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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童话的启蒙者
谷羽

天仙茶园是一个规模不是很大、比

较简陋的演出场所，在天津几家名为“天

仙”的茶园中，因为地处东部，而被称为

“东天仙”。规矩严格的戏班管理制度，

吸引了众多京戏、梆子名角前来演出。

“东天仙”的新鲜花样层出不穷，邀请当

时天津的京戏名角李吉瑞（右图）、梆子

名角魏连升（左图），组成吉升戏班，他们

打破了女演员不许登台的旧例，带出了

一批女名角。“东天仙”逐渐成为天津最有影响力的戏园。

20世纪20年代后期，受租界相继崛起的新戏院影响，“东天仙”生意

渐趋冷落。1953年5月改为国营，定名为“民主剧场”。2021年，剧场再次

迎来修整，恢复成东天仙戏园时的模样。（节选）

《小楼春秋》解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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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子都爱听父母教他们儿歌童谣，
给他们讲童话故事。俄罗斯民族诗人普
希金（1799—1837）也是这样。他小时候，
奶娘阿琳娜·罗吉昂诺夫娜教给他儿歌童
谣，给他讲俄罗斯民间故事。普希金一生
都对他的奶娘充满了依恋的深情。

阿琳娜·罗吉昂诺夫娜（1758—
1828）出身农奴，不识字，为人勤劳善良，
头脑聪明，记性特别好，深受主人信任。
普希金和他的姐姐、弟弟，小时候都由这
位奶娘守护照料。

普希金出身贵族，家里有外籍教师，
他从小说法语跟说俄语一样流利。他父
亲爱好文学，家里藏书很多，普希金从小
喜欢读书，7岁开始写诗，很早就显示出
非凡的文学才能。

11岁时普希金离开父母，在皇村中
学读书，其间有欢乐也有烦恼。1814
年，14岁的少年诗人写了一首诗，题为
《我的肖像》，其中有这样的诗行：

打从在课堂里面上课，

小小年纪我就很顽皮；

人不笨，说话不胆怯，

不扭捏也不故作谦虚。

我爱看芭蕾也爱看戏，

假如能更加坦率地说，

倘若我不在皇村学习，

我的爱好肯定会更多……

向来淘气的一个顽童，

相貌与猴子有些相像，

过于轻浮，不知稳重，

普希金就是这般模样。

如果你见过普希金的画像，就会发
现他头发卷曲，皮肤微黑，眼睛明亮，嘴
唇很厚，原来他外曾祖父是彼得大帝的
黑奴汉尼拔，也就是说，普希金身上有黑
人血统，他那机敏、活泼、爱冲动的性格，
跟外曾祖父也很相似。在皇村学校读书

期间，他的外号就叫“猴子”，对于同学们开
玩笑的称呼，他倒是欣然接受，毫不介意，
并且写进了自己的诗篇当中。

1817年皇村学校毕业后，普希金进入
外交部担任译员，不久因为创作《自由颂》
《乡村》等充满叛逆精神的诗篇，引起沙皇
震怒，因而遭受惩罚，刚刚20岁就被流放
到俄国南方，受上司监视管教，不得自由行
动；24岁时，又因得罪南方总督沃隆佐夫，
被解除公职再度流放，囚禁在北方普斯科
夫省偏远的庄园米哈伊洛斯克，受地方官
员和教会的双重监督。

在北方两年多孤独寂寞的生活中，陪
伴诗人的是他的奶娘阿琳娜·罗吉昂诺夫
娜。在冬季漫漫的长夜里，奶娘为他唱民
间歌谣，讲各种民间故事，借以消磨时光。
因此，普希金把他的奶娘称呼为“我衰迈的
老妈妈”；把她写进诗歌，说她是“苦难岁月

的亲人”。
1824年11月初，普希金在给弟弟列夫

的信中写道：“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吗？午饭
前写读书笔记，午饭很晚；饭后骑马外出，
晚上听奶娘讲民间故事，弥补我所受可恶
教育的缺陷。这些故事太美了！每篇都是
一部长诗！”

