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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完美的侦探波洛（2010）
2010 年， 由全英班底打造， 菲

利普·马丁担任导演的电视电影 《东
方快车谋杀案》 在英国电视台播出。
该版本在忠于原著的前提下， 对叙述
视角和拍摄手法都做出了较大的调整
和创新。 侦探波洛的扮演者大卫·苏
切特， 因为对角色细致入微的刻画，
赋予了故事崭新的面貌和更深刻的内
涵， 被认为是史上最完美的波洛。

■经典故事的荒诞改编（2015）
2015 年， 日本剧作家三谷幸喜

将故事的舞台移到日本， 拍摄了一个
日本风味十足的推理故事。 改编作品
分为上下两集，在电视台播出。上集依
照小说的描写推进， 下集则从犯人视
角来描绘整个案件， 悬疑故事配合三
谷喜剧特有的荒诞和讽刺， 日版 《快
车》也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

带着独特思考重步画坛
贺寿昌作品展《人在旅途》举行

本报讯 （记者范昕） 近日， 贺

寿昌重步画坛的首次个人作品展 《人
在旅途》 亮相刘海粟美术馆。 展览汇

集贺寿昌近年来创作的总计 50 多幅

油画、 钢笔画、 水彩画作品， 传递着

画家对人生旅程积淀的感受， 也将画

作、 文章、 诗句有节奏地穿插成一个

整体， 予人耳目一新的观感。
在过去几十年中， 贺寿昌辗转于

上海城市建设， 涵盖文化、 信息、 文

创和设计产业等不同领域。 尤为特别

的经历是———他曾出任联合国专家多

年， 为上海成为世界著名的创意城市

和设计之都、 实现城市文化输出贡献

出自己的经验和见解。

贺寿昌自幼学画， 毕业于上海戏剧

学院舞美系。 近年来他重新拿起画笔，
画他走过的万水千山， 为画面注入颇多

个人经历所带来的独特思考。 比如一组

佛罗伦萨城市建筑组画 《阳光与钟声》，
体现了贺寿昌对于 “世界城市 ” 的 理

解。 他认为佛罗伦萨虽小， 巨大的城市

影响力却让它无愧于 “世界城市” 的称

号。 城市不只因为拥有摩天大楼和现代

交通而骄傲， 而更在于其内在的生命活

力以及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度。 诚如他

在画作一旁的配诗中写道： “就像阿尔

诺河用廊桥结成维吉奥大厦和皮蒂宫的

纽带 ， 创新的基因永远是鲜花 之 城 昨

天、 今天和明天的血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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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诗歌与这座城市的水乳交融
第26届金秋诗会主题展览在沪开幕

