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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乔的异想世界》：
值得守护的人性光芒

何映晖

法国建筑师穆勒在天津设计了很多知名建筑，如劝

业场、工商学院大楼、交通饭店、渤海大楼，这个是穆勒在

天津留下来的最大的一栋住宅类的建筑设计，是给张弧

设计的一个住宅，整个住宅是两层砖混结构，入口处是四

个爱奥尼克的柱式。整座建筑是典型的古典主义风格，

在当时是极尽奢华的一栋住宅。（节选，有改动）

沽上

丛话

对于现在的年轻观众和读者来说，沈西蒙这个名字相
对比较陌生。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他担任主要编剧
的电影《南征北战》和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风靡大江南
北。鲜为人知的是，沈西蒙与阿根廷作家库塞尼，曾在苏
州拙政园共谱一曲中外作家友谊佳话。

苏州拙政园是中国四大名园之一，也是面积最大的江
南私家园林，游园者一般都是来领略这座明代园林的诗情
画意；但在1963年6月，两位来自不同国家、素昧平生的作
家于此会面，为这座古典园林平添了几分浪漫，一段后人
可追溯的人文趣谈。这两位作家就是中国作家沈西蒙和
阿根廷作家库塞尼。

这故事是苏州陈沧泉老先生讲给我听的，他退休前在
苏州市政府外事办工作，接待过不少来苏的中外文化名
人。关于沈西蒙和库塞尼，他不但亲自为这两位作家拍
照，而且还是他们有缘见面的牵线人和见证人。

库塞尼的全名是奥古斯丁·库塞尼，生于1924年，是阿
根廷现当代著名剧作家。他在中国当代普通读者中不是很
有知名度，但上世纪60年代的文科大学生都知道他，因为他
的作品入选了当时高校中文专业的教材。至今，凡欲了解拉
美现当代文学的全貌，也绕不开他，必然会涉及他的代表剧
作《中锋在黎明前死去》。该剧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在阿根
廷的矛盾和冲突，戏剧性极强，人物形象丰满。可以说，库塞
尼的剧作在阿根廷现当代文学中有着经典的意义和地位。

沈西蒙，上海人，出身新四军的老革命，完全是战火中
淬炼出来的作家，他一生著述颇丰，佳作迭出。对于沈西
蒙来说，相对上海的繁华热闹，苏州明显要幽静很多，小桥
流水更容易使人安静下来，潜心写作，因此他很喜欢苏州，
但凡有重大题材的写作，他都会独自一人到苏州来完成。
其中，《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最初一稿，就是在苏州闭门一
个多月，一气呵成。

而中阿两位作家的佳话，也正是源于这部作品。
沈西蒙有新四军战士的背景，笔下每每写到战争，都

有过人的格局和才情。他在写作《霓虹灯下的哨兵》之前，
就已写出了家喻户晓的作品，这就是电影《南征北战》。该
片是新中国成立后摄制的第一部优秀的战争片，拍摄于
1952年，先为黑白片，后来有了彩色胶片，又用新技术重新
拍摄。影片场面宏大，气势磅礴，通过对一支具体的作战
部队转战经历的描绘, 形象地体现了人民解放军运动战和
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如果不是军人，恐怕难以驾驭如此
重大的题材。《南征北战》的剧本最后署名是合作完成的，
但执笔的第一编剧是沈西蒙。这既得力于他的才华，也离

不开他军旅生涯的滋养和支撑。
相比之下，执笔写作《霓虹灯下的哨兵》时，沈西蒙笔力

更加圆熟，整体把控更加炉火纯青。这部作品的问世，首先
得力于新闻媒体。最早是1959年7月23日，上海《解放日
报》在头版发表通讯《南京路上好八连》，介绍八连的先进事
迹，此后众多媒体竞相报道。沈西蒙看到这条通讯后，觉得
题材难得，他秉持一份军人情怀，又是在上海长大，完全能够
依据这个框架，写出更加血肉丰满的个性人物来。此后，他
和创作组其他成员一起专门到八连体验生活，深入采访四十
多天，整部剧的框架日渐成型，人物呼之欲出，他就到苏州闭
门谢客，埋头笔耕，写出了话剧剧本。落在稿纸上最初的剧
名叫《南京路进行曲》。

