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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金墨给神龙“点睛”、逛书香接

“龙”主题书展、听学者解读经典、赏江南

评弹……元旦前后，上海多家实体书店

策划推出系列迎新讲座和丰富特展，用

颇具仪式感的阅读方式开启新的一年。

尤其是甲辰龙年将至，沪上多家书店以

龙为题挖掘创新中华文化基因，弘扬传

统文化魅力。

龙文化串起年味新气象

相传1400年前的梁朝画家张僧繇

曾为龙点睛，随即二龙破壁腾飞，留下

“画龙点睛”的典故与佳话。为契合生

肖“龙”智慧与力量的象征意义，位于

松江区的钟书阁 · 泰晤士小镇旗舰店，

为读者呈现一场传统国画与现代文化相

融合的视觉盛宴。以画家戴敦邦创作的

《神龙循大道，五星利中国》巨型画卷

为蓝图，以金墨点睛，文化界人士和现

场读者共同见证“画龙点睛”，寓意“2024

点亮睛彩”。

除了“画龙点睛”，钟书阁打造的阅

读空间推出贴近年轻人打卡风潮的创新

活动，比如戴敦邦国画展、雕龙画凤书画

大赛、“我在钟书阁贴龙鳞”等。“中国传

统文化本就不应被束之高阁，更应回到

人群之中，让更多读者看到传统文化的

多元性与趣味性，增强文化自信。”钟书

阁创始人金浩说。

元旦起至2月24日期间，上海图书

公司旗下位于福州路的上海古籍书店、

艺术书坊，联动举办“2024龙蕴华彩 ·阅

启新春”书香新年系列活动，以“龙文化”

