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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艺术

研究院及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联

合主办的《赵无极艺境三部曲》

上海首映会10月30日晚在复旦

举行。500多位观众齐聚相辉堂

北堂，“走进、走入、走出”赵无极

大师的艺术人生。

60年前，“中法建交”轰动世

界。60年来，中法关系始终走在

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前列，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

不相悖。”文明互鉴，如同桥梁连

接心海，让多元智慧在相互理解

和尊重中流淌，共同绘制人类文

明进步的壮丽画卷。为此，中国

著名旅法导演、外文系1977级校

友姚国强特别拍摄纪录片，通过

杭州、香港、巴黎三个篇章，详细

回顾世界级画坛巨匠赵无极的

人生轨迹和艺术生涯。

影片放映前，副校长陈志敏

介绍了复旦与法国源远流长的

交流传统，“《赵无极艺境三部

曲》是世界文化交流与艺术创造

的结晶”，希望观众通过本次活

动，加深对赵无极先生跨越性作

品的理解，为东西方两大文明的

相遇融通贡献复旦力量。

活动还特别邀请了哲学学院

艺术哲学系主任沈语冰教授与姚

国强导演进行对谈研讨，并由外国

语言文学学院法文系主任袁莉教

授主持。沈语冰教授称赞赵无极

作品“融会了东西方文化中最深刻

的东西，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借助

一种世界性语言，让没有那么了解

中国文化的人感受到这种通用语

言。”姚国强导演也举例，赵无极用

水墨技法把油调得较为稀薄，于无

形之中展示西方油画家不具备的

东方性、水墨性与书法性。正如袁

莉教授所说，“艺术有一个共同语

言”，其色彩、线条、节奏甚至呼吸

能够跨越时空的界限，在世界人民

中形成普遍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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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医创建97周年之际，一

批知名艺术家应邀走进复旦上医

校园，以“美丽中国 美丽上医”为

主题创作书画作品，于10月23至

28日在上医文化中心院史馆一楼

展厅、明道楼一楼大厅展出。

展品通过生动的笔墨、独特

的艺术语言和丰富的创作手法，

从壮丽山河到繁华都市，从丰富

的民俗风情到现代社会蓬勃发

展的景象，呈现了美丽中国的多

样面貌。

张守富、李可友、王建华、都

囯桢、臧金财、褚雄等七位艺术

家还合作完成一幅十余米长的

反映上医发展历史和校园风貌

的书画长卷《正谊明道》。

10月28日，中国名家艺术研

究院向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捐

赠了由张守富、史贵仁、李可友、

韩国榛、王建华等书画名家创作

的54幅艺术作品。

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上海

医学院党委书记袁正宏诚挚感

谢各方支持上医文化建设和医

学教育事业发展。他表示，复旦

上医一直以来都注重营造校园

文化艺术。本次获赠的不少书

画作品是艺术家在画展期间专

门采风创作的，上医将做好展示

和收藏，让医艺生辉。

文/孙芯芸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美丽上医美丽上医””展出展出

复旦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

个人成了谜。”一段 82 年前沉重

的战争历史在即将被遗忘时得

以挖掘。

影片导演兼制片人、海洋物

理学家方励与主创团队携纪录

片《里斯本丸沉没》10月27日来

到管理学院政立院区剧场。映

前1小时，不少观众冒雨赶来、提

前入场。600多人迎接跨越时空

的沉浸体验，这也是政立院区剧

场落成后首次放映影片。

特别放映结束后，新闻学院

教授张力奋、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教授王升远与导演方励对话，分

享影片台前幕后。

张力奋认为，《里斯本丸沉

没》是改变中国纪录片史的一部

片子，并代表中国内地角逐奥斯

卡。

“不要说8年，18年我
也做”

纪录片中，有个孩子对镜头

问：“你们为什么一直坚持寻找

一艘船？”这其实也是不少人对

影片主创团队的疑问。

2014年，方励在中国东海东

极岛拍摄电影《后会无期》，听说

附近有一艘二战沉船。日军攻

占香港后，于1942年9月底，押解

1816 名英军战俘与两千多吨物

资，计划乘武装运输船“里斯本

丸”从香港深水埗码头出发，前

往日本。因日本违反《日内瓦公

约》，未在船上悬挂运送战俘的

旗帜或标志，最终被美国潜艇

“鲈鱼号”发射的鱼雷击中。沉

船发生后，日军对战俘进行“大

屠杀”。直至东极岛的中国渔民

撞见，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划着

舢板，将英军从水中救起，这场

屠杀才被终止。据统计，有 384

名英军战俘被中国渔民救起，但

仍有800多个年轻人葬送在异乡

海底。然而，82 年来，这段历史

被日军所扭曲否认、被公众所遗

忘。

“当年听到这个故事，我被打

动了，所以我就想不顾一切代价

把它搬到银幕上。”方励花费8年，

“倾家荡产”带着团队满世界去打

捞这段历史。“不要说8年，就是18

年我也会做。”他斩钉截铁地说。

“如果我不去抓住它，这
段历史的人证就要消失了”