1825年普希金在《冬天的傍晚》这首
诗里，写他请求奶娘为他唱歌：

喝杯酒吧，我的奶娘，

我青春坎坷有你陪伴。

杯在哪里？借酒浇愁，

心情快乐会忘却忧烦。

唱支歌吧，你唱山雀

怎样在海边静静地飞，

为我唱吧，你唱少女

怎样在凌晨出门汲水。

1826 年普希金解除囚禁，回到莫斯

科，写了《给奶娘》这首诗，怀念亲人：
我年迈苍苍的老妈妈，

你伴我度过严酷岁月！

你独自在那松林深处，

很久、很久等待着我。

普希金记录了奶娘讲的七个民间故事
情节，依据这些笔记稍后创作了七部童话：
《青青的橡树长在海湾》《神甫和他的长工
巴尔达的故事》《国王萨尔坦的故事》《安眠
公主和七勇士的故事》《金公鸡的故事》《母
熊的故事》和《新郎倌》。

只有《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借鉴了德
国格林童话的情节，但普希金做了适当的
修改，德语原作中贪婪的老太婆最后想当
“罗马教皇”，普希金改成了“海上的女霸
王”，这样更容易得到俄罗斯读者的理解
与接受。

为什么世世代代的家长和孩子们喜欢
普希金童话呢？我想原因有三。

一、这些童话充满了民间智慧，阅读这
些童话作品，有助于小读者明辨是非，区分
善恶。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善良、忠诚、
正直、勤劳，是好人的品德修养；而专横、贪
婪、嫉妒、狡诈，则是罪恶的根源。

二、这些童话情节曲折，人物性格鲜
明，变化神奇，让小孩子听了既感到惊喜，
又印象深刻，记忆长久。

三、这些源于民间的故事，语言朴实、
生动、简洁、优美，节奏鲜明，朗朗上口。因
此历久弥新，成了儿童文学著作的经典。

普希金童话不仅在俄罗斯盛传不衰，
还拥有几十种外语版本，在世界各国流传。

我们阅读普希金童话，不仅要感谢诗
人普希金，也应该感谢他的奶娘阿琳娜·罗
吉昂诺夫娜这位善良可爱的老妈妈。

阿琳娜·罗吉昂诺夫娜活到 70 岁，
1828年病逝。普希金终生怀念这位不是
亲人胜似亲人的老妈妈。在诗人的内心深
处，他所写的每篇童话，都是对他奶娘的深
切怀念。

从海河上的金汤桥往东走去，一幢坐南朝
北、西式古典且带有折衷主义风格的建筑矗立
在眼前。门口两根圆形柱式直通二楼，外沿用
水刷石砌成，简洁明快。跨入大门，是一个拥有
中厅和侧廊的剧场。这儿便是东天仙戏园旧
址。2020年，东天仙戏园旧址被列入第五批天
津市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东天仙戏园始建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位
于今河北区建国道121号。开始只是有人在此处
搭盖一个席棚子，招来一部分艺人演戏。宣统元
年（1909）这里出现了一个名叫东天仙的砖木结构
的旧式戏园。据说津门早期戏园喜用“天仙”为
名，如上天仙、下天仙、中天仙等，而东天仙戏园由
于地点方位的原因，约定俗成命名为“东天仙”。
初建时为砖木结构，整体分两层，可容纳一千余名
观众，是当时天津最大的戏园。

旧时在天津，“东天仙”绝对是个叫得响的
地方。尤其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意、奥租界
设立，东天仙戏园被圈入奥租界，奥租界当局在
戏园门前修了金汤大马路（今建国道），使其地
理优势愈加凸显出来。民国时期编印的《天津
地理买卖杂字》里说：“大奥国，衙门
空，烟草公司菜市东；奥租界，东天
仙，机器磨坊极壮观。”可见“东天
仙”竟成为奥租界的显著标志之
一。“东天仙”一度取名“天宝戏院”，
故而“老天津”亦称其为“天宝”。戏
园首任后台总管张春荣对演员们要
求：“即使赶上风雨天气台下只有一
位观众，也要原戏、原角，演全、演
好，绝不回戏。”这样的经营方式，为
当时的戏园赢得了极好的口碑。谭鑫培、刘鸿升、尚和玉、李吉瑞、张黑、
梅兰芳、金月梅等老一辈戏曲演员、艺术家都曾在这里演出过。著名女伶
金月梅，1910年曾排练过《节义传奇》和《义仆记》两出新戏，后者首演就
是在“东天仙”；民初梅兰芳新排的《一缕麻》，是他来津时在这里首演的。
这两出戏给“老天津”留下深刻印象。《一缕麻》是梅兰芳的新编时装戏，作
品批判了封建社会制度，在艺术形式上也有很大创新，一时间轰动津门。
从中也不难看出“东天仙”的影响力之大。