本报讯 （记者许旸）施蛰存、 冯至、
卞之琳等文学名家如何看待诗歌？ 诗人

们在诗作翻译手稿上的改动有哪些？ 日

前在上海文联会堂开幕的第 26 届金秋

诗会主题展览上， 翻译家、 诗歌爱好者

云集， 展览多维具象展示了名家名诗的

风采。
诗歌是人类思想的光芒、 情感的波

涛，诗人戴望舒说，“诗不能翻译”是一个

通常的错误， 只有坏诗一经翻译才失去

一切。“真正的诗在任何语言的翻译里都

永远保持它的价值。而这价值，不但是地

域，就是时间也不能损坏的。 ”上海翻译

家协会会长谭晶华说， 希望让更多人了

解诗歌译者的酸甜苦辣， 发掘培养更多

的创作翻译人才。
自上世纪 20 年代起，上海翻译家群

体就在诗歌译介领域硕果累累， 众多经

典诗行令人难忘。 展览集中展示了那些

曾在沪从事文学翻译、 留下珍贵译作的

老一辈名家的作品，包括傅东华、方重、
梁宗岱 、朱维基 、戴望舒 、周煦良 、邵洵

美、余振、戈宝权等，还呈现了部分译家

的珍贵译作、书信、手稿、物件，比如傅雷

曾用过的书桌、台灯等。
展览将持续至 11 月 12 日， 其间将

举办音乐会、 诗歌沙龙、 诗歌比赛等活

动， 带来跨界交融的诗歌视听体验。 目

前， 上海拥有众多诗歌创作和朗诵爱好

者，校园诗社、企业诗社、社区诗社等基

层社团蓬勃发展，无论是“巾帼玫瑰”上

海女诗人朗诵会尽显“她一族”风采，还

是普陀区万里诗社鼓励市民原创诗词，
都见证了诗歌和这座城市的水乳交融。

文化 广告

旁逸斜出的小路，
能否最终汇成职场正道

《猎场》开局埋下密集线索———

他满嘴忽悠， 急功近利； 他误入

传销， 锒铛入狱； 他好不容易在罅隙

里遇到一束光以重构人生， 却在出狱

后因“借壳重生”从一个歧途走向另一

个歧途———郑秋冬， 这个男主角出场

时浑身缺点。而她，A 面是善解人意的

文艺女青年，B 面有着不可为外人道

的畸形情感———罗伊人， 这个女主角

一上来就被观众质疑三观不端正。
电视剧 《猎场》 本周一于湖南卫

视开播， 导演兼编剧姜伟足够大胆，
一开篇就撕开主人公不完美的精神世

界， 让他们双双背负污点前行。 更甚

者， 在麻利叙事被普遍推崇的当下，
该剧偏不直奔主题， 拉拉杂杂用了近

六集篇幅来书人物小传、 铺垫前戏。
于是， 迎着期待目光而来， 该剧

刚亮相就是一趔趄， 收获的口碑与导

演前作 《不要 和 陌 生 人 说 话 》 《潜

伏》 《借枪》 等相去甚远。 是砸了招

牌还是艺高胆大、 剑走偏锋？
昨晚第八集播出后， 郑秋冬的职

业路等待绝地逢生， 导演的野心也愈

发清晰———不仅勾勒个体， 还要绘制

商场群像； 不局限于职场通路， 更要

构建人在精神世界的步步向善。 简言

之， 姜伟想用一种自己从未尝试过的

结构来描绘一条曲折的人生盘山道。

做演员是体会他者，写
猎头则是借一扇窗看社会
百态

要 花 式 推 销 该 剧 ， 看 点 不 知 凡

几： 题材是国内首部揭秘猎头的职业

剧 ， 导演是块 招 牌 ， 孙 红 雷 、 张 嘉

译、 祖峰、 董勇、 赵立新、 李乃文等

演技派甘当绿叶……以及， 男一号胡

歌更是焦点。
按剧情大纲， 郑秋冬花了十年从

迷途羔羊成长为职场赢家， 开局的传

销或冒用他人身份等污点， 不过是置之

死地而后生。 乍一看， 与 《琅琊榜》 里

的梅长苏有几分相似， 都是淬火重生的

人物。 细一琢磨，走出车祸阴影、做人越

发通透的胡歌， 又与这两个角色有着某

种同构关系。梅长苏说过“既然我活下来

了，就不能白白活着”，从胡歌嘴里念出，
有种难以言喻的宿命感。 而新播剧里，
“想要深藏不露， 就得吃下藏都藏不住

的苦”， 又让演员本人心有戚戚焉。
是导演照着梅长苏找的吗？ 不是。

2015 年 7 月该剧开机那会儿 ， 《伪装

者》 和 《琅琊榜》 都还未播。 胡歌会按

旧角色来演吗？ 他说： “梅长苏是足智

多谋的完美少帅， 一上来就被人仰望。
