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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是文明的见证，亦是民族精

神的传承。然而因为不法分子的贪

婪，这些文明瑰宝遭遇盗掘、盗窃、走

私的波折与挑战。近日，哔哩哔哩以

公安部督办的四大国家一级文物被盗

案件为原型，推出《国宝迷踪》系列纪

录片，引发广泛关注，截至目前已经获

得超过2900万次播放量。

《国宝迷踪》真实再现了“1·05”陕西

西安特大盗掘古墓葬团伙案、“12·28”浙

江省武义县南宋古墓葬盗掘案、“1·16”

陕西彬州系列盗掘古塔地宫古墓葬

案、“12·19”四川眉山系列盗掘文物

案，展现公安干警与不法分子之间的

较量，以及他们在保护国宝过程中的

艰辛与智慧。

观众如何才会对年代、距离较为

“遥远”的文物产生具体且真切的情

感？《国宝迷踪》总导演王璐认为，这些

文物案件故事中每个干警个体的具体

行为便是答案——他们坚定的信念赋

予了文物在当代的另一种价值：“即便

它们散落天涯海角，即便直至今日尚

未被寻回，但终有一天，它们必将重返

故土。”

千山万水，一定要带国
宝回家

每一件文物的失窃，都是对历史

的亵渎。《国宝迷踪》真实再现了一件

件国宝重见天日的背后，是警方多年

的追踪和无数次的调查，彰显出公安

干警对于国宝文物保护的决心：千山

万水，带“你”回家。

没有物证、没有嫌疑人、没有犯

罪 现 场 ，只 有 一 张 真 伪 难 辨 的 照

片，警方还会坚持调查吗？在《真

赛假》讲述的这起案件中，警方对

疑似南宋文书的线索没有轻率作出

任何判断，而是认真负责地展开秘

密侦查。其间警方与嫌疑人虚与委

蛇地“相谈甚欢”，也多次发生争论。

不停地讨论、试探、迂回，没有惊心

动魄的抓捕场面，却让观众感受到

跌宕起伏、一波三折的过程。经过

长达一年的不懈努力，警方终于找

到关键线索，追回珍贵的“南宋徐

谓礼文书”，不仅丰富了我国的历

史文化遗产，也为研究南宋时期的

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

资料。

由于小说和影视作品的影响，部分

人对“摸金校尉”“盗墓贼”抱有脱离实际

的幻想。《消失的佛像》分集导演张自强

认为，文物犯罪分子的行为就是在破坏

历史和文化的根脉。陕西省彬州市开元

寺古塔地宫被盗后，公安部门联合文物

部门专家成立专案组，克服重重困难，通

过科技手段和传统侦查方法相结合，不

仅一举破获了开元寺古塔地宫被盗案以

及其他5座古塔地宫被盗案件，还在破

案过程中实现了与文物保护工作的同步

进行，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这些珍贵的文

化遗产。

尊重事实，处理好每一处细节

从类型来说，《国宝迷踪》属于纪录

剧情片，以人物扮演和情景重现的方式

带给观众更为生动的现场感。王璐表

示，这类现实题材“尤其要在严格尊重事

实的前提下，处理好每一处细节”。分集

导演朱子奇坦言创作的过程充满了挑

战，他与王璐之间的两种拍摄理念经过

了长达一年的不断碰撞、融合，最终形成

了这部独特的作品。

在《彩色石房子》一集中，陕西省西

安市公安局发现唐墓被盗的线索后，与

境外律师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展开了长

达数年的交涉。他们多次赴香港进行谈

判，克服了种种困难和挑战，最终成功追

回了流失美国的唐贞顺皇后石椁和墓室

壁画。为了凸显身临其境的纪实感，制

作团队还对所有拍摄场地作了精心还

原。当年的老小区、修复工厂、公安局办

公室等场景都是根据真实描述和历史照

片重新搭建的。特别是对于关键线索

“壁画”的再现，拍摄团队专程前往陕西

历史博物馆的壁画修复中心学习基础知

识，最终仿制出的道具得到了专业人士

的高度认可。

除了还原真实的场景之外，《国宝迷

踪》也让观众体会到一线干警的艰辛与

不易。在《消失的佛像》案件中，四川省

眉山市丹棱县公安局调查摩崖石刻佛

像头部被盗案，在深山老林中进行数日

蹲守和侦查，通过周密部署和艰苦付

出，连续抓获了3个专门破坏盗窃田野

摩崖石刻的犯罪团伙，并成功追回被盗

的国家一级珍贵文物——唐代男观音

造像。

以公安部督办的四大国家一级文物被盗案件为原型

《国宝迷踪》：追寻失落的文明瑰宝
■本报记者 卫中

“这是我在最高的书店买过的

书！窗外黄浦江景观令人惊叹。这

几天去过玉佛寺，也穿梭在陕西路周

边弄堂，从本地人对话里学会了一个

词叫‘清爽’，我已经是上海的粉丝