在修改过程中，剧名曾先后改为《霓虹灯下遭遇战》
《霓虹灯下的奇兵》等，此后在前线话剧团的排演中被正式
定名为《霓虹灯下的哨兵》。1963年2月该剧公演后，立即
引起轰动，在话剧舞台内外赢得极高的声誉。库塞尼就在
这之后不久来中国访问，观看了这部话剧，虽然对汉语台
词对白不是很懂，但完全不影响他走进剧情，走近剧作家，
对该剧赞叹不已。

说来有缘。库塞尼在上海访问期间，又偕夫人到苏州游
览一番，无意中听说《霓虹灯下的哨兵》的主要创作者也在苏
州，他立刻向苏州外事办负责接待的陈沧泉提出，希望能拜
见沈西蒙，并恳望得到陈的帮助。陈立刻向上级汇报，上级
认为这是好事，对促成彼此的文化交流很有意义，于是同意
了此事。但这还要征询沈西蒙本人的意愿，他有没有空？是
否正忙于写新作品？大家心中无底。陈沧泉抱着试试看的

心态，找到了当时住在苏州市政府招待所“怡社”的沈西蒙。
沈西蒙当时倒是不太忙，但他对库塞尼毫不了解，也没有

接触过他的作品，只听陈沧泉单方面的介绍，心中其实也有顾
虑。但当他得知对方是一位阿根廷剧作家，不远万里而来，而
且比自己年长不少，就觉得自己客观上也算得上半个主人，不
答应见面不但有失大方，也有欠礼貌。于是，中阿两国从未谋
面的这两位作家，以戏为媒，在苏州拙政园玉兰堂见面了。

宾主会谈中，库塞尼郑重其事地请求陈沧泉用手中的
相机为他们拍摄一组值得纪念的照片。毕竟是写戏的人，
也能做手势辅以表情，库塞尼恳切地表达心意，陈沧泉明白
了八九不离十，不断微笑着点头。库塞尼又想了想，突然掏
出自己的钢笔，做举案齐眉状，又原地兜一圈，做出俘虏兵
拱手缴枪的动作，伴着战战兢兢、毕恭毕敬的神态，俯首在
沈西蒙面前，逗乐了在场所有人。

翻译马上说明了库塞尼的意思，说他非常佩服《霓虹灯下
的哨兵》这部戏，也知道沈西蒙是名军人，他想真诚地拜倒在
沈先生的门下，“缴械投降”。军人投降是缴枪，他没有枪，手
中的笔就代替了枪，要陈沧泉拍下“立此存照”。这位阿根廷
作家的确是够虔诚幽默的。

陈沧泉征询沈西蒙的意见，沈西蒙笑着大摇其头，他说自
己只是小弟弟，对方是老大哥，是贵客，岂可让对方如此“抬
举”。他以主人的姿态，拉库塞尼夫妇在正中的木沙发落座
后，又搬来一把椅子，坐在他们身旁以示恭敬，这才示意陈沧
泉拍下他们交谈的场景。

其时，沈西蒙没有预料到这次相会后，这部让外国同行大
加赞赏的剧作正式“开挂”。1963年11月，话剧《霓虹灯下的
哨兵》第二次进京演出。11月29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怀
仁堂观看了该剧。演毕谢幕，全剧团人员都受到毛主席的接
见。之后，在中宣部、文化部的协助下，地方上各剧种的剧团
也都加入《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演出中，大有“一花引来百花
开”之势。据统计，当时全国有一百多个剧团改编演出了这部
戏。1963年底，周恩来总理找到夏衍，要他负责把这个话剧
拍成电影，而且有具体要求，即一句台词都不能改，一个演员
也不要换。1964年初，同名电影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在南
京路实地拍摄，影片很快封镜并在全国上映。

在以后的岁月中，人们没有见到过沈西蒙用文字记述
这段他与外国同行的故事。也许，是他觉得不应该特别张
扬自己？或者，是随后的岁月中没有了宽松的心境和氛围，
能从容整理这段几乎湮没的记忆？幸亏当时的见证人陈沧
泉先生健在，又有具体的照片来“补记”这一段趣闻——让
人感到温暖的中外作家间的惺惺相惜，即便相距万里，即便
说着不同的语言。

在两位作家会面时，所谓的“缴械投降”一出戏，连外行都
能看出来是幽默的举动，但也是戏假情真。对方并不是真的要
封笔投降，而是表达对同行作品的极度赞赏。与千年前李白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褒扬，有异曲同工之妙。