为主线，遴选充满传统年味气象的图书，

举办“书香接‘龙’”主题书展，展出与

“龙”元素及2024年新年相关书籍，包括

《贺岁迎祥》《宫里过大年》《江南烟火》

《四时之外》《古画里的节日》《春节简史》

等。与此同时，书店邀请专家学者围绕

清代词韵、散文随笔、中华经典导读、明

清经济、文人书法、古今文人雅集等主

题，解读中国古代经济、文化、生活、艺术

中所积蓄的智慧力量。

为弘扬经典文化，“周末读经典”系

列讲座回归。新年伊始，同济大学人文

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徐渊率先带来《礼记》

导读，四次讲座将以礼典基本类型为框

架，介绍中国古代重要礼典；复旦大学古

籍整理研究所教授苏杰则将在农历新年

来临之际带来《三国志》导读，分辨三国

故事的虚构与真实，讲解史家笔法。这

两轮系列讲座将引导莘莘学子沉浸式体

验传统文化精粹，丰盈自身学识。

沪港  家书店展现两地
文化成果

2024年元旦起，上海书城福州路

店、朵云书院旗舰店、上海外文书店、钟

书阁徐汇绿地缤纷城店、上海香港三联

书店和香港三联书店中环店、香港三联

书店湾仔店、香港中华书局油麻地店、香

港商务印书馆尖沙咀店、香港商务印书

馆铜锣湾店联合推出第二届“书送智识：

沪港文化主题图书互展”，选取沪港两地

出版界2022年至2023年各100种体现

两地文化现状、历史根脉、社会变迁、出

版成果的新书、好书，为沪港两地读者送

上“沪味”“港味”迎新书礼，彰显阅读的

力量。

此次“互展”持续10天。其中，香港

文化主题图书参展单位以香港联合出版

集团为主，还有首次引入的香港天地图

书有限公司、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汇智

出版有限公司等提供的过去两年呈现的

香港文化主题图书，如《港故事——香港

回归祖国25周年25人访谈录》《香港饮

食游踪》等。

上海文化主题图书参展单位以世纪

出版集团旗下各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

店、上海大学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等为

主，由《千里江山图》《繁花（精装本）》《上

海纪》等新近出版的主题畅销读物组

成。为有效推进沪港文化出版交流，

2024年还将推出“沪港最美书海报展

览”“沪港造字匠精品展”等反映两地出

版走势、阅读趋势的展览。

沪港三联书店、钟书阁、上海古籍书店等推出丰富特展

沪上书店“花式”开启新年

“美丽的蓝天上，红旗迎风飘扬，庄严的旗帜闪耀

光芒……”新年第一天，淮海中路1209号城市音乐会客厅

一层西侧的镜厅，“七一勋章”获得者、《红旗颂》作曲者、上

海音乐学院杰出校友吕其明，被上海徐汇爱艺艺术合唱团

的歌手们围绕着，一曲饱含深情的《红旗颂》从这幢建于

1912年的老建筑里飘扬而出。

昨天的上音淮海路校区十分热闹，校园里首批三幢历

史保护建筑，以及升级的上音歌剧院近期面向社会开放预

约，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以上音创校校长命名的蔡元

培美育大讲堂在城市音乐会客厅启动，作为首讲嘉宾的吕

其明分享了自己的音乐人生。

“红色基因是激励我不断创作的‘音乐密码’，扎根人民

是我创作的灵感源泉，活到老、奉献到老是我始终不变的自

我要求”“作为一名有着79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始终认为

共产党人就是一个大写的人，为人民服务，才是我们艺术创

作者的立身之本”……金句频出的吕老将创作《红旗颂》等

作品的心路历程娓娓道来，“我把为党讴歌融入一面红旗”

的赤子之心，更是感动了大讲堂观众席里的听者，其中就包

括上海徐汇爱艺艺术合唱团的成员们。

“新年第一天我们在这里见到吕老，感觉特别不一样。”

合唱团的孟广福告诉记者，上海徐汇爱艺艺术合唱团的不

少成员来自上海各个区的老年大学。2020年，这支合唱团

曾登台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参演了合唱版《红旗颂》，后来也

多次演绎这首作品。“吕老笔下的旋律响起，大家唱起来特

别兴奋和激动，心里怀着一种使命感。现在我们听了吕老

讲解《红旗颂》的创作心得，不仅对作品更加了解，也下定决

心要唱得更好，让那么美好的音乐广为传颂。”

镜厅见证了吕老和音乐爱好者们的热情互动，面向公

众开放的系列小型室内乐音乐会也计划在这里举行。而镜

厅所在的城市音乐会客厅，未来将成为上音国际音乐教育

的重要基地，举办重要国际比赛和高水平的音乐表演。正

如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所说，“校园开放不仅仅是简单

的空间开放，希望进入校园能看得见排练、听得见音乐会、

遇得见大师，在这里感受到上海音乐学院近百年的历史积

淀和浓浓的学术氛围”。

在新年伊始的上音校园里，建筑、音乐与城市文化融为

一体，充满生机。位于淮海路校区的美育楼，不久前迎来上

海音乐学院东方乐器博物馆首展——“丝路随响暨‘一带一

路’合作倡议提出十周年乐器文化展”。“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为了这个展览我们准备了三年，终于在这幢典雅别致的百年老建筑内落地展陈。”策

展人、东方乐器博物馆邢媛博士表示，丝绸之路研究的核心是交流，作为音乐文化中

最具物质性的部分，乐器也因此构成了丝绸之路上永恒的风景。

同时吸引着市民的还有淮海中路1131号里《抱真——纪念贺绿汀诞辰120周

年》特展，历史照片、珍贵手稿、影像音频等展品呈现着人民音乐家贺绿汀的一生。

记者获悉，东方乐器博物馆首展《丝路随响》、《抱真——纪念贺绿汀诞辰120周年》

特展、上音歌剧院的东方乐器博物馆精品展等预约通道已全部开启。此外，上音校

园内的老办公楼、专家楼，以及淮海中路1199号建筑也在百年之后焕发新生，它们

将被赋予新的功能和使命，续写上音故事。“传承城市文脉，弘扬上海文化，希望这

些建筑能在今后成为大家追求美、感受美、创造美的重要渠道。”上海音乐学院党委

书记裴小倩表示，上音依托优质音乐文化资源，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和群众文化发

展，统筹协调高水平空间开放和学校高质量办学，进一步助力城市文化建设，为市

民打造开放的艺术空间和高雅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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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姜方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上甘岭战役是