“从第一次下水搜寻，到确

定沉船位置，花了两个礼拜。”有

计划、专业高效的水下搜寻，让

现场听众惊叹。

海底搜寻，最关键的不是设

备，而是搜寻的思路与方法。方

励介绍，搜寻到里斯本丸沉船并

不困难，难的是怎么证明这艘沉

船就是“里斯本丸”。团队利用

声纳信标定位仪、大规模的声呐

探测和影像呈现，在几百平方公

里的东海海域开展搜寻。最后，

团队用物理学方法先证明沉船

是钢铁船，符合里斯本丸的材料

属性，再结合几何拟合图纸、船

只的断点、历史资料记载以及中

国渔民的描述，综合推断出这艘

沉船正是“里斯本丸”。“寻找”，

可以说是贯穿这部纪录片中的

一大主题。寻找到“里斯本丸”

只是第一步，主创团队还需要寻

找当事人、后人，多角度尽可能

还原历史面貌。

为找到1828位英军的后人，

方励不惜自掏腰包，在英国当地

报纸登广告寻人。“不能就这么

忘了。这是历史赋予给我的机

会，无论如何也要在最后两年抢

到历史的尾巴。”当时方励这么

想，现在依旧如此。

登报不久，团队就收到 380

多条直接线索。仅14天，团队就

采访了20多人。那段日子，方励

几乎天天“以泪洗面”，因为听到

太多心碎的故事、太多无尽的悲

欢与等待。

“我想让大家看到，不分国

别、不分人种、不分时代，人类的

情感是共通的。”他说归纳了两

点支撑的力原动：一是太短、二

是太重。太短，是因为闯入了历

史的最后机会。“如果我不去抓

住它，这段历史的人证就要消失

了。”太重，则是由于两千多个家

庭沉甸甸的情感托付。

“代表中国渔民、代表
中国人的立场来讲述”

目前，《里斯本丸沉没》已在

内地获得票房 4490 万。但在方

励看来，影片的价值超过票房数

据和几千万现金投注。

“历史就在那里，战争也就在

那里，它们只是背景。”反战作为一

个宏大命题，自然而然附着在具体

的故事中，他更想要表达的，是千

万个体与家庭的经历、情感与命

运。

方励解释自己露脸，是为了

能代表中国渔民、代表中国人的

立场来讲述，“如果我不出来当叙

述者，那就真的只有英国人的声

音在讲述了。”他不计较利益与回

报，也不想在影片中去粗暴地做

“谁对、谁错”的历史判断，而是更

关注影片的情感穿透力能否直击

观众。而无数家庭悲欢离合的背

后，是那场大家都不希望有的战

争。它残酷、无耻，给亲历者与后

世都留下难以估摸的伤害。

王升远则表示：“面对战争

中人性的恶与屠杀，我们需要保

持纪实、思考和判断。”

如此，我们才能给后人留下

警醒，也能有温暖、希望去面对

这个世界。

“因为上海话，里斯本
丸事件才被讲述出来”

活动尾声，方励还分享了一

个有关上海的故事。

影片中，有三位英军士兵在

中国渔民的帮助下，躲在小孩洞

而逃过日军搜捕，又在中国军民

的帮助下，辗转多地逃到重庆，

向媒体讲出他们的遭遇，里斯本

丸事件才被世人所知晓。

“这三人中，有一位英军士兵

有相当丰富的人生经历，他在上海

租界、天津租界、香港租界都曾当

过警察，会一点上海话和阅读。”方

励介绍，正因为会讲上海话，他才

能和中国渔民沟通，“因为上海话，

里斯本丸事件才被讲述出来，才有

我们今天这部影片的一切。”

实习记者方东妮 王双艺

打捞历史：和《里斯本丸沉没》导演对话创作

在文学的殿堂，莎士比亚的

《哈姆雷特》始终以其深邃的内

涵和复杂的情感吸引着世界各

地的观众。10月30日晚，“好美

复旦”艺术沙龙第 21 期“德语戏

剧《哈姆雷特》：莎翁经典的颠覆

与重塑”在邯郸校区光华楼东辅

楼202吴文政报告厅举办。

德国戏剧演员拉斯· 艾丁格

先生与德语系李双志教授同台，

围绕剧作《哈姆雷特》改编、创新

和演绎过程及剧作背后的深刻

内涵进行讨论，分析新展演方式

的用意和出发点，传达对莎士比

亚经典剧作的创新性诠释和创

造性演绎。“一千个读者眼中有

千个哈姆雷特”，德国导演托马

斯· 奥斯特玛雅创造了历史上

“最疯狂的哈姆雷特”，在“去英

雄化”的现代戏剧背景下，为这

部经典之作提出全新的解读可

能。它让每一个观众渗入到哈

姆雷特的心境中去，发现自己的

“哈姆雷特情结’去找到“我”，去

摆脱“我”。

来源：校团委

讨论德语戏剧讨论德语戏剧《《哈姆雷特哈姆雷特》》

11月4日晚，“好美复旦艺术

沙龙第21期：北京歌剧舞剧院舞

剧《破冰》分享会”在枫林校区明

道楼一楼报告厅举办。舞剧团

队围绕《破冰》的创作故事及剧

作的深刻内涵与观众分享，传达

对守护社会安宁默默无闻的英

雄们的致敬。 来源：校团委

舞剧舞剧《《破冰破冰》》团队来校分享团队来校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