郑秋冬不一样， 他刚出场是彻头彻尾的

草根。 职场十年， 他几经沉浮。 这角色

的魅力， 在于如何慢慢地爬起来、 站起

来， 走到更高的地方。 所以演郑秋冬更

难一些。”
可以说， 郑秋冬实现了胡歌对演员

身份的认同， “能用一辈子的时间体会

几辈子的人生”。 而对姜伟来说， 郑秋

冬如同一条线索， 串联起个体、 职场、
大社会 。 前八集里 ， 白力勤把 郑 秋 冬

“推” 向牢狱之灾， 刘量体引导他在狱

中读书考文凭、 重燃希望之光， 熊青春

是他置身更大危机的导火索……一个个

都是推动戏剧的功能性人物， 一个个也

都牵得出复杂人性与社会样貌： 有夹带

私心的学问人， 有 “留存脐带血” 这样

的社会话题， 还有互联网大潮刚起的时

代背景。
姜伟的一重野心即在于此———跟着

郑秋冬一路走， 每两三集过一关、 遇一

些人， 用单元剧形式、 行业剧视阈， 来

写社会百态。

职场剧该让观众看什么，
职场 、道义 ，还是生而为人的
复杂情感

《猎场》 里， 除了男主角郑秋冬、

女一号罗伊人、 陈龙扮演的创业伙伴

林拜贯穿始终外， 其余所有角色都只

陪走一程。 因为他们， 所以郑秋冬，
他们陪衬着这个年轻人在事业与人生

中成为更好的人。 可是， 有些观众对

剧中的情感戏感到不满。
爱情与职业剧真的水火不容吗？

有人说， 此前太多行业剧披着制服谈

恋爱， 透支了观众对同类型的信任，
导致 “用感情戏来替职场戏开道” 犯

了忌讳。 或许是姜伟埋伏的线索太含

蓄， 太多人还没能心领神会？
比如前两集里， 导演在小儿女矫

情的对话里隐藏了时间线： 通过他们

回忆雅典奥运 会 看 比 赛 的 场 景 来 提

示， “大一那年” 是 2004 年； 通过

“《挪威的森林》 还没被拍成电影” 来

提示 ， 他们身处的年份应该是 2009
年之前。 其他诸如两人对话里爱摆弄

几句 《重庆森林》 的台词， 两人用到

的手机款式 ， 郑 秋 冬 收 到 的 发 票 等

等， 都贴着那个时间段的标签。 这个

时间并非无意义的， 它标注着郑秋冬

入狱前后， 社会环境因为互联网介入

而发生的翻天 覆 地 变 化 。 导 演 用 匠

心， 把这些包裹着他野心的线索一一

埋下， 看似闲笔， 实为伏笔。
观众想从该剧里看到什么？ 或可

回到人们对猎头工作的理解———在竞

争激烈的职场， 这是一群为拥有好工

作的人寻找更好工作的向导， 是能够

触发你来我往心智博弈的高明对手。
更重要的是， 他们引导人跳槽， 行事

却最好能光明磊落。 这些内涵， 《猎
场》 给得到吗？

残酷职场的现实指导意义， 人物

在欲望和道 德 之 间 的 道 义 挣 扎 ， 身

处绝境却永不 言 弃 的 达 观 精 神 ， 这

些无疑是观众 对 后 续 剧 情 的 最 大 期

待， 也是决定该剧品质的终极倚仗。
唯有这些倚仗 ， 才 可 能 让 开 局 那 些

看似旁逸斜出 的 小 路 ， 最 终 汇 成 人

生正道。

凶手已知，
这趟“东方快车”怎么开

《东方快车谋杀案 2017》今日全球同步上映

当一个推理故事的谜底早已被

揭晓，当一个剧本被多次经典改编，
但每每出现新作时， 观众为何依然

对它欲罢不能？ 今天，新版《东方快

车谋杀案》登陆全球银幕，这部满载

着顶级演员阵容的 “悬疑列车”，会
不会给我们带来耳目一新的观影体

验，着实让人期待。

74 版 《快车 》珠玉在
前，17 版能否成就新经典

一列从伊斯坦布尔启程开往伦

敦的东 方 快 车 ， 一 场 突 如 其 来 的

大 雪 ，一 个 夜 里 ，一 具 尸 体 ，13名

乘客……“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的

《东方快车谋杀案》凭借抽丝剥茧的

推理过程和对复杂人性的细腻演绎

成为了当之无愧的 “世界级IP”，然
而细数众多改编作品，74版电影最