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极弱战胜极强的经

典之战，是永远令人仰望的丰碑。上海

广播电视台特别推出文献纪录片《上甘

岭》以为纪念。

今晚，纪录片《上甘岭》将首播。该

片分三集，每集约50分钟，全面讲述了

抗美援朝战争中最为著名的上甘岭战

役。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上海文化发展

基金会资助项目，该片从全球范围搜寻

到一份胶片档案记录，上面标注为

1952年10月14日即上甘岭战役爆发

当天，美军步兵第七师在朝鲜某地的影

像。经数字化转制，这条时长10分钟

的原始胶片露出真容，其上不仅记录了

那个历史时刻美军炮击上甘岭地区的

镜头，还有美军战地医疗站的伤兵和美

军堆积如山的炮弹壳，画面之震撼可见

当时战况之激烈。

纪录片《上甘岭》由上海广播电视

台纪录片中心、百视通网络电视技术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哔哩哔哩联合出品，

将于2024年1月2日起每周二晚22:00

在东方卫视播出，并在百视通IPTV/互

联网电视/有线电视大屏、哔哩哔哩同

步播出。

综合海内外档案文物，
以国际化视角解读历史

国内影视作品长廊，与上甘岭相关

或直接反映这场战役的内容并不稀

缺。但真实自有千钧之力，每每历史影

像被披露，总能激荡一代代人回首峥嵘

岁月、致敬革命先烈的浓郁情感。

拍摄纪录片 《上甘岭》，导演组

走进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从该

厂片库里搜集到不少反映抗美援朝时

期志愿军战斗和生活的珍贵历史影

像。同时，在上海音像资料馆的协助

下，导演组还从海外采购了当时美联

社“三角山战斗”新闻（注：美方称上甘

岭战役为“三角山战斗”）和当时南朝

鲜军攻打537.7高地北山的战斗新闻，

这些新发现的上甘岭战役不同阶段的

真实影像均在纪录片《上甘岭》中首次

呈现。

除国内拍摄采访外，摄制组还远赴

韩国、俄罗斯、美国寻找故事线索和档

案资料。通过在美国的老兵后代和军

史专家，摄制组获得一批上甘岭战役

的珍贵档案资料和战地照片，补充了

许多生动细节。以上甘岭战役中的经

典炮战为例，摄制组除了在中国人民

革命军事博物馆拍摄当年志愿军使用

过的各种型号火炮外，还特别前往莫

斯科的俄罗斯中央武装力量博物馆拍

摄BM-13火箭炮，即“喀秋莎”，并采

访俄罗斯专家讲述背后的故事。

融入电影级视听元素，
“再现”上甘岭

上甘岭战役的主战场只是3.7平方

公里的两块小高地，海拔不到600米。

为更直观地展现当时的地形和战斗细

节，纪录片《上甘岭》邀请到电影《长津

湖》的特效制作团队加盟，制作了三维

立体沙盘和部分战斗场景的实景三维

再现。导演组还联合特效团队把目前

游戏制作中常用的虚拟动作捕捉技术

运用到纪录片中，邀请专业的军事动作

演员再现了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老兵

发明的创新战术“包饺子”和“打空炸”。

声音制作方面，该片也邀请了专为

军事电影制作音效的团队，为片中出现

的各种武器和战斗场景打造电影级音

效。同时，纪录片以老电影《上甘岭》中

脍炙人口的插曲《我的祖国》为创作灵

感，运用不同的配器演奏作为纪录片的

主题音乐，以唤起几代人心中关于上甘

岭战役的记忆和情感。

据悉，纪录片《上甘岭》导演组均为

80后和90后。总制片人朱宏说：“当年

在上甘岭战役中牺牲的很多烈士都正

值青春年华。纪录片《上甘岭》融入当

代年轻人的视角，以青春致敬青春，想

要告诉大家70多年后的年轻人没有忘

记历史，没有忘记英雄。”

