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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馆藏文物首次赴美展出
本报讯 （见习记者王筱丽）“颐和

园文物精选展” 上周末在美国鲍尔博物

馆举行开幕仪式， 这是颐和园馆藏文物

首次在美国进行展出。
本次展览为期四个月， 以颐和园的

皇家陈设、 颐和园中的西方艺术品和清

朝宫廷艺术等主题，展出家具、书法、服

饰等宫廷私人用品， 以及自鸣钟、 银器

等， 多角度展现清代皇家的宫廷和艺术

文化生活。 据悉，共计 80 件套、120 多件

颐和园馆藏参与此次展览， 其中不乏文

物珍品。
成立于 1936 年的鲍尔博物馆位于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是当地最大、历史最

悠久的文化艺术博物馆。 自 2000 年“紫
禁城展”开始，已有十个大型中国展览在

该博物馆举行。通过调查，馆方发现市民

对清代皇家的生活非常好奇， 因此策划

了此次展览， 希望以此向美国民众展现

中国古典文化和皇家园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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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福尔摩斯格式化了的波洛
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口碑分化，满足潮流需求，也受困于“消费潮流”

这位侦探冷僻怪诞情绪不淡定，
他查案时不仅痴迷于墙上的凹陷、物证

的推演，还撬门翻窗身手矫健———如果

不是脸上粘着两撇大胡子，他更接近于

人们认知里的夏洛克·福尔摩斯， 而不

是阿加莎笔下的赫尔克里·波洛。
翻拍版《东方快车谋杀案》在国内

上映五天，票房不错 ，接近 1.5 亿元 ，
但其口碑却两级分化。 赞赏者赞赏新

片的镜头设计、对个别人物的塑造，以
及高潮时借用达·芬奇 《最后的晚餐》
构图所营造出的仪式感。 批评者的意

见相对集中： 这是位生活在福尔摩斯

光环下的大侦探波洛，他的全片表现，
始于耍酷终于炫技。

推理小说重视人心，新
片所现却是福尔摩斯式的
物证推断

豪华的东方快车上， 明明是淡季

却座无虚席。14名国籍各异、身份各异

的乘客与大侦 探 波 洛 登 上 同 一 节 车

厢。 一夜间，有人被杀，可见的线索仅

限于一片未烧完的纸， 一方绣有字母

“H”的手帕，一根点燃烟斗的烟条。 通过

与13名乘客逐一交谈，波洛接近真相。
新片里，故事还是那个故事，悬念

没变，但波洛变了。 外在上，他从小个

子、让人愿意亲近的话痨，摇身成了走

路带风的高冷侦探。 外在走偏可能不

太重要， 真正让观众调侃他 “拿错剧

本”的，是那面目全非的办案习惯。
记忆里，波洛有个外号 “安乐椅

神探”，因为他向来嫌弃去现场搜寻指

纹、烟灰或者画上裂缝那样的物证。他
觉得可见的线索一眼可见， 看不见的

人心才是探寻真相的起点。 他常常舒

服地躺在安乐椅上， 听警察带来现场

报告，像记者一样采访相关人，喝杯热

巧克力， 再动动他小小的 “灰色脑细

胞”，一切就呼之欲出了。 即便看似与

案件无关的人、无聊的话题，波洛也能

耐着性子寒暄。 这不是用“绅士做派”
就可简单归纳的， 而是原著作者阿加

莎赋予推理故事的精髓———每一次对

话里， 藏着波洛的试探、 嫌疑人的疏

漏。 就在口舌间的拉锯战里， 人心浮

现，真相渐近。阿加莎借着“动口不动手”
的波洛，把所有信息向读者和盘托出，波
洛知道多少，读者同步更新多少。真相即

将揭晓的一刹那， 只要你猜对了作者的