剧作家沈西蒙于2006年4月28日去世，享年88岁。他的
中外读者会永远铭记他。

题图：1963年6月，阿根廷作家库塞尼（中）与中国作家沈

西蒙（左）在苏州拙政园玉兰堂。（陈沧泉 摄影）

我最初从事天津城市文化研究是工作需
要，后来则完全基于个人兴趣爱好，或者说是
出于私心，出于希望自己孩子传承文化的自
觉，因此继续学习以增强自身文化修养。
2019年底，我第一次参加问津学术年会，随
即加入问津书院的交流研究群，自此“浅者不
知其深”这几个字经常浮现眼前。我为自己
研究的浅薄感到惭愧，对书院的组织者及民
间派研究者、学院派研究者都充满敬佩，更惊
叹于问津书院围绕着天津地方文化，多年来
累积的丰富民间史料、出版的大量研究成果。

我的孩子出生成长在天津市，从小就喜欢
听天津卫的相声，吃食品街的美食。当我问他，
相较于父母的生长地，更喜欢天津哪些方面的
时候，他的回答除了吃喝玩乐再无其他。高兴
于孩子的无忧无邪之外，我也隐隐生出些许的
担心。于是，受传统文化“以乡观乡，以邦观邦，
以天下观天下”这种认识论的启发，我开始带孩
子走进各种博物馆，走近天津这座城市。

如果说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使我有了文
化自觉的素养，那么问津书院翔实的文化资
源，则给了我文化自信的底气。空闲时间，我
经常陪孩子看地图，有时会把《天津市和平区
文物分布位置图》等铺在地板上，一边找地图
上的建筑点位，一边听“荏苒芳华：小洋楼的
故事”。通过这些耳濡目染，孩子逐渐明白
了：吃喝玩乐的烟火气和不拘小节的市井气，
出于码头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热爱与无奈。中
西合璧的风貌建筑，既有抹不去的百年历史
的屈辱与风霜，也有值得后人学习的历经世
事沧桑人生沉浮之后前人的低调与气节。有了这样的历史经历，才
有了今日天津这样一座城市——她的优点与缺点都摆在那里，她的
发展始终在于一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而孩子们是关键也
是希望。作为母亲，在带着孩子学习的过程中，我自己也产生了强烈
的文化自信，除了自身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还得益于在问津
书院的几年学习。
“曹雪芹写出了这类人的共同命运，以深邃的思考写出了中华民

族艰辛的发展史。他清醒地反思了人才的生存困境，其作品充满了
对人类命运的形上思考。《红楼梦》第二回通过贾雨村‘正邪两赋’的
议论，体现出了社会文明进步所需要的人文精神，而这正是今天所稀
缺的精神资源。”这段话出自红学家赵建忠教授的文章《〈红楼梦〉第
二回的人文精神》。作者显然是在说《红楼梦》，但问津书院某种意义
上同样涵养着城市的人文精神。

当孩子们把格局放大，放大到历史长河中，眼里就没有了高低贵
贱，只看到五湖四海热爱生活的人会聚天津这座城市，面对现实，各
归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能……虽然饱经沧桑，历尽磨难，但依然积
极向上，乐观前行。这就是文化自信。有了这种自信，不论从事何种
工作，将来他们都会保有不卑不亢、做好自己的底气。这是做人的骨
气，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我们最深沉持久的力量。

浅游在问津书院文史海洋几年，我自身的文化修养与文化自信与
日俱增，也看到了天津文史研究焕发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还有它们
对这座城市的积极影响。问津书院的交流群里，研究观点、体裁、题
材、形式、手段，应有尽有，花样多多，经常能看到不同观念、内容、风格
切磋互鉴，乃至讨论争鸣，但所有人对天津文化的自信都深而不疑。

天津这座城市的素质养成，在于城市居民的行为气质、包容心
态和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这些都离不开地方文化的传承与滋
育。城市更新发展，其根在于文化。文化和城市的繁荣发展，是天
时、地利、人和的因果必然。问津书院经过十余年沉淀，凝聚了共
识，扎牢了根基，动员了人心，这样的因果必然，使得书院找到了服
务城市发展的机遇。《巧夺天工》这本书上讲：“王宝堂，民国初年天津人。擅剪

