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到新疆工作，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广袤的大地上连绵不
断的林网，在保护着边疆的生态环境，默默为边疆的民族团
结、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各个团场走得多了，更加发现，如果没有
那些林网死顶着沙尘暴，抵挡着酷寒，顽强保护着国土生态安
全，人们在这里生存，不知又将增加多少困难、多少艰苦。

有一天，陪着从内地来的人到兵团第八师150团去看
那里的驼铃梦坡，从名字上看这里似乎充满了诗意。到了
之后才知道，处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的驼铃梦坡，多年
前曾是茫茫的沙漠之地。老军垦战士们不畏艰难险阻，寒
冬腊月甩开膀子整地；在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酷寒里，里面
的衬衣被汗水湿透，外面的棉衣
背上却是结了一层厚厚的坚冰；
用铁棍在背上敲，梆梆作响。仅
仅整地治盐一项基础工程，老军
垦战士们就搬走了大小沙包几百
座，填平沟堑和坑洼数万个。有
人算过，如果将搬运的土石方堆
成1米宽、1米高的长坝，这条长
坝可绕地球转圈！

现在，驼铃梦坡作为三北防护
林建设工程的一部分，已经被150团
改造为沙漠中的半岛式绿洲，建成
了兵团第一个国家沙漠公园：林网
阻挡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南侵，
显现出勃勃生机。

那些生长着的树木，无论是
杨树，还是柳树，树龄最多才几十
年，林网都是由一条条的人工林
带交织而成。当年，老军垦战士
们抱着不与民争地、不与民争水、
不与民争利的目的，到风头（风沙
源头）、水尾（河流下游）、路头（道路尽头），开垦出一块荒地
就种上一片庄稼。为了防治风沙，就在大田的四周种上树，
大部分为新疆本土树种胡杨、红柳、梭梭等。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一块条田就有了四面林带。大田多了，林带就多了，林
带多了就成了网状，像一道道绿色之墙，阻隔了风沙。实践
出真知，是严酷的现实要求兵团人必须搞好生态环境建设。
林带一直伴着几代兵团人成长，它们就像生活在路边的兵团
人一样，组成个连队矗立在这里，防风固沙。

林网的命名很有意味。兵团战士最初到达的地方，都
很偏僻，甚至没有地名。开垦出一块地，就把这些地块以开
垦出来的先后次序命名。例如，第一块开出来的地叫1号
田，第二块开出来的地叫2号田。而兵团人栽种的林带或
林网，名字往往就是大田的名字：1号田就有了1号林带，2
号田就有了2号林带。条田和林网交织着，织成的方格成
了兵团团场的特点。林网和道路相伴，无论道路宽还是窄，
短还是长，林网都随行，有时路没了还有林网。那些挺拔的
树，容颜绿了又黄，叶儿凋落又生，枯了又发新芽，日月就在
这种交替之中轮回，见证了兵团战士为祖国戍边的奋斗与
奉献。谈到护林防火，说去几号林网，就像说去几号高速公
路似的，简洁明了还直观。

极个别的林网名字，也有特殊的意义。在一个团场，我
发现有一条靠近戈壁的林带叫河南带。知情人介绍说，当
年，这个林带由一个班的河南支边青年种植，看守这片林带
的也是河南人。这位守林人从年轻时就一直守着这条林带，
直到慢慢变老、去世。他去世前，就把这条林带交给了儿
子。他的儿子曾经抱怨父亲的无能，没能给他一个好的生活
环境，在父亲的泪光里离开过这片林带。但是，出走几年以
后，他又回到这里，对父亲说，只有这林带离他最近，父亲对
他最亲，外面的世界再精彩也不属于他——他属于新疆，属
于兵团。儿子与父亲共同伺候着这片林带，再也没有离开。

那曾经离开的年轻人重新回到了他父亲守护的林网里，
感受着父辈的艰苦与荣光，并最终留在了这里——他就是兵
团人自称的“兵二代”了——就是因为有他这样成千上万的
兵二代，兵团人才能前赴后继，把祖国神圣的戍边事业延续
在历史里。历史就是这样子的：你在其中，不知奇妙；离开之
后，才知道失去的珍贵。