思路，你就有可能得到正确答案。粉丝享

受的，恰是这种信息平等下的智慧角力。
所以， 当新版电影里的波洛一出场

就在伊斯坦布尔耍酷， 当他一反常态亲

身上阵追索嫌犯，当原版里最精彩的 12
份证词无法完整呈现， 想看阿加莎式心

理推理的观众，无疑是拒绝的。而这更像

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他几乎全知

全能，读者或观众能做的，就是在福尔摩

斯强大的个人气场里，等待他揭开底牌。

经典翻拍，有时也是对原
创力的升级版考量

与所有经典翻拍一样，新版《东方快

车谋杀案》 遇到的是老问题： 新瓶装旧

酒，是该用旧配方勾兑旧观众，还是以

新潮流迎合新语境？看上去，左右都有

风险。 若忠于原著、致敬旧版，可能遭

“平庸偷懒”的诟病；若大刀阔斧、强调

创新，更可能被责“毁经典”。
翻拍有没有安全路线？ 清华大学

教授尹鸿认为：“翻拍的劣势在于不容

易跳出既有框架， 但这不代表翻拍就

是没有创新。 只要翻拍者能在对经典

的不断推敲和 解 读 中 读 出 时 代 的 新

意，不仅不用反感，甚至可以鼓励。”在
他看来 ， 老问 题 的 答 案 其 实 没 有 新

意———好故事可以被各个时代接纳。
考验编导能耐的，始终是“致敬而不照

搬”“移景而不移情”。 从这一角度而

言，经典翻拍，有时也是对原创力的升

级版考量。
再来看东方快车上全世界皆知的

这个故事。 至今翻拍过的几个著名版

本 里 ，1974 年 版 的 被 公 认 最 忠 于 原

著；2010 年英剧版本补充了许多电影

未尽之言； 日本的改编电影则从波洛

和犯罪者两个入口切入。 对于新版导

演兼主演肯尼斯·布拉纳而言，除了在

画面上调动他作为资深莎士比亚戏剧

大师的功力，还能做些什么？
可以善意地认为， 导演对波洛形

象的改造， 本意是想对人物进行某种

创新。在阿加莎小说里，波洛的光芒总

是不及诡计的精巧构思， 他更像一个

帮助读者厘清线索的功能性角色。 新

版电影及其释放的彩蛋都指向一个信

号：未来，“大侦探波洛”会是个系列，
“东方快车”刚刚是起点。 而串联系列

影片的， 需要一位光芒万丈而非絮叨

小老头的人物。参考这些年“神探夏洛

克”系列的风靡，编导改造波洛的心思

显而易见———既然大家对于 “古怪侦

探身上发生好莱坞式戏剧冲突” 有如

此高期待， 既然大家认定神探就是靠

语速飞快来显示智商， 那么再多一位

“卷福式”的福尔摩斯·波洛又有何妨？
于是，全片里最“反波洛”也是近

年来美式大片最常见的一幕出现了：
他迎风而立，衣袂飘飘，述说情与法、
正义与道义……那一刻， 波洛不仅被

福尔摩斯格式化，还被美国队长带偏了。
经典翻拍该走哪条路，随势而动，

却在潮流里保持定力———答案其实从

来没变。

抗战老兵肖像摄影展亮相沪上
本报讯 （记者李婷） 作为 2017 年

度 “国家艺术基金 ” 传播交流 推 广 项

目， “永不褪色的记忆———抗战老兵肖

像摄影展” 日前在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

念馆拉开帷幕。
本次展览展出的 150 幅摄影作品出

自七位摄影家之手， 他们用镜头记录下

1931 年至 1945 年间， 在抗日战争一线

担任作战、 后勤保障以及敌后情报收集

工作的抗战老兵的肖像。 这些老兵年龄

最大的 110 岁， 最小的 90 岁， 每个人

的经历都是一段传奇， 他们中有多位在

拍摄后离开了人世， 这些照片成为他们

在人世间的最后定格。

“通过影像， 把那些曾经为民族兴

亡激战沙场， 而有幸存活下来的抗战老

兵拉回人们的视线 ， 让 更 多 的 年 轻 人

铭记抗战英雄。” 谈及拍摄初衷， 参展

摄影师之一的杨智军这样表示 。 他 拍

摄抗战老兵始于 2013 年年初， 至今已

持续了近五年时间。 “很多老兵年岁已