纸，能剪各种花卉、草虫，是天津著名的剪纸艺人，曾在天津东门
里开设进宝斋卖艺。”后来在天津市以刻花卉、草虫著称的伊德
元，就是他的得意门生。

光绪年间，天津还没有专门从事刻纸的艺术者，但市民对刻
纸的需求量很大，正如周楚良在天津年俗诗中写的那样，“先贴门
笺次挂钱，撒金红纸写春联，竹竿紧来攒笤帚，扫房糊窗算过
年”。这首诗把天津人过年贴春联、贴吊钱、糊窗花的风俗写得很
全面，这也说明天津人过春节时对刻（剪）纸的需求量多么大。

据刻纸艺人任文鸿讲，每逢春节临近或庙会期间，保定府
的何、王、刘三位老艺人就夹着包裹来天津出售自己的刻纸作
品。后来，何老艺人把手艺传给了任文鸿。王宝堂和刘氏艺
人分别开设了进宝斋和义和斋刻纸店。看来，王宝堂并非《巧
夺天工》上说的是天津人，而是河北保定人。

王宝堂，字进福（下文均称王进福），其刻纸店名进宝斋，就是
从其名和字上各取一字组成，店铺坐落在东门里大街上。王进福
的刻纸运刀之法如书家运笔之法，完全悬肘，全凭腕力，且是从后
向前运刀，因此，线条灵活，变化丰富。王进福还走街串巷到津门
巨商富贾家中推销其作品，并根据买主的意见和要求不断改进技
艺，受到买主们的欢迎，成为天津市最著名的刻纸作坊。王进福年
纪大了以后，把进宝斋兑给了伊德元，但他还时常拿作品要求伊
德元为之代售。伊德元曾和我说：我刚接手进宝斋，没有开店的经
验，当时的业务很不好，王进福还要我代售他的作品。说着，他把
王进福要求为其代卖的刻纸约30余幅拿出来送给了我。

王进福的这些刻纸作品，有兔子图案的竟达20余幅，还有几
幅蝙蝠、牛、花卉等作品。我就想王进福为什么在店里寄售这么
多兔子形象的作品呢？因为120年前的1903年正是癸卯年（即兔
年），当年王进福刻这么多兔子的作品就是迎合市场的需求。这
些兔子有的在闻梅花，有的在啃萝卜，有的在啃白菜……但无论
哪只兔子，其眼睛总是机警地关切着四周的环境，防备着偷袭
者。王进福以高超的技艺，把兔子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

在梧桐掩映的泰安道上，有一处被天津市政府列
为重点保护的历史风貌建筑——孙传芳旧宅。该旧宅
系别墅式住宅，有前后两栋洋楼：前楼乃孙传芳及其家
人生活起居之处，四周设封闭回廊，后楼为仆佣及卫兵
住所，两楼之间有廊相连。孙氏旧宅始建于1922年，初
非孙传芳所有，而是张弧住宅。1933年，孙传芳自张弧
手中购入此宅，并在此度过人生中最后的时光。

孙传芳（1885—1935），字馨远，山东泰安人。有姊三
人：大姊适商河，二姊嫁历城，三姊为袁世凯部下武卫右军
执法营务处王英楷妾室。据《孙传芳一生》一书：孙传芳六
岁入私塾，年十二失怙，随母寄居历城二姊家，后又随王英
楷一家迁居保定。1902年受王英楷推荐入北洋常备军营，
继又入将弁速成学堂，同学杨文恺论其“天资聪敏，且知用
功，所有军事课程，一读便通，故而学科与操法，往往名列

前茅”。1903年，孙传芳与杨文恺入北洋陆军武
备学堂，次年齐赴日本东京振武学校留学。在振
武学校，孙传芳读到李烈钧所传一份留日学生革
命刊物的创刊号，一度欲入同盟会，为杨文恺所
阻。1907年11月，孙传芳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
1908年12月毕业，1909年3月回国。其时王英楷
已投靠铁良，官至陆军部右侍郎。在王英楷授意
下，孙传芳至天津直隶督练公所报到，旋又参加陆军部甄
拔考试，成为步兵科举人。不久，铁良被排挤出核心，王英
楷也失势病死，孙传芳则暂时蛰伏。