上甘岭战役开战当天的独家影像首次公开

上海出品纪录片《上甘岭》今晚首播

电影《风再起时》的尾声，许冠文

扮演的廉政公署官员斥责英国的殖民

制度纵容了行政暴力机器（警察）和民

间宗族社会（黑帮）勾结生出怪胎，这

一页必须翻篇，“未来香港和香港人将

带着什么样的精神遗产走下去？”千呼

万唤始出来的《金手指》，可以看作对

这番叩问的阴郁回答。香港经历1970

年代的转型，创造1980年代的经济奇

迹，但历史运作的底色没有变化，远比

“警长”和“大哥”更隐秘也更贪婪的巨

头们，用看不见的软暴力洗劫了大多

数人的金钱，甚至命运。刘德华又一

次扮演了义无反顾的公义秩序捍卫

者，然而廉政公署耗时15年的调查，对

照操控资本市场、蒸发百亿市值的顶

级“白手套”获刑三年，倒像是创作者

难掩心底悲凉的一声叹息。

适逢《无间道》上映20周年，梁朝

伟和刘德华再聚首，重组双男主的猫

鼠游戏，两人扮演的角色置换，刘德华

是迎难而上的廉署探员，梁朝伟是资

本市场里隐藏的“硕鼠”，于是，《金手

指》一度被认为是《无间道》的镜像。

可叹的是，《金手指》并没有像20年前

的《无间道》给香港电影带来新的叙

事，也意料之中地不能企及《无间道》

的票房和口碑。各带沧桑的梁朝伟和

刘德华同框露面，只是给香港电影平

添一抹乡愁。

严格来说，《金手指》和《风再起

时》《追龙》是同一类电影，编剧兼导演

的庄文强拥有和翁子光、王晶类似的

志趣，他们都试图以高度类型化的创

作，对香港历史和香港电影的历史作

出带有个人色彩的回应。《追龙》和《风

再起时》的关注点在香港本土“枭雄”