为著名———1974年11月24日， 阿加

莎出席了电影首映式， 这也是她去

世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公开活动。
美国导演西德尼·吕美特将小

说首次立体化，天才侦探波洛、被害

人美国富商以及列车上的旧沙俄时

代公主、风雅的外交官夫妇、年轻的

英国女教师等一个个角色鲜活地从

纸上跃然而出。 74 版电影遵从小说

的叙事方法，不露痕迹地转变视角，
每个人物既是当事者，又是旁观者，
提供片面却又真实的视点。 叙事过

程沉稳流畅， 封闭场景和多人调度

被自然地糅捏在一起， 成为了几乎

无法被超越的经典作品。 演员阿尔

伯特·芬尼对于波洛的精准演绎是

最令人称道的部分。

“伟大的故事应该被每个时代所接纳，
《东方快车谋杀案》也应该顺应时代潮流被

重新解读。 ”43 年后，肯尼斯·布拉纳成为

了 2017 年“快车”的掌舵人，不仅担任影片

导演还饰演了波洛一角。
相较原作的推理风格， 新版影片中加

入了时下热门的“演绎推理”桥段，即从一

般性的前提出发，通过推导即“演绎”，得出

具体结论。 《神探夏洛克》中福尔摩斯的大

段独白也是使用该类手法。毋庸置疑，这个

重头戏自然落到了波洛头上， 为了更好地

了解角色， 布拉纳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深读

原著， 还聘请方言教练对波洛特别的比利

时口音加以揣摩。
相比 74 版阿尔伯特·芬尼、马丁·鲍尔

萨姆、劳伦·白考尔、英格丽·褒曼的豪华阵

容，新版《快车》也毫不逊色———英国电影

戏剧界传奇女星朱迪·丹奇、“杰克船长”约
翰尼·德普以及佩内洛普·克鲁兹、米歇尔·
菲佛等多位影后同片竞技，也是难得一见。

65 毫米胶片拍出“舞台感”

纷飞大雪的光影、火车缭绕的烟雾、高
饱和度的画面色彩，65 毫米胶片带来的复

古效果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新版《快车》恐怖

的气氛，扑面而来的则是浓浓的舞台感。新
版在剧情和走向上与 74 版并无多大差异，
然而， 从莎士比亚戏剧舞台中走出来的布

拉纳将不少心血花在了戏剧化的光影复刻

和布景的精致化上。
布拉纳的舞台情结在电影中 昭 然 若

揭， 封闭的运镜空间和对 20 世纪 30 年代

精准的描摹都像有一只无形之手将观众拉

入剧场。 戏剧因为有限的空间只能通过舞

台调度和台词爆发情感， 而当细腻的舞台

表演与电影艺术融合，火花四溅。 新版《快
车》中有略带夸张的肢体动作，更有抑扬顿

挫的对白、独白。 “列车就是孤立无援的密

室， 在这么一个狭小压抑的空间里，人
们感到恐惧， 也濒临精神崩溃边缘，这
时，一个好故事所要具备的戏剧张力自

然显现。”布拉纳这样表示。所以，“戏剧

化”或是新版夺人眼球的制胜法宝。
火车包厢的铜把手， 餐桌上的水

晶杯，西服甚至睡衣的衣角，都经过细

心考究， 电影道具布景的精致毋庸置

疑。布拉纳透露，他更加着重于角色的

性格铺陈和情绪捕捉。 毕竟在小说和

前作的双重压力下， 如何从已知模式

中通过人物与细节创新， 让观众在情

理之中收获意 料 之 外 的 惊 喜 并 非 易

事。“这个案子就这么结了吧！”走出情

节的重重迷雾， 阿加莎给小说赋予了

轻快利落的结尾，新版《快车》能否也

如此直截了当地打动观众成为又一部

经典？

贺寿昌画作 《灿烂都市》。

导演在《猎场》里藏着野心———它不囿于个体，而是商场群像；它不止于职场，还构建人的精神。 图为该剧海报。

阿加莎经典作品 《东方快车谋杀案》 时隔 43 年再度被搬上大银幕。 新版电影由肯尼思·布拉纳自导自演， 集

结约翰尼·德普、 朱迪·丹奇、 佩内洛普·克鲁兹等影星。 图为电影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