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传芳在汉口之战中“立得头
功”，得王占元称赞，调任北洋陆军第二师辎重第二营
营长。二次革命爆发后，孙传芳抢占湖口，迫使革命军
伍毓瑞部退守吴城，获袁世凯嘉奖，升任第二师步兵第
六团团长。1916年王占元升任湖北督军，孙传芳任第
三旅旅长，旋任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战场上，孙传芳
骁勇善战，曾与湘军某部大战八昼夜，成就威名。王占
元下台后，孙传芳改投吴佩孚帐下，但貌恭心贰。第一
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孙传芳选择观望，待张作霖退守关
外，立即发表主张恢复法统之电文，公开表示对直系政
治主张的支持。继又发电请南北总统下台，敦请黎元
洪复职。为酬答孙传芳劝进之功，黎元洪任命孙传芳
为陆军上将军。1922年，孙传芳受命发兵援闽，于1923
年1月入闽，3月被任命为福建军务督理。1924年9月，
江苏齐燮元与“沪浙王”卢永祥起战事，孙传芳出兵援
齐，一路打到上海，卢永祥通电下野。与此同时，张作
霖出关，通电讨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曹锟、吴
佩孚兵溃失势，段祺瑞上台执政，令孙传芳撤兵回浙，
督办浙江军务。孙传芳选择表面与奉系
将领修好，退出上海，韬光养晦。

1925年秋，孙传芳以浙闽苏皖赣五
省联盟总司令的名义，兵分三路出击，席
卷苏皖，直至山东边界。在与张宗昌部
交锋时，俘虏并杀害了济南镇守使施从
滨，为自己种下因果。孙传芳取胜后，筹
建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设
总司令部于南京。孙传芳以“统一军权、
实行民治、财政公开、罗致人才、慎重外

交、尊重法律、整饬教育、开发利源、崇尚公德、化除私
谊”为治民、治军信条，其治下五省成为以军绅为基础的
独立王国，他本人也成为“东南王”。孙传芳统治东南五
省时，网罗人才，向张謇“问道”，请陈陶遗出山，扫旧除
弊，革故鼎新，吸引了章太炎、李根源等一众名士。五省
民众生活也相对安定，经济日益繁荣。在此背景下，孙
传芳又提出“大上海”计划，“改变上海南市、闸北、沪西、
浦东、吴淞地区互不统属的状况”，“把租界四周的中国
地区统一起来，建立一个行政总机构，即淞沪商埠督办
公署”，与陈陶遗商讨，欲令学者丁文江全权做督办公署
总办，“把上海交涉使、上海道尹、上海警察局局长，都指
定为督办公署的各局当然首领”。此“大上海”计划，在
当时确是创举。1926年5月5日，孙传芳宣布《淞沪施
政方针》，请丁文江出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全权总办。

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与吴佩孚军
队交战。最初孙传芳是被蒋介石安抚的对象，而他
也希望北伐军与吴佩孚两败俱伤，故而选择按兵不
动。吴佩孚很快便自两湖退守河南，国民革命军挺
进江西，孙传芳始参战。但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
孙传芳退守南京，此际东南五省已失两省，剩余三
省将领也不与之同心，故而孙传芳即便亲自北上联

奉，亦溃退似潮水。1928年春，孙传芳退至济南，后又退至
冀东滦州一带。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孙传芳残部被阎
锡山收编，孙传芳则出关投奔张学良。1928年12月29日，
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孙传芳本已接家眷至奉天居住，
但杨宇霆被张学良处决一事令其不安，遂于1930年1月离
开奉天，避居大连。“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派人至大
连劝孙传芳出任东北治安委员会委员。孙传芳不欲为汉
奸，遂举家迁至关内，于1931年10月2日抵津，并发表声明
称“绝未担任日军所委任‘东北治安维持会委员’等职”。
自此，孙传芳一家便寓居天津。1933年，孙传芳购入前财
政总长张弧洋房，整饰一新后，全家搬迁至该洋房生活。

晚年孙传芳放下屠刀，皈依佛门，成为居士，但早年
杀害施从滨的因果尚未了结。施从滨大女儿施剑翘（原
名谷兰）一心为父报仇。1935年11月13日，孙传芳至
居士林念佛。施剑翘则佯装拜佛，待孙传芳打坐入定，
将其枪杀，而整个过程孙似乎毫无警觉。孙传芳遇刺
后，尸身被运回孙宅，即今泰安道15号旧宅，后被葬于
北京寿安山南麓卧佛寺旁。“往事已成尘，回头梦醒，宇
宙人生皆是幻”，此为靳云鹏挽联中语，曾叱咤风云的
“五省联帅”终是尘归尘，土归土。而泰安道的孙氏旧宅
则穿越岁月，向游人诉说着历史……