了。”因“上海写作计划”首度来沪，巴

西作家埃米利奥 ·弗拉亚坐地铁2号

线前往位于上海中心大厦的朵云书

院 · 旗舰店，买了意大利作家卡尔维

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的中译版，

还自学在手机软件上购买火车票。

与他一起驻沪的土耳其作家福阿

特 ·塞维马伊也去了这家“开在云上的

书店”，感叹“满足了我的想象”。逛弄

堂、挤地铁、吃生煎、赏评弹……夏秋

时节，在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写作计

划”的召唤下，7位海外作家不订星级

酒店，而是住在能自己做饭的公寓里，

感受两个月的上海烟火气，深度探索

属于这座城市的多元魅力。

城市是灵感磁场

“上海写作计划”今年的主题为

“纪实与虚构”，力图摆脱将“纪实”与

“虚构”二元分割的争论，进而在两者

的关系中认识世界。

来自奥地利的彼得 · 西蒙 · 艾特

曼第三次来上海，今年是他作家出道

20周年，在他出版的11本书籍中，有

3本受到上海文学的影响，其中一部

小说封面配上了云雾缭绕的东方明

珠图片。“期待这次上海之行能再度

给予我新灵感与新思考。”

20年前，日本作家绵矢莉莎还在

早稻田大学念大二，便凭《欠踹的背

影》摘得第130届芥川奖，成为该奖有

史以来最年轻得主。她喜欢王家卫

拍摄的电视剧《繁花》，一来上海就迫

不及待打卡剧中取景地。坐地铁、骑

车、CityWalk的游览方式让绵矢莉莎

十分惬意，曾在北京生活过的她期待

体验海派市井气息。

来自芬兰的艾米 ·依达兰塔因获

奖处女作《水的记忆》与中国结下缘

分，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李颖将这本

书译为中文，将她对自然、生态的思

考带给中国读者。“2019年我曾与几位同仁前往北京参加活动，

来上海更是难得机遇，希望这两个月挑战自己，拓宽经历和想象

力，让这段经历以某种形式出现在我的小说中。”

自2008年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发起，“上海写作计

划”16年来累计邀请来自39个国家的107位作家驻沪。在上海

生活两个月后，城市这个巨大磁场沉淀了太多灵感与素材，许多

参与其中的作家以诗篇、散文、小说等形式将上海之行定格在作

品中，通过不同语言书写传递他们对上海的喜爱和眷恋。

文学是“炼金术”

埃米利奥 ·弗拉亚目前正着手写以“测量”为关键词的小说，

有关自我、他人、内心与外在世界。对他来说，真相有时浮出水

面已改头换面，而作家会用写作来实现小说中真相的“炼金术”。

从生活经验里提纯灵感，海外作家希望在异域文化碰撞中

大胆尝试不同风格的艺术呈现。来自越南的阮刻银微曾在复旦

大学求学2年，她202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万色虚无》以双城记

方式，展露城市在女主角生命中的重要性。开篇有一段主人公

对生与死的思考，恰来自她在“超级都市”上海的生活感受。作

为作家、编剧和记者，她在过去两年曾苦于如何寻求新的小说表

达方式，在反复思虑中用写新闻稿和剧本的方式进行尝试。获

知今年“上海写作计划”的主题是“纪实与虚构”，她突然意识到

自己的新小说已经“诞生”，有了框架眉目。

对于52岁的福阿特 ·塞维马伊来说，写作也是回忆过往、了

解自己的方式。“创作小说就像是在荒芜的田野里种植玉米。我

和其他作家们带着种子来到上海，让种子在此生根发芽。”

来自保加利亚的佐尔尼萨 ·加尔科娃收到参加“上海写作计

划”的通知后，一直期待这份文学邀请函能带给她丰富的“诱

惑”。她相信生活中有许多“非透明”的事物等待人们去揭示，而

文学便是大家认识真相的共同工具。“有的艺术让我们看到森

林，而另一些让我们看到具体的树木，文学则让我们两者兼具。”

跨越时间地域的“文学护照”，连接起不同的文化与心灵。

“两个月里除了参加文学研讨会、与大学师生交流、主题讲座等

活动，作家们更多的是走街串巷，融入市民生活。这种烟火气对

写作者而言，是创作的灵感来源和不竭动力。”上海市作家协会

党组书记马文运期待作家们用独特视角去观察感知异国他乡的

生存百态、民族风情、历史文化，酝酿极具个人特色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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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音乐厅内，挪威室内乐团总监泰

