其中有 467
部为 《隋书·经籍志》 《旧唐书·经籍志》 《新唐书·艺文志》 所

不载， 在东亚史学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28年，他砥志研思了一部目录
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该书被誉为相关领域迄今最有学术分量的研究著作
本报讯 （记者李婷） 公元九世纪

后期， 一部记录日本汉文典籍的总目

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面世，围绕这

部日本现存最早的敕编汉籍目录，许

多 悬 而 未 决 的 问 题 和 争 论 延 续 了

1100 年。 中国学者孙猛用了 28 年时

间对此目录做了详尽而深入的研究，
著就《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解开诸

多疑团。该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并荣获于今年评出的第四届中国出版

政府奖图书奖。
据史料记载， 《日本国见在书目

录》 问世以后， 在日本地位崇高， 成

为宫廷议事的权威文献依据之一。 该

目录缘何如此重要？ 据孙猛考定， 它

所著录的典籍多达 1579 种， 占了当

时传入日本汉籍的九成； 而且， 其中

有 467 部为 《隋书·经籍志》 《旧唐

书·经籍志》 《新唐书·艺文志》 所不

载， 在东亚史学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

价值。 在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
中， 孙猛对每部可考书的著者、 文本

面貌、 流传轨迹以及存世遗痕等都作

了翔实的追究。 比如， 考证陆善经注

《周易》， 仅陆善经生平事迹的介绍就

有 1500 字， 是目前所见陆善经最全面

的生平介绍。 而关于乐器尺八的渊源，
孙猛在书中叙述了中日两国七 种 不 同

的 说 法 ， 运 用 了 九 种 考 古 文 物 史 料 ，
提出了学界公认尺八始于吕才之说尚可

商榷。
著名文献学 家 李 庆 认 为 ， 孙 猛 的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 堪称迄今为

止有关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 最有学术

分量的研究著作。 全书上中下三卷， 总

计 280 万字，全面厘清了《日本国见在书

目录》的作者、书名、成书、性质、价值、流
传、文本等历史遗留问题。以目录的成书

年代为例，至今有 20 余位中日学者就这

个问题发表过见解， 其中最流行的说法

是“贞观说”。 孙猛订正了这个错误的观

点，并运用了确凿的史料，证明成书的时

间在宽平三年 （公元 891 年唐昭宗天顺

二年）“三月九日至四月十日之间， 三月

九日至十月十八日之间， 四月十日至十

月十八日之间” 这三个时间段的某一个

时间段。 这是一个新的见解， 比前人所

说， 时间范围更为限定。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 是一部什么

性质的目录？ 此前学界普遍认为它是当

时的宫廷、 皇室的藏书目录。 孙猛则论

定它是一部记录日本平安前期为止的传

世的汉籍总目录， 不仅包含了当时日本

“见在” 的书目， 而且应该包括了一些

在此之前传到日本、 当时已经散佚汉文

典籍的目录。 与此同时， 孙猛还对 《日
本国见在书目录》 的文本进行了考证，
指出现存最早的文本， 是存于日本宫内

厅书陵部的室生寺本， 流传的传抄本有

40 种左右 。 孙猛根据现存文献记载

和现实的调查， 将这些文本分为三大

类， 并对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 进行

了校勘、 考订， 辨析了文本的源流，
纠正了流行传本的错误， 提供了目前

最为准确的文本。
孙猛的研究视野不限于学术， 还

涉及文明交流的问题。 比如， 《千字

文》 在中国， 是千年来学子基础教育

的文本， 有关字迹是书法界关注的焦

点， 在日本多有研究者， 而在敦煌遗

书中多有见之。 孙猛指出， 敦煌遗书

跟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 日本佚存

汉籍之间所反映出来的这种关系， 使

人想到汉籍东传的意义还应该站在人

类文明交流的高度来理解， 并为今天

的 “一带一路” 提供了历史借鉴。 正

如书中所写： “今日， 当我们研究汉

籍东传之际， 把 ‘沙漠丝路’ 上的西

传途中的敦煌遗书跟 通 过 ‘海 上 丝

路 ’ 东 传 日 本 的 汉 籍 ， 西 东 贯 通 ，
时空超越 ， 一 幅 地 球 格 局 的 人 类 交

流的历史图画 呈 现 在 我 们 面 前 ， 生

动而壮观 ， 纵 横 览 之 ， 不 禁 令 人 感

动不已！”