因年久失修，“东天仙”于1931年8月间动工重新拆盖。重建后的“东天
仙”为砖木结构二层，局部三层，正面有仿伊奥尼亚立柱，改称“东方大戏院”，
1937年改名“天宝戏院”。主其事者，经营手法灵活，除上演京戏、梆子外，也
演评戏、话剧和曲艺，轮流更换，以招徕观众。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天
津的娱乐场所以法租界劝业场附近最火，而当时李少春、李万春、金少山等都
在“东天仙”演出，也曾轰动一时。相声艺人侯宝林组织北艺剧社，在此演出
过富有喜剧意味的《梁上君子》《情天血泪》等舞台喜剧，令观众耳目一新。
“东天仙”一度以演评戏为主，刘翠霞、芙蓉花、李小霞等评剧艺人都

曾在此演出。老一辈评剧艺人孙芸竹（艺名“六岁红”）回忆说：“解放前
夕，在天津评剧界一些前辈和姊妹们的帮助下，我首演于天宝戏院。三天
打炮来了个开门红，可同时也惹出了麻烦。人称‘曲九爷’的戏霸，要认我
做‘干女儿’。我的养母出面跟‘曲九爷’说：‘我们是逃荒的，到天津暂时
混碗饭吃，攒点盘缠就要走，有负九爷抬爱。’好说歹说，还是被赶出天宝
戏院，不准我在天津这个码头唱戏。”

1953年7月，天津市河北梆子剧团成立，银达子（王庆林）、韩俊卿、金宝
环、宝珠钻等著名梆子演员，在民主剧场以《喜荣归》《三娘教子》和《秦香莲》
献演于观众，极尽一时之盛。当初，该剧场的舞台坐南朝北，台顶为木结构，
顶中心装有花纹孔隙直通顶棚外，孔隙旁镶有“三上神仙”四个大字。共两
层楼，楼上为两级包厢，一级25个，二级30个，每个包厢可容8至10人。楼
下散座均为条凳。楼下三面廊子坐席，东、西面为男座，正面为女座。现今
剧院内外大体保持原貌，但包厢、条凳等早已不复存在。

想当年，我也是这家戏园的常客。我上小学时就痴迷于戏剧，我家
距“天宝”不远，上世纪50年代，我常约几个同学到“天宝”看戏，记得那时
楼上最前面是一个个包厢。一天晚上，我和几个同学在一个包厢里观看
京剧《三岔口》，大家都很开心。《三岔口》是个武戏，散戏后，几个人在回
家的路上还在模仿武打的动作。后来“天宝”改为“民主剧场”，我常去那

里看电影，现在还保留有“民主剧场”的电影票。70
年代以后我当上河北区的干部，区委、区政府的一
些重要会议多在这里召开。再后来这里又改作舞
厅、娱乐厅，成为舞迷们的乐园。
“东天仙”数次更名，功能也在变换，但其建筑形

式和基本格局并无多大改变，其作为历史建筑的文
化价值不言而喻。2021年5月，天津首家“德云社”
选址于此并开业，给这座有着百余年历史的老建
筑注入了新活力，也让天津这个曲艺之乡焕发出
新的光彩。 （图片由《小楼春秋》摄制组提供）

天津是华北、西北地区皮毛的集散地和出口
地，得此之便，天津的近代制革业起步较早，发展
也较快。1898年吴懋鼎在天津设立北洋硝皮厂，
这是我国第一家采用现代鞣革技术和机器设备的
近代机器制革厂。经过民国前期的快速发展，到
1936年天津已经成为仅次于上海的皮革生产中
心，其中规模最大的华资皮革厂当数华北硝皮厂。

华北硝皮厂诞生于1915年4月，是天津设立的
第二家新式皮革厂，厂址位于河北区金家窑大街
（后迁至三条石东口）。创办人王晋生（又名王健）
早年曾留学美国，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和威斯康星大
学硕士，归国后邀请天津青年会干事陈锡三、南开
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人集资创立了华北硝皮厂，王晋
生担任经理兼工程师。华北硝皮厂资本金最初只
有5000元，1917年投产运行，随着30年代前后我国
制革业的快速发展，华北制革厂也迅速扩大规模，
1929年资本金增到20万元，1937年前年营业额最
高为60万元，工人有90多人，职员10余人，可与中
日合办（实为日本独占）的裕津皮革厂抗衡。