当年的豪言壮语都化作眼前勃勃的生机，任是亘古
荒原，也有了新的模样。曾经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现在也
老了，只是静静地在林网边凝望着年轻一代的兵团人，在
广阔的大地上建设着新的林网。

我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六年，在祖国西部边境，在塔
克拉玛干沙漠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处，与这些令人可尊可
敬的林网相伴了六年。每次从林网边经过，看到它们以完整
的队列默默抵御着风沙，我就充满了敬意与感动，不可名状。

满 姑
金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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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楼地下一层设有银库、保管库等，库门为

“一重约13吨之钢闸，不畏轰炸”，还设有通风

防湿保温各种设备，专为顾客存放珍贵物品。

1935年12月，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天津分行

搬进大楼办公，气派的建筑自然给储户稳重可

靠的信心。1938年，该行存款数目排在中行、

中央、交行、农行四行之后，位居第五。（节选）

原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大楼：
中国现代主义建筑的早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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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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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解放北路与滨江道交口西北隅，矗立着
一座气质庄重、装饰精巧、流露着现代感的金融建
筑，它就是原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大楼。现为天津
市文物保护单位、重点保护等级历史风貌建筑。
1914年，北洋政府为解决外资银行借款到

期、财政资金不足等困境，筹划创办一家银行，吸
引民间游资。同年10月20日，由中国银行、交通
银行出资，以“提倡社会储蓄，培养人民俭德”为
宗旨，成立新华储蓄银行，总行设于北京，在天津
和上海设立分行。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新
华储蓄银行经营困难。1931年2月，该行在上海
召开董事会，决定接受中行、交行增资进行改组，
更名为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改上海分行为总行，
北平、天津两地为分行。改组后，银行业务得以
显著发展，迅速成为一家全国性银行。
1934年3月，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天津分行于

法租界大法国路（今解放北路）与葛公使路（今滨
江道）交口兴建新楼。大楼1935年10月落成，时
为大法国路上最高建筑。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驻
津“中资银行每天下午四点均要到该行来进行汇
总结账，沟通情况”，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天津分行
一度被称为“天津中资银行的大本营”。天津银
行业同业公会、天津钱业同业公会等曾设在此
处，此楼也成为当时天津金融巨子的聚集地。
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大楼由我国早期建筑实践

先行者沈理源先生设计。沈理源（1890—1951），

名深，字锡爵，浙江杭州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南洋
中学，由于成绩优异，经学校推荐，于1909年官费
考入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意大利是欧洲文艺复
兴运动发祥地，19世纪西方建筑界占主导地位的
建筑潮流是复古主义建筑和折衷主义建筑。而20
世纪初随着建筑新功能的出现，伴随新材料和新
结构、新技术的产生，一些欧美建筑师提出了改革
建筑设计的主张，现代主义建筑（Modern Archi-
tecture）开始萌芽。沈理源先生在留学期间沉浸在
西方古典建筑的环境与氛围中，同时也接受了建
筑革命新思潮的冲击。1915年，他成为中国近代
第一批留学归国的执业建筑师，致力于工程设计、
学术研究和建筑教育等工作。沈理源先生是—位
实践型建筑师，其作品涵盖金融建筑、教育建筑、
影剧院、居住建筑等诸多领域，风格以西方复古主

义建筑和折衷主义建筑为主，也在现代主义建筑
方向进行了大胆的探索。
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大楼便是沈理源先生在

现代主义建筑领域的一次早期实践，在复古主义
和折衷主义建筑云集的解放北路可谓独树一
帜。建筑主体六层，局部八层，设有地下室，钢筋
混凝土框架结构。主立面向东、南分别面向解放
北路和哈尔滨道。在十字路口处做折角处理，弱
化建筑角部与路口的冲突感，同时将主入口设于
转角处。首层只开设矩形方窗，并无任何窗套线
脚修饰。首层顶部仅用一条浅浮雕腰线与二层
进行分隔。二层以上墙面利用凹凸关系，将窗间
墙纵向联系起来，提炼出宽窄两种上下贯通的竖
向线条。疏密有致的竖线条直冲顶部，微微高出
女儿墙，营造出挺拔向上的视觉观感。路口折角