《敦刻尔克》：从幻境到真实的“大撤退”
不提供解谜的乐趣，不堆叠戏剧的高潮，从情绪到结构，诺兰一一做了减法

今天，克里斯托弗·诺兰的《敦刻

尔克》在国内公映了。这是一部几乎没

有同类的电影， 它与所有名声卓著的

战争片不同，更与导演的前作不同。
以敦刻尔克事件在战争史上的重

要性，理应被拍过许多次，但事实上，
它在电影里出现的概率远比想象中小

得多。于好莱坞，那场事件发生在美国

参与前， 满足不了美式英雄主义的热

血。于电影创作者，它又不太像合格的

战争，过分安静，除了无边等待，只有

时而袭来的空中战机。所以，当诺兰宣

布他新片的主题时，舆论一分为二。一
边说：“哦，那是他们英国人的主旋律，
诺兰再合适不过。 ”另一边不断嘀咕：
“爱玩悬疑、爱弄结构的诺兰，他甘愿

平铺直叙一段历史吗？ ”
国内的点映场和零点场过后，分

歧依然存在。 只是， 完全相左的意见

里， 有一条是确定的———《敦刻尔克》
也是导演诺兰的一种“撤退”。

看惯历史的丰功伟业，
不妨听听凡人的一声叹息

大撤退的结案陈词早写在历史教

科书上， 唯一存疑的是纳粹德国放弃

大胜局面的动机。 但披着伦敦浓雾杀

入好莱坞的诺兰一点都不纠结于史学

研究者或者阴谋论家的观点， 远离他

们，只讲述一小队人的逃亡。
从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

到伊斯特伍德的《父辈的旗帜》，我们

看惯了历史英雄的丰功伟业， 不妨听

听凡人的一声叹息。 这是导演诺兰做

出的一种“撤退”。
历史上， 敦刻尔克大撤退从来不

是一场胜利。 诺兰从一开始就清楚这

事的性质： 他的祖父曾服役于英国空

军，并于战时牺牲。他从小耳濡目染的

“敦刻尔克精神”绝非骁勇善战的代名

词，而是指向逆境中的勇气、决心和团

结。甚至，电影《敦刻尔克》与少年诺兰

在课本上习得的那个敦刻尔克也有不

同。它不是丘吉尔修辞术中“败而不败

的撤退”，不是“日后孕育出胜利的伟

大的撤退”， 也不见得有那个抽象的

“人类命运转折点”的气概。
不把撤退美化成爱的史诗， 而是

构建起每一个士兵、 营救者的恐惧和

不确定， 这是诺兰对这场战争的价值

取向。 所以他克制住自己对英雄主义

的渲染， 只谨慎地呈示普通人在战争

里的“生存即正义”，微观的、当下的、
知觉的、行动的，简言之就是战争背景

下的个体逃生经验。
影片分三条故事线： 陆军士兵汤

米在防波堤上经历的一周， 英国平民

道森在海上驶过的一天， 英国空军战

斗机飞行员法里尔在空中为撤退护航

的一小时。
三条线三种视角，都是凡人，也是

每一个人。 他们没有盗梦者那样的绝

智， 也无需承载宇航员所肩负的人类

大义。在二战时逼仄的海天之间，一颗

流弹掠过前后， 这些无名小卒影响不

了任何大势。 奇迹的是， 那被围困的

40 万人，丘吉尔本预估只能撤回三四

万，但结果有逾 33 万人穿越了英吉利

海峡———电影里负责逃亡的“汤米”就
是史书上记载的 33 万分之一；奥斯卡

最佳男配角得主里朗斯饰演的“道森”
便是成百上千伸出援手的英国普通民

众；汤姆·哈迪饰演的飞行员几乎全片

躲在面罩底下，惟最后几分钟露了真容。
《敦刻尔克》没有主角，又人人都是主角。

更稀奇的是， 全片里没有希特勒的

镜头，没有德国士兵的正脸，就连丘吉尔

著名的演讲都不曾正面提及。 “战争不

会以撤退取胜。但应该注意到，一次胜利

就蕴藏其中。”这句话只是藏在一篇新闻

报道里，藉由士兵的口间接告知观众。大
撤退后，一列列火车退回安全之境。经过

乡野小站时， 有士兵要了份新鲜运抵的

报纸 ，读出声来 ，里面有时间 、地点 、数

字，也有首相的演讲。那上面写着诺兰对

整个事件的全部态度。

不及细想但又细思恐极，
神作庸作只在一念之差

一直以来， 诺兰的思维游戏太深入

人心， 以至于他的电影常被视为检验智

商的标准。 很难讲这是一位导演的幸或

不幸。 这个在 17 年里拍摄了九部电影、
创造了约 40 亿美元票房的导演，他最沉

迷的主题是如何模糊幻境与真 实 的 界

限， 最拿手的技巧是把故事设计成复杂

的思维迷宫。 观众也乐得在他制造的谜

题前反复咀嚼，体会闯关成功、得到最后

一片拼图的乐趣。 但，成败皆萧何。 若观

众对诺兰电影的最大期待只在乎叙事构