任何时尚都是一个渐变过程，不会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海派家具形成独特风格，可溯源自清代
乾隆年间，当时大量洋货从广州涌入，随
后迅速流布到江南一带，欧洲的绘画、雕
刻、钟表、家具，甚至包括洋花边、纽扣这
些微小的货品，只要与“洋”字贴边就会
成为时尚。

但仅仅有这些还是不行的，圆明园的
兴建是清代宫廷建筑引进洋建筑风格最
有力的示范。随着清政府被迫开埠，上
海、天津、青岛、武汉等一批城市出现租
界或租借地，洋建筑在封闭的华夏大地
合法地兴建。地表的建筑物和建筑物内
部的家具永远是如影随形的，建筑的洋
化必然导致家具的洋化，天津洋家具、海
派家具领风气之先。

上海“十里洋场”不仅改变了建筑民
居形态，人也发生了变化。清人黄协埙
《淞南梦影录》中说：“游手好闲之辈，略
习西国语言，结伴伺浦上，遇有兵船水手
及西商之初至沪地者，即导之游览，并代
购食用等物，欺其价值未谙，大可从中渔
利。”把握商机也是一种时尚。在恢宏的
洋建筑里面，家具已成规模。

海派家具蕴含大量的“建筑符号”，最
明显的就是用机床镟出的各种镟木腿，像方锥式、凹槽式、弧弯式、
纺锤式、圆柱式等，这些都是工业机器生产介入家具制作的标志，是
民国家具区别于明清家具的明显印记。

细观这些家具腿会发现，其与洋楼建筑的栏杆属于孪生兄弟。
石库门和花园洋楼增加了阳台露台，围栏栏杆成了一道风景线，于
是也被海派家具借过来，作为大衣橱帽檐装饰、梳妆台与桌椅的各
式纺锤形围栏装饰，十分洋气。

古希腊、罗马建筑柱式在海派家具上反复出现，说明家具与建
筑密不可分。还有巴洛克式的螺旋柱，也被广泛运用到天津洋家具
和海派家具中。建筑的“洋符号”被借用到家具上，形成天津洋家
具、海派家具抹不掉的时代特征。

“我叫乔纳斯·德特莱夫·
贝泽勒尔，小名乔乔，1927年3
月25日出生于维也纳。”这句
台词出自影片《乔乔的异想世
界》。本片以一个10岁孩子的
奇幻视角呈现了第二次世界大
战的悲惨历史。
《乔乔的异想世界》上映于2019年，由

鬼才导演塔伊加·维迪提执导，这位生于
1975年的新西兰导演，集奥斯卡金像奖、
英国电影学院奖和格莱美奖于一身，同时
也擅长表演。在其执导的《雷神3：诸神黄
昏》中，就饰演了石头人寇格，把个性化的
诙谐风格带入片中，一改漫威影片的严肃
感。另一个角色机器人IG-11，则出自剧

集《曼达洛人》，塔伊加·维迪提也是该剧导
演之一。再看《乔乔的异想世界》，塔伊加·
维迪提不但担任导演和编剧，还在片中加入
了原著小说中不存在的角色、孩子脑中假想
的希特勒，并且由他亲自饰演。

世界上最强大的东西是什么？乔乔说是
金属、炸药和肌肉。但妈妈告诉乔乔，真正伟
大而有力量的不是战争，而是爱，爱就是肚子

里飞满了蝴蝶。《乔乔的异想世
界》在人物的塑造上很成功，每一
个人物不管出现时间长短，都能
让人印象深刻。其中最让人惊喜
的是妈妈的饰演者斯嘉丽·约翰
逊，把一个快乐、自由、有爱心的
妈妈，以惊艳的方式呈现出来。

即使在那么黑暗的年代，亦有善良人性
的闪光，就算隐藏在墙壁阁楼间，也有值得
守护的光芒。《乔乔的异想世界》从头到尾
都用一种童趣戏谑的方式，告诉我们不该
忘记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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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孙传芳旧宅：
“五省联帅”的最后时光

孙爱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