处女儿墙局部拔高，结合墙体与外窗，利用凹凸、
宽窄、疏密等产生韵律变化，进一步增强竖向冲
击的视觉刺激。入口大门处两层高的大尺度矩
形门头，顶部逐步退台拔高，直冲云天的几何形
体，将整座建筑高耸巍峨的气势带到高潮。
建筑立面抛弃了所有柱式、线脚等复古装饰元

素。主入口尺度巨大的金色铜门看似古朴典雅，实
则充斥着极富机械感、几何感及模仿自然形态的有
机线条图案装饰。三层、五层窗下的窗槛墙，采用暗
红色打底，齿形与折线图案穿插的金色线条装饰；四
层、六层窗下的窗槛墙，采用暗红色打底，扇形太阳
光辐射状金色线条装饰。沈理源先生在新华信托
储蓄银行大楼中使用的诸多设计手法，符合兴起于
20世纪初期的装饰派艺术风格（Art Deco）典型特
征。装饰派艺术是一种介于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建

筑风格，普遍被认为是现代主义早期形式之一。
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大楼非沿街部分的立面

则更为简洁，没有任何多余装饰，仅做简洁的方
窗，利用几何构成手法营造空间变化，更加符合
现代主义建筑的风格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华信托储蓄银

行参加私营金融业全行业公
私合营，与其他银行共同组
成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原
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大楼作为
早期现代主义建筑实践的典
型代表，完整保存至今，现为
和平金融创新服务大厦。
（题图由《小楼春秋》摄制

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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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这一年，一名女婴诞
生在湖南的聂家，她是父亲聂辑椝最小的女儿，
上面已经有了八个哥哥姐姐，按照湖南的习惯，
她的小名叫“满姑”。由于家里相当开明，没有
重男轻女之举，她也像兄姐一样，不但有“名”还
有“字”。随着哥哥姐姐的排行，她名叫聂其璞，
字叔瑜。聂辑椝是湖南衡山人，是清末首任松
江道台，于是一家人离开故里，迁入上海。满姑
的父亲虽然是地方长官，但深受洋务运动的影
响，与儿子们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由民族资产阶
级经管的纺织厂“恒丰纱厂”，家里留学生不少，
所以在经营管理方面都引入西方理念和技术。
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很多大的纺织厂的
技术骨干都是出自恒丰纱厂，且以湖南人居多。

满姑的母亲名叫曾纪芬，是晚清重臣曾国
藩最小的女儿，自幼饱读诗书，又善于理家，一
生以《文正公家书》教育家人。所以这个家庭
的子弟全经过家塾培养，再选读必要的西方书
籍，个个知识广博，视野开阔，女孩也不例外。
只是满姑除了各种典籍外，还喜欢中医，家里
又为她请了一位上海有名的女中医加以指导。

满姑告诫她的孙辈，要多读书，读好书，还
要会读书。她八岁通读了《三国演义》，除了家
塾里教的典籍外，满姑也喜欢读稗史、佚著，对
中医的兴趣也延续了一生。她的博学与勤学，
默默地影响着孙辈，所以孙辈也个个爱看书。
有一天，外孙女初平在朗读课文中的一段文字
时，说贫农赵某分到了财主的一匹好马，书上
形容马时说：“膘肥肉胖，滚瓜流油”，这时的满
姑已经成了满姑奶奶，常监督孙辈的功课，此
时立刻表示，课本教给学生的知识应是精粹，
不宜教给学生这种不雅之词，她很快拿出《三
国演义》，翻到描写赤兔马的一段，读给大家
听：“……有良马一匹，日行千里，涉水登山，如
履平地……那马浑身上下，火炭般赤，无半根
杂毛，从头至尾长一丈，从蹄至顶高八尺，嘶喊
咆哮，有腾空入海之状。”年幼的初平心里明白
了，前者只是简单的外观描摹，后者不但有平
面描述，更有渡水、登山、嘶喊、咆哮等动作、声
音和腾空入海的气势，用现代语言说，是多维
空间的表达。年纪小小的初平就在这种环境
中以学习古文为乐，并且延续终身。