高 ， 记忆不再清 晰 ， 但 说 到 当 年 当 兵

的经历 ， 都显露出抑制不住的自豪 。”
杨智军告诉记者 ， 他曾拍摄过 一 位 叫

卢喜才的老兵 ， 面对镜头 ， 老 人 特 别

紧张， 头也不敢抬， 但只要叫到他的名

字， 他便条件反射似的立马抬头， 大声

说 “到”。

木偶制作中，孩子们打开创世神话

海派木偶剧《创世———补天》戏剧体验日举行

本报讯 （记者童薇菁）盘古开天地、
女娲造人、 后羿射日……这些耳熟能详

的神话故事，在民间流传了一代又一代。
如今， 它们依旧是孩子最喜爱的床头故

事。正在创排的海派木偶剧《创世———补

天》，将于明年年初首演，不久前举办的

该剧木偶戏剧体验活动中， 一批小观众

用彩色羽毛、乒乓球、气球、胶带、吸管等

生活中常见的材料，动手制作出女娲、水
神、火神等他们想象中的神话人物，在体

验木偶制作的同时， 也以独特的方式打

开了中华创世神话。
海派木偶剧《创世———补天》将是上

海“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主题创

作首个问世的大型舞台作品。 故事讲述

了水神因大败于火神，怒撞不周山，导致

洪水泛滥。为防止生灵涂炭，女娲向金木

水火四神求取四色神石， 最终牺牲自己

化作祥石成功补天。 该剧以女娲补天的

神话故事为蓝本， 融入了对自然与文明

的思考。在故事的设定中，许多角色均为

原创，给了木偶剧很大的表现空间。此次

戏剧体验活动， 邀请小观众们发挥想象

力，塑造出他们心目中的神话人物形象。
“我们希望在普及推广传统神话的同时，
通过游戏和手工制作， 让孩子们感受到

木偶戏剧的乐趣。”上海木偶剧团团长何

筱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有些孩子的

想象力令人惊叹， 他们常常突破一些思

维定式， 比如会用蓝色的气球来抽象化

地表现“水”的特性，带给专业创作者很

多启发。
《创世———补天》采取人与偶同台演

出的方式， 邀请新加坡戏剧盒艺术总监

郭庆亮担任导演， 青年编剧韩丹妮执笔

剧本。 剧中，女娲以“土神”的形象出现，
“因为她是大地之母， 是一个母亲的形

象，更有利于孩子们去理解”。 何筱琼认

为，木偶剧非常适合表现神话题材，这次

创作将充分发挥木偶剧的艺术特性，在

以杖头木偶为主的同时，开发挑杆木偶、
组装木偶等多种表现方式， 并在舞美上

融合灯影、光影等流行手法，让传统艺术

与经典神话碰撞出惊艳的火花。

阿加莎和柯南·道尔是两种侦探小说体系
■ 塑造侦探数量

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著名侦
探，除了赫尔克里·波洛，还有一位简·
马普尔小姐。

阿瑟·柯南·道尔写了 60 多个长
短不一的侦探小说，主角都是夏洛克·
福尔摩斯。
■ 侦探手法

阿加莎是位心理学家， 所以她的
小说总是从心理推导出真相。 波洛和
马普尔小姐都相信， 找寻真相的起点
是通过对话来探测人心。同时，阿加莎

小说还尽展“本格推理”的魅力———它
是一道题面完全摊开的数学题， 读者
所见便是侦探所知，在真相揭晓前，只
要读者思路清晰，避开作者圈套，很有
可能得出答案。

柯南·道尔推崇“物证推断法”，擅
长把科学运用于小说中。他笔下，福尔
摩斯总是从现场蛛丝马迹开始， 运用
演绎法来层层排除， 达到最终推理结
果。 福尔摩斯的名言是：“当你把绝不
可能的因素排除后， 不管剩下的是什
么，哪怕多么难以置信，这就是真相。”

迎风而立，衣袂飘飘，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里的这位波洛不仅被福尔摩

斯格式化了，还被美国队长带偏了。 图为该片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