退场，停留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

香港社会转型的前夜。《金手指》开场，

廉政公署在警界的严厉反腐引发全港

警察抗议，这是《追龙》和《风再起时》

后续的“香港往事”。

梁朝伟扮演的程一言是祖籍闽南

的新加坡人，破产后来到香港寻找机

会。因为能说闽南语，他意外地以“龙

套演员”的身份卷入香港当地一个家

族企业的内讧，他假扮南洋拿督，忽悠

得一块不值钱的土地价格翻倍。程一

言空手套白狼赚来第一桶金，从此成

为职业“炒家”，借着香港经济起飞的

东风，直上青云。利用信贷杠杆，游走

于上流社会，在香港资本市场制造百

亿泡沫的程一言，不是点石成金的金

手指，而是自始至终隐身的权贵们使

用的白手套，他牵扯数条人命官司，却

能一次次全身而退，一而再地演示着

“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

程一言的真正发迹，是在他所依

附的香港本地家族企业转移北美，他

注册小微企业单干以后。这固然有对

现实人物原型的参考，但庄文强在剧

作里的这一笔，意味深长：解除了宗族

社群和商业之间的深度捆绑，人情社

会、黑白交织的江湖恩怨淡出了，法制

和法治仍然可以被少数人玩弄，以新

的方式。“前现代”的香港往事有着含

混暧昧的底色，就是不受监控的权力

和宗族社会媾和，《风再起时》和《追

龙》都没有真正地革新香港电影史中

层出不穷的“枭雄即超级英雄”类型

片，导演们没有突破江湖恩怨的框架，

不过电影仍然可以具体地再现一个时

代一些特定人群的行为痕迹。相比之

下，庄文强向前进了一步。《金手指》的

底色是更暗沉的，它触及了香港实现

了“现代转型”之后深沉的虚无，权贵

的翻云覆雨以更隐秘的方式实现。

正如民间所谓“穷人的钱是钱，富

人的钱是数字”，《金手指》展开的罪案

围绕着不可见的钱的流动，以及资本内

部的看不见的罪恶。这对庄文强的写

作和拍摄而言都是极大的挑战，尤其在

《华尔街之狼》《大空头》这些好莱坞抨

击资本市场的喜剧之后，中国香港创作

者如何结合本地的历史制造新的叙事

和新的影像，是备受期待的。但现在看

起来，最终成片的《金手指》也许很难满

足众人对它持续了数年的期待。

电影平行展开了两条不断被中断

的时间线，明线是刘德华扮演的刘启源

用15年追查程一言金融犯罪的证据，插

叙的过去式则拼贴出程一言“杀人放火

金腰带”的发迹。钱和人的双向控制，

钱和权力的双向流动，是这个故事的黑

暗之心，被插叙割得七零八落的时间线

同样割裂了这个至暗的内核。电影的

画面不断在叙事的现实和回忆的片段

之间切换，显得导演的创作方向也是踟

蹰的：他试图厘清这桩陈年案件，揭示

1980年代突飞猛进的“现代香港”繁华

躯壳里流淌着贪婪的败血，但他无法不

流连红磡湾的山和海；电影里“金山大

楼”是不受遏制的欲望的具象象征，但

这栋大楼和香港起伏的水泥森林天际

线融化在夕阳里的画面，暴露了导演

浓厚的乡愁，他对真相和现实感到愤

怒，可他无法不留恋那个时代。

甚至，连演员们都成了乡愁的一

部分。不出意外地，梁朝伟和刘德华

双双得到观众的习惯性好评。又一

次，梁朝伟演出了一个“没有痕迹的角

色扮演者”，戏里戏外，银幕上下，他都

是在真实和扮演之间游刃有余的人。

刘德华仍然是戴着没有裂缝的面具捍

卫秩序的人，鬓发斑白的他对峙梁朝

伟平静陈词时，这个形象重合了他在

10年前的电影《寒战》里以保安局长的

身份强调“法制、法治和安全是中国香

港的核心价值”。无论梁朝伟还是刘

德华，他们都再度拾起各自最擅长也

最有经验的那张假面，以至于他们出

现在同个镜头里，画面上充斥的未必

是戏的张力，而是浓缩了香港电影曾

经的两个强悍的符号。

《金手指》：香港电影平添一抹乡愁

(上接第一版)而这句话，也在电影上映

后被许多观众视作电影的题眼。《封神第

一部：朝歌风云》改编自中国传统神话，

将中国美学的大气磅礴和中华哲学的深

邃内涵蕴藏其中。这些取材自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电影作品不仅吸引观众走进

影院，还融入传统文化热潮出圈。

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副研

究员孙佳山说：“聚焦于表达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这些影片，无论动画电影还是

古装大片，无论融合了悬疑还是喜剧元

素，都取得了票房和口碑多重意义上的

丰收。去年夏天有孩子在影院里跟着大

声朗诵诗歌，这些都是电影引起全社会

式、跨圈式传播效应的鲜活缩影。”

时代与生活是创作的不
竭源泉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始终

认为，电影美学的核心问题是电影与观

众的关系问题。所以当观影需求在

2023年得到释放，与时代和生活接壤的

电影，常能以故事内容、情感价值完成同

观众的共情共鸣。

关心中国电影的观众都记得去年的

“史上最强暑期档”。档期内不仅有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沁人心脾，更有现实的

关切击中人心。《消失的她》 引爆话

题，《孤注一掷》 充满警醒，《八角笼

中》朴实又励志，《热烈》活力满满更

热气腾腾，是现实题材与传统文化共同

缔造了新纪录。

秋冬时节，《坚如磐石》 抨击罪

恶，弘扬正义的力量；年尾时的《三大

队》将理想主义高高扬起，催人泪下也

鼓舞着人。而《河边的错误》《宇宙探

索编辑部》《永安镇故事集》等中小成

本影片，都是接了地气、通了人心。春

节档大片《流浪地球2》和国庆档主旋律

影片《志愿军：雄兵出击》看似是中国科

幻与中国历史，但底色直指中国精神。

饶曙光说：“从近年来居票房排行榜前

列的影片看，把时代精神与人的需求紧

密结合，升华人格魅力、展现高尚品

格、激发内在动力、表达精神气质的影

片，深受观众喜爱。”

当然，除了中国电影日益完备的工

业化制作体系、走向成熟的电影创作人

才梯队、愈发多元的类型题材挖掘之

外，想象力与机制创新同样是中国电影

长足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伴随短视频、

网络直播、竖屏微短剧等产业的增长扩

张，电影产业面临越来越大的市场挑

战。拉开新年序幕的中国电影，依然使

命深远、机遇无限。

见神采显底气，中国电影与观众双向奔赴

首讲嘉宾吕其明分享自己的音乐人生。 （上音供图）

梁朝伟和刘德华重组双男主的《金手指》一度被认为是《无间道》的镜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