满姑奶奶在教育孙辈时常说，“人说话要
算数，做不到的不能说，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
难追”。几个孙子孙女立刻反问，让一匹马去
追就够了，干吗要四匹马去追啊！满姑奶奶笑
了，趁机讲了驷、骧、骥、骐、骅、骝、骊等字。她
常翻阅孙辈的语文课本，对所选篇目都能提出
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对一些注释更能有独到的
见解。1956年以后的语文课本增加了大量传统
文化篇章，《诗经》《楚辞》《史记》《战国策》《左
传》的重点篇目都在涉及之列，满姑高兴极了。

满姑的命运似乎总与天下大事有关。辛

亥革命这一年，17岁的满姑出嫁了，男方是湖
南望族，名瞿宣颖，字兑之，也是17岁，是个才
华横溢却又不安分的学生。他幼年就在家里
受到良好的教育，然后就读于同文馆，不久又
考入圣约翰大学，后来又转入复旦大学。当
1919年北京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时，他被推举
为上海学联负责人，发表了声援北京学生的通
告，后来又与许德珩一起，代表上海学生来到
北京，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大学毕
业后也曾当过小职员，但参加学生运动的历
练，使他对政治发生了兴趣，凭着激进与热情、
流畅的文笔，后来当了段祺瑞执政府的秘书
长。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时，他正在执政
府的楼上办公，目睹了惨案的全过程。鲁迅先
生当年为此悲愤地写出了《记念刘和珍君》一
文。瞿宣颖因惨案受到很大的触动，不再参加
任何运动，也不再关注政治，他凭着深厚的文
化功底，加之父亲瞿鸿禨是清末军机大臣，也
是政坛上清流派的领军人物，家里聚集了众多
学者文人，这都为瞿宣颖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
底，他得以先后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
学、辅仁大学任教。

满姑嫁入瞿家，逐渐接管这个大家庭。其
间她遇到了一件难办的事。家里第二进院子
里有一座纯木质结构的小楼，专门存放闲置的
家具、器皿及用不着的东西，一楼通往二楼的
楼梯建在小楼的外面。楼上楼下都分别锁着，
平时无人光顾。后来有人听见木楼内常有一
些动静，经人察看并无异常，有人劝满姑说：
“这是狐仙光顾你家了，不但预示着你家人丁

兴旺，还会有人升官发财的，一定要摆放狐仙
的牌位，还要上供品。”满姑的婆婆也持这种态
度。满姑并不相信狐仙之说，又不能得罪长
辈，于是照办了。满姑仍有好奇心，多次到木
楼去勘查，发现点心被啃了，水果也被啃了，而
鸡蛋却是整个儿的丢失了。终于有一天，满姑
又听到楼上有动静，而且声音还挺大，于是她
蹑手蹑脚地登上室外的楼梯，用舌头舔湿窗
纸，用手指轻轻捅破，终于看到一群老鼠在地
板上窜来窜去，一只小老鼠仰卧在供桌上，用
四爪紧紧抱住一个完整的鸡蛋，另一只大老鼠
咬住小老鼠的尾巴，一点一点地拖向供桌的边
缘，然后大老鼠又迅速爬到地上，小老鼠抱着
鸡蛋纵身一滚，大老鼠以身体接着小老鼠。此
时满姑忍不住拊掌大笑，老鼠四散逃去，鸡蛋
碎在地上，狐仙之说也就告一段落。满姑没有
忤逆长辈的意志，立了狐仙牌位，但不人云亦
云，有独立的见解，以最恰当的方式使真相大
白，全家人都钦佩她处理得当。

满姑刚嫁入瞿家时，人们都羡慕他们夫妇
这对金童玉女，堪称门当户对，珠联璧合，实际
进入中年以后他们关系越来越僵，白天在众人
面前保持着冷漠而客气的样子，夜深人静时才
真正地吵架。就这样，满姑从新媳妇熬成了满
姑奶奶，她仍然干练地管理着一个大家庭。她
依然是衣着整齐，高昂着头，不苟言笑，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威严，佣人们都敬她、畏她，在儿女
面前，她的威仪也让人处处小心。她平时话语
不多，也不轻易表态，一旦做出决定，就不可更
改。在这个大家庭里，她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
相比之下，她的夫婿则处于次要地位。他每天
按时去上班，又按时下班，回家后也有相当多的
时间泡在南书房里，写字、作画、赋诗，并不过问
家事。很久以后，人们才发现他们夫妇二人关系
冷淡，只是为了维系这个大家庭，在儿女及孙辈
面前不让矛盾爆发，但每至夜晚，就有大大小小
的争吵、指责，睡在满姑身边的外孙女常常被吓
醒大哭，争吵才停止。直到北京解放前夕，他们
在大律师章士钊的办理下离了婚。这把年纪，又
是女方坚决要离，在当时是极少见的。后来他
们先后去了上海，但终生没有再见面，对外则称
对方已经亡故。