当时，制革业正处于旧式制法向新式制法的转变
过程中，新旧制法在去脂、去毛、使用的各种原材料和辅
料等方面均有很大不同。华北制革厂采用新式的植物

鞣制法，先行浸泡皮张2至3日柔软后，放入灰池5至6
日，待毛自动脱落时去毛洗灰，洗净后放置在单宁桶
中，加入树皮树膏或其他矿物质，洗净晾干再施以油
脂，放入轧皮机倾轧、铲板、染色、磨光后即可完
工。华北制革厂主要以牛皮作主要原料，牛皮大多
产自河南、山东、河北三省；次要原料中，除了石灰、
食盐、芒硝等几种可国产外，其他均为进口，例如硫
酸来自德国，纯碱来自英国，各类树皮、树皮油、树皮
膏来自美国、英国和印度南洋等地。

华北皮革厂最盛时期，拥有色箱（丹宁槽）200
多个，洋灰池20多个，转鼓20个，轧皮机8架，其
他如挤水机、冲皮机、片口机、压力机等一应俱
全。该厂在创设时曾生产多种皮革，市场反应平
淡，王晋生再次赴美学习技术，归国后采购大型机

器，专产法兰（珐琅或法蓝）底皮、花旗皮、两色皮，
以“象”为商标，用于鞋底制作，品质上乘，经济耐
用，世人称赞“华北各工厂以华北制革厂之花旗
皮、法蓝皮为最优良”，年产花旗皮5000余张，法
兰皮1000余张，最高时年产总计2万张以上。在
包装上，以10余张皮作为一捆，外面用麻袋包住，
重量约100磅左右，以磅计价，产品除了供应天津
各皮件厂外，还销往济南、北平、锦州、沧州、包头、
张家口、大同、开封等地。此外，1927年华北皮革
厂还添置了皮带设备，生产“双象”“象”“马”“熊”
等品牌的传送皮带。

同当时上海、广州等地的制革业一样，外资制革工
厂资本雄厚、技术设备先进，原材料获得容易且较为廉
价，因此，各地制革业中的头部企业基本为外资工厂。

而华资制革厂资本额少、设备简陋、营业受时局影响
非常大，特别是制革行业所需流动资本数额较巨，生
产周期较长，华资制革业更加举步维艰。例如，1935
年天津制革厂中，只有4家工厂拥有技术员；1936年
时天津制革厂有60家左右，但至该年秋冬季节，停
工者就有三分之一，原因是东北失守后市场损失大
半，加之此前世界皮价下跌，也是雪上加霜。此外，由
于部分皮革产品（例如鞋面皮等）中国不能自主生产，
每年还须大量进口皮革。即便如此，华北制革厂仍旧
凭借其雄厚实力，在全国民族资本制革厂中占据前
列。七七事变后，受战事和日方统制政策等影响，
华北制革厂损失惨重。日本的洋行、公大制革株式
会社、神荣公司等机构，先后对华北制革厂进行威
逼利诱，试图强行购买其厂房和机器设备，强购不
成改为加入股本，企图将华北制革厂变成中日合办
工厂，被拒绝后又提出租用的要求。所幸华北制革
厂的领导人员均是爱国人士，日本人的企图没有得
逞。此后，华北制革厂被迫将机器设备拆下隐藏，
避免被敌人利用，又将厂房租给德商洋行，只留下
一小部分机器维持生产。

