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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彦

“我真的很想见见中国渔民的亲

人。”丹妮丝 · 维尼在大银幕上看完了

《里斯本丸沉没》，久久不能平静，“父亲

一直说，那些中国渔民是英雄，没有他

们，就没有我”。

2022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里斯

本丸”号船幸存者家属，鼓励其继续积极

致力于中英友好，期待更多英国朋友为中

英关系作出贡献。习近平主席指出，1942

年中国浙江省舟山渔民英勇营救“里斯本

丸”号船英军战俘的感人事迹，是中英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盟友并肩作战、共

同抗击法西斯侵略的重要见证，也是两国

人民结下深厚情谊的历史佳话。

当时收到这封特殊来信的，就是现年

75岁的丹妮丝 ·维尼、“里斯本丸”号船最

后一位幸存者——丹尼斯 ·莫利之女。昨

天，反映这段历史的纪录片《里斯本丸沉

没》在第二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

包括她在内，16位英军战俘后人来到上

海。上影节现场，他们与影片主创团队，

与同样赶来的中国浙江舟山的渔民后代、

中国香港的历史研究者深深拥抱。丹妮

丝 ·维尼相信：“中国人民和英国人民永远

是朋友。”影片导演方励说：“战争年代，最

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有如此勇敢的壮举。

我想把发生在我们家门口的中国人民的

故事告诉世界。”

一封信、一部新片、一群人，当80多年

前的故事又一次出现在人们眼前、引发强

烈共鸣，大家的心意是相通的——为了不

会忘却的历史，为了中英两国人民在战火

中结下的永不褪色的情谊。

超越血缘与国度的情谊

《里斯本丸沉没》不是一部通常意义

的纪录片，片中没有穿插过多专家、学者

的评述，而是结合相关文献、历史实物、人

物口述、现场采访、珍贵历史影像、还原事

件的动画等，揭开一段曾常年被湮没的

历史真相。大银幕上，一位位历史见证

者、亲历者的影像甚至只是声音传来，

真实自有千钧之力，上海影城3号厅内一

片啜泣声。

电影要从一艘船讲起。1942年，日军

征用“里斯本丸”号客货船押运1800多名

英军战俘从香港返回日本。途经浙江舟

山群岛东部海域时，由于日军违反《日内

瓦公约》未在船上悬挂任何运送战俘的旗

帜或标识物，“里斯本丸”号船于10月1日

凌晨被美军潜艇“鲈鱼”号发射的鱼雷击

中。日军驱逐舰和运输船赶来救下日军

官兵，但船上日军转移的同时，残忍地封

闭了关押战俘的3个货舱舱口。被困的英

军战俘设法自救，10月2日凌晨，在“里斯

本丸”号彻底沉没之前，他们打破舱盖、冲

上甲板，冒着被日军机枪扫射的风险跳海

逃生。

危难之际，舟山渔民冒着生命危险、划

着小舢板而来。他们折返于海域和岸边，数

十个来回，竭尽全力将幸存的384名落水战

俘从鬼门关拉了回来。自身贫困的渔民们

还纷纷拿出衣物、饭食，为这些金发碧眼、

语言不通的“异乡人”安排安身之处……

丹尼斯 ·莫利在“里斯本丸”上被日军

关在了2号船舱。2019年，时年99岁的莫

利对着方励的镜头说：“鱼雷击中船体时，

巨大的响声从船底传来，灯灭了……后来

船体开始倾斜，关于那一刻我能回想起的

就是恐慌。”维尼至今记得父亲讲述时的

神情，“是中国渔民的出现改变了一切”。

昨天在上海，丹妮丝 ·维尼回忆，父亲暮年

时，她陪伴他度过了21年，“直到2019年

摄制组来采访，我才第一次听父亲那么仔

细地讲述战争期间的经历……2021年1

月3日，父亲去世，那天是我的生日”。

另一位战俘后人被观影现场的氛围深

深触动：“82年前，没有血缘关系的中国渔民

冒着生命危险伸出援手。今天，在场的中国

观众，他们与我们的亲人没有任何关系，但

我看到很多人流泪了。隔着这么远的距

离，还有这么多中国观众关注这段历史。”