耶 ·滕内森和乐手们排练《克鲁采奏鸣曲》，

每一处小音符都尽力做到极致。与其合作

的国家一级演员杨皓宇感叹：“真是‘拳不

离手，曲不离口’。每个细小节拍都力求精

准，进入早一秒或晚一秒都不行，因为那一

刻是在连接某种情绪，十分宝贵。”

9月21日至22日，音乐文学融合作品

《克鲁采奏鸣曲》将由挪威室内乐团与杨皓

宇联袂呈现，于上海音乐厅上演。它以“弦

乐团+独角戏”的形式，演奏捷克作曲家亚纳

切克的弦乐四重奏《克鲁采奏鸣曲》，演绎文

学巨匠托尔斯泰同名短篇小说的故事。

音乐与文学的互文

上海音乐厅的会客厅里，刚刚结束排

练的杨皓宇手里拿着一沓台词本，时不时

还会做些笔记。排练之前，他还在小岛上

拍戏，临行前遇到台风，一通航就赶来了。

用他的话来说：“怎能错过这一场世界顶尖

室内乐团与大文豪的艺术碰撞？！”排练时，

当乐团的乐声在身后响起，他的情绪一下

子涌上来，瞬间入戏。“托尔斯泰是听过音

乐后才创作的小说，我也感受到了音乐与

文字间融会贯通。”

《克鲁采奏鸣曲》是音乐与文学的互

文。1803年，贝多芬创作了《A大调第九小

提琴与钢琴奏鸣曲》（Op.47），并将其献给法

国小提琴家鲁道夫 ·克鲁采，此曲便有了别

名“克鲁采奏鸣曲”。作家托尔斯泰在小说

《克鲁采奏鸣曲》中反复将此曲作为线索，讲

述了一个极善嫉妒的男人故事。1923年，亚

纳切克又创作出同名的弦乐四重奏。

“我要将这些‘克鲁采奏鸣曲’的故事

串成长线，融合在一起，最终在剧院的舞台

呈现。”弦乐团+独角戏，是挪威室内乐团

总监泰耶 ·滕内森对《克鲁采奏鸣曲》的全

新改编。通过音色的创新和戏剧形式的拓

展，以四个乐章配合托尔斯泰小说的四个

关键故事。“起初是美好到天上去了，最后

的悲伤又如落地狱般的无底深渊。”杨皓宇

认为，以强烈的反差凸显情感，颇有现实意

义。他认为，这场独角戏的难度在于，一个

人站在台前，身后是气势磅礴的乐团，如何

在声音与情感上同其呼应，十分具有挑战

性。“当然，原著同乐曲的紧密联系，在舞台

上得以更新颖地展现出来。”

分享创意和变革

泰耶 ·滕内森有着北欧人惯常的内敛，

但一谈起音乐和乐团，他就眼睛放光。“就拿

小提琴协奏曲《四季》来说吧，已由无数音乐

家演绎了无数遍，人们好像不是在听故事，而

是在欣赏小提琴炫技。我们特别加入了新乐

曲，融合风雨雷电和打击乐采样等音效，希望

能让故事重新变得新鲜无比，吸引观众再次

来到音乐厅。”

作为全球顶尖室内乐团之一，分享音乐

的变革力量始终是挪威室内乐团自1977年

成立以来的核心使命。它与上海音乐厅有着

不解之缘——是上海音乐厅平移完成后首个

登台演出的室内乐团；2018年，双方再续前

缘。如今，这一乐团在上海音乐厅上演“帽子

戏法”，再度带来全新创意。

上海音乐厅mini音乐节期间，挪威室内

乐团作为驻节乐团，还将携手科恩斯塔德爵

士三重奏，共带来6场形式多样的音乐会。

泰耶 ·滕内森告诉记者，从9月20日至22日，

《霍尔堡组曲》《四季》《升华之夜》《克鲁采奏

鸣曲》等曲目轮番上演。音乐会之外，另有3

场线上讲座举办，解析“音乐与戏剧”“古典与

爵士”“亚纳切克与勋伯格”等，让艺术现场与

艺术普及并行。

先去看讲座，再去听作品，最后观摩创意

迭出的现场，是mini音乐节素来的格调。“这

样精彩纷呈的对话，创意无限的演出，也许只

能出自上海，但愿今后的效仿者不遑多让。”