天津沦陷初期，日伪当局对生皮控制不太严
格，天津的华商制革厂尚能从本地、河北、山东、河

南等地购入原料，维持生产。1939年日本人成立华
北原皮协会（后改为皮革加工统制协会）后，80%的
生皮归日本军用，剩下的20%为协会垄断，各厂须入
股才能分配到生皮。时任天津制革公会会长的王晋
生带头抵制，只认一股，其他会员效仿，方才勉强维
持开工，但所产鞋底皮等因战事无法运输，只限在平
津两地出售。1941年后，皮革被日伪当局列入军用
物资进行统制，对各制革厂实行原料定额配给，直接
造成各工厂生产时停时开。华北制革厂得到的原料
配给极少，每日只能得到三四套零件的“配给”（每套
零件为牛头、牛尾各1个，牛足4只），被逼无奈，华北
制革厂只能变卖、出租厂房设备，靠织牛毛鞋里或布
线袜子勉强生存。1943年9月，为了实现华北皮毛
一元化统制，日伪当局成立华北皮毛统制协会，并出
台《毛革类搜集促进要纲》等文件，对皮毛的收购和
配给实行更加严格的统制，由华北皮毛统制协会统
一收购市面毛皮，不允许各工厂自由加工皮毛。在
此情形下，多数皮革厂被迫停工，改从他业。

华北制革厂作为华北制革业翘楚，其发展历程
及其创办人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和爱国精神，是近
代天津工业的一个缩影，亦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
财富。

不知何故，自古以来，草桥这种交通设
施极易受到文人墨客青睐，被入诗、入画，
或当作小说、戏剧的背景地。“草桥夜醉月
明下，桃关晴吟春色中”“草桥跨涧水粼粼，
不厌羊裘把钓纶”等诗句至今仍广为传
诵。京剧《草桥关》、越剧《草桥结拜》等剧
目也久演不衰。

而草桥本身，如今反倒成了一个人们听
起来耳熟，但却难解其详的名词。尽管在一
些地方仍有“草桥”“草桥镇”等古老地名，但
那里大都已经不见草桥的踪影，仅留下一通
记录草桥掌故的石碑，甚至一段传说而已。
由于“草”字有“非正式的、山野的、民间的”等

含义，因而从字义上推断，草桥似应是一种
简易桥梁，而不大可能是用草结成的桥。有
些草桥也可能是由民间建造的。但在现实
生活中已经难见其“庐山真貌”。

求助于专业书籍，洋洋百万言的学术
专著《中国建筑论》中并没有关于“草桥”
的内容。查阅手头的工具书，也没找到
“草桥”这个词。在《辞源》中倒有“草桥
关”词条，言其故址在河北高阳县东，相传
因宋杨延朗建草桥于此关而得名。另据
《清一统志》记载，草桥关在高阳县西二十
里，建于北周显德六年。二者对草桥关具
体方位的记载虽有出入，但都在高阳县域
内。这使我记起孙犁先生的长篇小说《风
云初记》中，有一段“红色恋人”草桥相会
的故事也发生在高阳附近。

我的家乡任丘位于河北省中部，白洋
淀东岸。每当阅读孙犁先生那些以冀中平
原为背景地的文学作品时，我总是感到格
外亲切。作品中的文字仿佛会化为冀中乡
音，“刻录”在我的脑子里。因此，在读过多
年之后，我依然记得《风云初记》中“草桥相
会”的场面。

那是1938年仲春时节，抗战风云初起
的冀中平原上，刚满18岁的女共产党员春
儿结束了在边区民运学院的学习奔赴工作

岗位，在安国境内大沙河的一座草桥上与自
己的恋人不期而遇。

那天恰逢集日，狭窄的草桥上非常拥
挤。正当春儿跳下搭乘的牛车准备徒步过桥
时，一队八路军战士疾步走上草桥。春儿惊
喜地发现，指挥这支队伍的正是自己的恋人
芒种。在简短的交谈中她得知芒种所在的部
队已经改编为正规军建制，他也升任指导
员。他们通过草桥之后，芒种与春儿匆匆告
别，踏上西去的征程……

惜乎当年专注于这对“红色恋人”相会与
离别的情景，忽略了书中是否有描写草桥样
貌的细节。我想，以孙犁先生那细腻、写实的

文风，他是不大可能忽略
这些内容的。于是我找出
《孙犁文集》第三卷，重读
《风云初记》。

在该书第 74节中果
然有一段对草桥的描述：
“沙河里的冰块快要融化
完了，水流很大很急。草
桥两边压上了很多的土
袋，桥桩顶上了碌碡，防
止摇倾，可是大车在上面

一走，桥身还是颤动着……”看来这草桥的
确是一座不够牢固的简易桥梁。书中还提
到看桥的老人“和熟识的车夫打着招呼，又
伸着手向远地来的车辆要桥钱。”这似乎表
明草桥极可能是由当地民间筹资建造的，
因而它具有明显的“自益性”特征，外地车
辆过桥是要付费的。