不曾画上句点的怀想

就在丹尼斯 ·莫利他们被舟山渔民相

救的同一天，另有800多名英军战俘或被

日军射杀，或被困船中，永远沉入东极岛

海域的海底。

简 ·克莱门茨和凯瑟琳 ·伯奇是遇难

者肯尼思 ·霍金森的侄女和表妹。《里斯本

丸沉没》中记录下一个细节，几年前去这

个家庭采访时，她们带方励去了趟墓地，

那里有个空墓。这一次，她俩将一块重

2.4千克、长12英尺、宽8英尺的石碑带

来中国。那是她们为长辈准备的墓碑，

上面刻着霍金森遇难时的年龄——22岁，

编 号——3055984，以 及 遇 难 时 间——

1942年10月2日。在上海参加完电影的

首映后，一行人将启程前往浙江，这块墓

碑也将沉入遇难者长眠的海底。

“我一直想感谢中国的老百姓，尤其

是舟山的渔民，没有他们的义举，就没有

今天的我坐在这里。”肯尼思 ·安德鲁 ·萨

蒙说，他的父亲从“里斯本丸”死里逃生，

但余生都活在创伤和内疚中。他的很多

战友都遇难了，而他却活了下来，“很长一

段时间，父亲不愿意谈论这件事。后来，

他开始写回忆录、手绘图，以此记录在‘里

斯本丸’上逝去的人们”。

年过八旬的雪莉 · 班布里奇满头白

发，可出现在《里斯本丸沉没》中的她手里

一直拿着一个保存完好的黑发娃娃。娃

娃是父亲格莱德 ·泰勒从中国香港寄给她

的礼物，也是她对父亲唯一的记忆。影片

里，泰勒的墓碑上只有一句话——“我们

推测他在战争中死在了中国东海”。由于

健康原因，雪莉这次没能成行，代替她来

中国的，是其子菲利普 ·格雷厄姆 ·班布里

奇。身为英军战俘的第三代，菲利普很感

激《里斯本丸沉没》的问世。“我妈妈一直在

等待她的父亲回家，抱着那个洋娃娃，等了

一辈子。”他说，妈妈一度无法释怀，还公开

登启事找寻是否有人知道父亲的下落。“看

到纪录片的粗剪版后，她终于知道了父亲因

为什么失去了生命。”

林赛 · 莎拉 · 阿彻是约翰 · 维沃尔的侄

女。80多年前，约翰在香港爱上了一个中国

女孩，他在家书里告诉妈妈，“我想我们会结

婚”，随信附上一张小相片。许多年杳无音

信，直到家中再次收到来自中国的消息，是

关于那个女孩的。中国姑娘谢绝了战后英

方提出的死亡抚恤金，提出“它应该送去英

国，给约翰的母亲”。

不只是英军战俘的后人们不远万里来

到上影节现场。吴布伟从浙江赶来，他的祖

父是当年参与营救的渔民吴其生；胡克顺之

子胡亦芳在观影后告诉记者：“电影里听到

了我爸爸妈妈的声音”；研究“里斯本丸”的

香港历史文化学者沈健也来到上海，他将

2006年为莫利老人拍摄的照片冲印、放大，

作为特殊的礼物赠予丹妮丝 ·维尼……

观众席里还有一位特别的嘉宾。44岁

的吴似真是“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民间纪

念活动组织者。2017年以来，她一直与丹妮

丝 ·维尼保持密切联系，这段跨国友谊延续

至今。昨天的上海首映场后，年龄相差31

岁的她们给了彼此一个深深的拥抱。七年

的中英忘年交“奔现”时，英国老人分外动

情，“在海上，我们都是一家人”。

《里斯本丸沉没》的片头与片尾，中国、

英国、法国、马来西亚……来自不同国家和

地区的名字一一显示。这些都是影片能问

世的幕后工作者，他们曾经素昧平生。用影

片的历史顾问、英国历史学者托尼 ·班纳姆

的话来说，这群人聚到一起、携起手来的理

由很简单，就是“人”、生而为人的价值取向，

是在法西斯暴行之下，人类用正义驱散邪

恶、以团结争取和平的共同回忆。

中国渔民的壮举应当被世界知道。“我

们都在同一艘船上。”