造，那么这部电影视听层面的“好看”无

疑会打些折扣。
从这一层面讲，观看《敦刻尔克》需

要对“悬念”的期待作些修正。 因为故事

的条理简直一目了然： 被围困， 渴望逃

离，几经辗转，安全撤退；影片的主题也

无时不在，汉斯·季默模拟时钟滴答所制

作的 “谢帕德音律 ”几乎塞满了 90%的

片长，时刻在提示观众“时间，生存”！
看上去， “时间” 这一主题 “很诺

兰 ” 。 但 新 作 与 《星 际 穿 越 》 里 那 般

“天上一日， 地上一年” 的设定截然不

同， 跟 《盗梦空间》 里从现实直到第四

层梦境的复杂规则比起来， 更是浅显得

多。 《敦刻尔克》 的一周、 一天、 一小

时规整得跟现实一样。 所谓三线交叉，
也不过是先后出发并最终抵达了同一个

终点———在陆上被围困、 挣扎了一周后

的小兵， 从英吉利海峡另一边驶船出发

了大半天的普通民众， 机上携有仅能支

撑一小时飞行燃油的英国空军士兵———
等待营救的 、 施以援手的 、 空 中 护 航

的， 三方同框， 周、 日、 时就像时针、
分针、 秒针一齐越过了 “12”。 一丁点

儿都不让人费解。
《敦刻尔克》不是烧脑片，更不是泰

坦尼克或者钢锯岭那样的故事。 诺兰

没打算炮制一个浓烈的故事， 就连几

处潜伏的起承转合他都不想给足。 比

如， 在船上施救的男孩与被救的英国

兵之间，海面上拨云见日、星星点点的

英国小国旗乍现视野的那一刻， 护航

空军最后的归途等等， 这些在其他影

片里都可能成为情绪爆点的埋伏，诺

兰统统点到为止。
对跌宕的故事、 饱满的情绪有所

求的观众，怕是要不满了。但欣赏这类

克制的人会理解： 导演只是从幻境退

回到了真实本身，许多事情发生时，哪
儿有那么多惊心动魄、天人交战，有的

不过是被命运驱赶的紧迫。 从诺兰用

第一个摇摇晃晃的镜头把观众投放到

漫天传单的巷子里，《敦刻尔克》里，便
没有无所不知的“上帝视角”。 对于观

众 ， 所见即所 感 ， 无 需 拆 解 任 何 谜

题， 跟上逃命的节奏便是。
诺兰放弃了自己最卓著的数理智

力结构， 转而跋涉在被命运驱使的无

意识之海。 许多一闪而过的人、 事、
对话， 不及细想， 但电影结束后又会

细思恐极， 这就是 《敦刻尔克》 在一

些人眼里是神作， 但在另一些人看来

是被过誉的根本缘由。

有种“以退为进”叫作胶片电影
优秀的战争片都会反映命如草芥的

残酷，《敦刻尔克》也不例外。 它的画面虽
不血腥， 但一个个小人物的死却是极快
速的，根本不给人抒发悲情的时间。 绝
大多数时候， 观众会代入那些小角色，
对下一秒将发生什么完全猝不及防。

制造出如此沉浸感的， 不得不提
诺兰的胶片拍摄。 无论这部新片能否
跻身 2017 年度最佳榜单， 它都是属
于胶片的史诗。 三年多来， 它仅仅是
第三部用 70 毫米胶片制作的电影 。

前两部是 2014 年诺兰的 《星际穿越 》
和 2016 年昆汀的 《八恶人》。

当下电影业的形势， 似乎跟 1940
年敦刻尔克事件发生时的欧洲很像。 有
人 这 样 比 喻 ，3D、CG 等 科 技 “装 甲 部
队”，已经攻占了 95%以上的电影。 全世
界都已数字化的今天，诺兰、昆汀等一小
撮导演面对的战局，相当惨烈。他们不仅
需要坚持用胶片拍摄、用胶片制作，还得
随时面对胶片放映的缺失困境。

但现在看来，这批导演的前景，可能

与“敦刻尔克”类似，有着柳暗花
明的那刻。以《敦刻尔克》为例，藉
由 70 毫米胶片， 诺兰把观众召
唤回二战时期。 薄雾霭霭的天色
下， 颗粒感明显的画面， 穿过岁
月，回到历史难以言明的地带。被
3D 或者数字拍摄所支配的观众，
越来越稀罕这种退守在胶片时代
的质感。

如此看来， 诺兰在拍摄手段
上对胶片的固执， 退即是进。

比起前作， 诺兰在 《敦刻尔克》 里对悬疑、 结构、 情绪都做了减法。 被评 “神作”， 恰是得益于他内敛的导

演手法。 图为该片剧照。

近日， 美剧 《王冠》 第二季曝出预告片， 克莱尔·福伊和马特·史密斯回归饰

演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王。 图为该剧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