接下来作者又写道，“一只刚刚开河就
从下水航行过来的对艚大船，正迎着水流，
紧张地穿过桥孔。”这使我联想到，在许多
河流上，丰水季节里这种草桥是不堪用
的。即使不被急流冲垮，其低矮的桥面也
会因水涨船高而阻碍船只航行。而在枯水
期或河面结冰的季节，它才能被派上用
场。据此推断，草桥或许是一种临时搭建
的“季节性”桥梁，在河流丰水季节，它可能
会被渡口所替代。

后来我在孙犁先生的《远道集》中读到一
篇关于河的散文。他在描述童年时代家乡的
滹沱河时写道：“它给人们带来很多不便，夏
天要花钱过惊险的摆渡，冬天要花钱过摇摇
欲坠的草桥。”这寥寥数语，竟然证实了我此
前的推断。

抚卷而思：革命现实主义作家孙犁先生
笔下的草桥，不仅是展现故事情节的“布景”
与“舞台”，而且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天津民族制造业史话（七）

华北制革厂的兴与衰
刘凤华

孙犁先生笔下的草桥

刘植才

从18岁的伊豆舞女到海峡彼岸等待了25年的多惠姑娘，再
到73岁出演樱花树下守护亲情的母亲，如今78岁的她依然活跃
在影坛上——这就是日本影坛的“常青树”吉永小百合。在中
国，她也拥有很多影迷，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她曾多次
随日本电影代表团访华，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译制
厂走访交流，还和栗原小卷一起爬过长城。2021年，她主演的
电影《生命的停车场》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亮相，获得天坛奖最
佳影片的提名。

吉永小百合出演伊豆舞女时虽然只有18岁，却已经是一位拥有30多部作品
的演员了，甚至一年之内就参演了16部电影，一跃成为日本上世纪60年代最炙
手可热的青春偶像之一。但她的演艺生涯也随着邀约的不断增加，迎来了重重
挑战。在和高仓健合作的影片《海峡》的拍摄中，吉永小百合试图调动自己所有
的感官去表达女主角多惠，在25年里对男主角阿久津怀有的深深爱意。在镜头
前准确表达出隐而不露的复杂情感，吉永小百合奉献了经典演出。

吉永小百合在43岁的时候拍摄了自己的第100部电影，曾四次获得日本电
影学院奖最佳女主角的殊荣，至今无人打破这项纪录。本周推介的这部佳片，更
是她演艺生涯中的一座里程碑，即日本东映电影制片厂60周年纪念作品，2012
年上映的《北方的金丝雀》。

尽管在日本各地都留下过自己的身影，但吉永小百合对《北方的金丝雀》的
拍摄地北海道却尤为钟情。在日本当代影坛，以北海道为背景而拍摄的三部影
片《北之零年》《北方的金丝雀》《北之樱守》，被称为“北之三部曲”。在这三部曲
中，《北方的金丝雀》更是夺人眼球，除了众星云集之外，其最大的特点是改编自
日本知名悬疑小说家，也就是《告白》的作者凑佳苗的悬疑小说《往复书简》。

20年前，和善可亲的川岛春与丈夫行夫来到位于北海道一座寒冷的孤岛。
春成为当地小学仅有的六名学生的老师，并发掘了他们的歌唱才华。然而一场
意外夺去行夫的生命，之后受到村民指摘的春黯然离开小岛。时间回到当下，刚
刚退休不久的春迎来两位刑警的造访，进而得知当年六名少年中的一人卷入一
起杀人事件。心中怀着种种疑问，春返回阔别已久的小岛，并先后走访其他5名
学生，当年的事件在他们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阴影，而此次重逢能否打开师生各
自的心结？吉永小百合饰演川岛春，满岛光、宫崎葵、松田龙平等多位日本影坛
知名的中生代演员参与演出，他们将在片中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一起走进《北方
的金丝雀》，看吉永小百合如何用歌声融化沉积20年的冰霜。

6月3日21:58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北方的金丝雀》，6月4日

15:17“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北方的金丝雀》：
二十年后的双向救赎

陈扁舟 刘燕凌

东天仙戏园旧址现貌

图画书中描绘的奶娘为普希金讲故事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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