音乐评论家曹利群如是评价。

挪威室内乐团将与演员杨皓宇联袂呈现《克鲁采奏鸣曲》

弦乐团+独角戏，让音乐故事再次新鲜
■本报见习记者 孙彦扬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这首家喻户晓的歌曲出自1957年电影《护士

日记》，演唱者正是影片女主角、上影演员剧

团表演艺术家王丹凤。

今年是王丹凤诞辰百年。昨天，细雨蒙

蒙，武康路395号上影演员剧团的小院里回

荡熟悉的旋律，王丹凤的女儿、外孙以及一众

上海影人汇聚于此，为她的铜像揭幕，见证

“燕归巢”。王丹凤曾说：“演员剧团是第二个

家。”如今，铜像面容真切、笑意盈盈，与她生

前的同事、好友张瑞芳、赵丹、孙道临等艺术

家铜像静静伫立在一起，守望着这座属于上

海电影、上影演员的“家”。

王丹凤1924年生于上海，17岁时因主演

《新渔光曲》闻名，1951年进入上影演员剧

团，先后主演了《护士日记》《女理发师》《家》

《海魂》《桃花扇》《玉色蝴蝶》等脍炙人口的影

片，她的风采也永远留在了大银幕上。作为

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之一，她还曾获

第五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特别荣誉

奖、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华语电影终身成

就奖等。

上影演员剧团的小院里，王丹凤的女儿

柳芯反复说“爱”：“妈妈走了好几年，谢谢大

家依然那么尊重她、爱她。”而在剧团一代代

影人心目中，王丹凤是芳华绝代的偶像，更是

美丽温婉的前辈。她关心剧团创作，对后辈

充满关爱。上世纪70年代末，王丹凤出演了

农村喜剧片《儿子、孙子和种子》，表演艺术家

洪融彼时是剧组的“小字辈”。时间已过去

40余年，洪融依然记得拍摄时的情形：“当时

条件艰苦，她从来没有叫过一声苦，没有要求

过一点特殊照顾。”尤其是演员与角色之间反

差较大，为了接近人物，“丹凤老师那段时间

在农村深入生活，熟悉劳作过程，这给我上了

印象很深的一堂课”。

艺术家梁波罗第一次与王丹凤合作，是

在田间地头唱沪剧。“当时我刚刚来到电影

厂，是一个新兵，有幸和丹凤老师一起为农民

演唱，唱的曲目是《庵堂相会 ·问叔叔》，我就

意外成了她年轻的‘叔叔”。”他回忆，在没有

伴奏、没有话筒的情况下，两人就这么站在田

间演唱。而王丹凤也丝毫没有明星架子，一

言一行都让人如沐春风。

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导演郑大圣说，他

此生第一件值得夸耀的事，就是王丹凤曾是

他所在幼儿园的“阿姨”。他至今清晰记得，

这位温婉的表演艺术家总是不厌其烦、轻声

细语地提醒着班上的“皮大王”们。在郑大圣

看来，对几代观众而言，王丹凤就是“真善美”

本身，“因为电影的神奇力量，她演绎的真善

美永远地留在光影里，让好几代人永远地去

追梦，去追念这份人间的奇迹与美好”。

为王丹凤塑像，是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

会副会长、上影演员剧团团长佟瑞欣一直以

来的心愿，“在铜像制作过程中，我与柳芯交

流，得知丹凤老师最喜欢白色，我们就选用了

大家现在看到的白色底座”。思绪回到多年

前，他记得老艺术家九十多岁高龄时为剧团

留下的寄语“永远不要离开舞台”，也记得那

一天王丹凤老师留下的美丽纤细手印，也就

是剧团重回武康路395号后“星光大道”上的

那一枚。佟瑞欣透露，不久前，身为上海市政

协常委的他与徐汇区政协主席黄冲等联名提

交了关于建立上海星光大道的提案，得到了

市政协、市委宣传部的积极反馈。“上影演员

剧团已先后为张瑞芳、赵丹、孙道临、王丹凤

等前辈建成了纪念铜像，也留下了秦怡、王丹

凤、黄宗英、牛犇、杨在葆、达式常、向梅、梁波

罗、张瑜、陈冲、郭凯敏、龚雪、王诗槐、赵静、

王景春、陈龙、唐嫣等几代电影人的手印。”他

希望，这条星光大道能让更多热爱电影的观

众近距离看到电影人的印迹。

王丹凤铜像在上影演员剧团揭幕

“小燕子”归巢，王丹凤“回家”

■本报记者 许旸

■本报记者 王彦

昨天，细雨蒙蒙，武康路395号上影演

员剧团的小院里，王丹凤的亲友以及一众

上海影人汇聚于此，为她的铜像揭幕，见证

“燕归巢”。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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