  位英军战俘后代来到上海国际电影节，见证《里斯本丸沉没》首映

战火中缔结的中英情谊永不褪色

《里斯本丸沉没》生动回溯了1942年舟山渔民英勇营救“里斯本丸”号船英军战俘的感人事迹。

影片摄录了大量当事人后代的口述史料，图为方励

（右）采访“里斯本丸”号船英军战俘后人。

为还原历史真相，摄制组足迹遍布多个博物馆、史料

馆、纪念馆，图为方励（坐者）翻阅历史文献。

2019年，英军战俘后人来到舟山，见到了当年参与

救援的中国渔民。

（本版图片均片方供图）

30?13′44.42″N，122?45′31.14″E，浙江

舟山群岛海域。

昨天10时，《里斯本丸沉没》在上海国

际电影节首映。进场前，不少观众对影片的

认知停留在“它是彰显人性光辉、勇气和跨

国界大爱的”或“它是本届上影节最快售罄

的影片之一”。123分钟后，许多人认同导

演方励所说的——一个坐标被清晰看见。

打捞历史

时间倒回2013年。在东极岛拍摄电

影《后会无期》时，方励从舟山渔民口中第

一次听说“里斯本丸”沉船事件。“我大受震

撼，感动于中国渔民的壮举，也放不下那些

英军战俘。”3年后，方励决心拍摄一部面

向全球观众的纪录片，打捞这段历史，也打

捞1800多个被人遗忘的战俘故事。

2016年起，方励重拾他的“第一职

业”。对今天的电影观众而言，方励更出名

的身份是《乘风破浪》《百鸟朝凤》等影片的

制片人。事实上，他还是一名海洋技术专

家、地球物理学者，从业超过30年。带着

好奇，他开始调查历史。“调查历史、澄清历

史，要有物证，按照记载的沉船坐标，我们

去搜寻‘里斯本丸’，前10天一无所获。”

2016年10月，他率领工业团队首次定位沉

船位置，得到沉船水下三维形态，绘制出了

声呐图，“那个位置距离我们从日本外务省

查到的相关定位相差36公里”。

确定了坐标，方励更生出一种使命感，

“800多个年轻人葬身于异国他乡的海底，

他们是谁，发生了什么？”2018年，他首次

赴英，与有关方面达成合作协议，3月首次

到舟山调研，采访当时唯一在世的亲历者

渔民、94岁高龄的林阿根；4月，摄制组在

英国辗转20多个城镇，采访了18位英军战

俘后人，足迹还遍布各大博物馆、史料馆、

纪念馆；7月，方励接受了英国媒体的采

访，并在当地报纸上整版刊登寻人广告；8

月，摄制组二赴英国，联系上28位战俘后

人；10月，报纸上的整版广告又帮他们找

到一位幸存者，团队立刻起身奔赴加拿大，

和时年98岁的威廉 ·班尼菲尔德对谈；11

月，日本大阪、神户、东京、横滨，方励团队

走访博物馆、日本外务省、战俘营旧址，调

阅大量机密文件，甚至通过当地侦探社找

到了“里斯本丸”船长经田茂的儿女……

密集的时间里，方励和他的团队同近

380位战俘家人取得联系，收集上万张历

史照片，面对面采访了近120位战俘后

人。最终与观众见面的成片123分钟，那

是方励后期剪辑时经历“天人交战”取舍过

的。“我希望它是包含各个方面核心当事人

及后人讲述的。惟其如此，才可能将碎片

拼成一段相对完整的真实的历史。”

“重返现场”

其实，随着近些年媒体的深入报道和

相关研究的展开，“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

公众知晓度在逐步提升。此前，电视电影

《东极拯救》曾在CCTV-6播出；上海出品

的电视纪录片《亚太战争审判》中也有对这

一事件的亲历者采访。只是，用电影纪录

片的方式来表达尚属首次。

为什么要不惜周折将纪实故事搬上大

银幕？方励的理由是“一个内心的承诺”，

电影托付的是2000多个家庭的希望和期

盼。“1800多个战俘家庭希望看到他们父

辈的经历；200多个舟山渔民家庭，他们

父辈的善举、壮举理应被记住。”而当观众

在大银幕上见到成片，看见用电影手法复

原的一段历史——被鱼雷击中到完全沉

没的25小时里所发生的无数惊心动魄瞬

间——一切会明了。

带着历史的温度，《里斯本丸沉没》链

接起的是许多关于生命与人性的感同身

受。爱情、亲情、战友情，所有那些人性美

好的情感都在战争中戛然而止，随年轻的

生命长眠海底。战争留下了一座座墓碑和

生者绵长的伤痛，方励说，“每天都在虐心，

似乎经历了一场完整的战争”。

上海首映场，许多观众泪流不止。此

情此景让他确认，“重返现场”何其珍贵。

一方面，摄制组几经周折采访到的事件最

后三位亲历者——两位英军战俘幸存者和

一位参与营救的舟山渔民林阿根，如今都

已不在人世。这些抢救式的影像，将与其

他的史料一同汇入人类历史。另一方面，

在为“里斯本丸”交付心血8年后，历史也

已经“长”到了方励自己的生命里，“我可能

再也放不下了”。

在上海完成首映后，片方将力推《里

斯本丸沉没》的国内公映以及全球发行。

“我真诚希望，通过上海国际电影节平台，

这段历史会被更广泛地看见，一个坐标会

被铭记。”方励说，那是一部电影的至高

价值。

不惜周折将“里斯本丸”沉船事件搬上大银幕，导演方励说——

一个坐标被清晰看见

■本报记者 王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