生于锦衣玉食之家，受到良好教育的满姑
奶奶，悉心地培养五个儿女（生育七个孩子，有
两个儿子早逝）。他们都毕业于名牌大学，从事
着令人羡慕的工作。随着全国的解放，这个家庭
每个人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子女们纷纷改行，从
事其他工作。满姑奶奶冷静地面对一切。她没
有埋怨过社会，更不会责备儿女。她一切听其
自然，但是她明白了要改变以往的家庭教育的
模式，不能完全停留在文化知识方面，而是要
从做人培养起，让晚辈能适应新社会。

满姑奶奶当机立断，把一个大家庭分解成
若干小家庭，最不易在社会上谋生的是法律系
毕业的儿子和音乐学院毕业的儿媳及他们的
三个孩子，被满姑奶奶留在身边，他们一起到
了上海，那里有满姑奶奶的哥哥、姐姐及许多
亲人。在一处公寓里，一家人租了几间房子，
从此定居上海。三个小孩最先融于上海，后来
他们的父母也找到了与本专业不同的工作，生
活才安定下来。经过大起大落，满姑奶奶仍保
持着淡然与镇定。她不因生活水平降低而悲
戚，也不因家族没落而哀怨。她把自己的精力
放在培养教育身边的三个孙子孙女上。她常
用典籍中的警句来教育孙辈，让他们明白为人
处世之道。她最常提到的是纪晓岚《阅微草堂
笔记》中的“得意时毋快心，失意时毋快口”，和
老子所言“福兮祸所伏”，很多人往往对自己没
有约束力，在春风得意时喜形于色，这时不但
容易暴露自身弱点，而且忘乎所以也会惹出许
多麻烦。在处境不如意甚至多次碰壁时，更容
易牢骚满腹，口不择言。这些人往往没有想到
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适应环境，总是怨天尤
人，失去斗志。这些潜移默化的教诲不但影响
着满姑奶奶的儿女，更影响着她的孙子孙女。

满姑奶奶晚年的生活与早年相比，可谓天
壤之别，但她仍然衣着得体，昂首挺胸，与过去
完全一样。虽然家庭生活没有到节衣缩食的
地步，也许比很多家庭还要略好，但对满姑奶
奶来说，要面对这一切确实不容易。她照旧喜
爱读书，尤其喜欢明清的笔记小说，也还是照
常给孙辈讲《纲鉴易知录》。

1956年夏季，满姑奶奶感到身体不适，懂得
中医的她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做了最后的安
排，然后入院治疗。她患了硬腭鳞状癌，因为生
长的位置极不好，手术难度很大，预后很不乐
观。手术后的满姑奶奶进行了放疗，当时叫镭
锭治疗，非常痛苦，常常痛得惨叫。1957年元宵
节前夕，她终于走完了人生之旅，终年63岁。

满姑奶奶确实是一个被时代埋没的人，却
又是一个最大限度过好自己一生的人。她眼光
敏锐，思想超前，待人接物极有分寸，可惜在当
时的社会里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与能力。如果
她生活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她会大有可为的。

满姑是我的外婆，文中的初平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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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北方橘子跑到南方，站在都市边缘高高的山峦
上。海风从山脚下正一股一股地吹来，在它的皮肤上擦
出一阵暖意。这暖意持续的时间很长，从春到夏，从秋到
冬。即使冬季，也只是春天收了一下尾。那风不忍心再
冷，不忍再往橘子的皮囊里多走一步。

橘子有了点醉意。多年前的梦想一朝实现，它有点
无所适从。它知道这已是它的地方。故乡的凄寒和贫瘠
再也捆绑不了它。站在这里的橘子，一个已经成熟的橘
子，它不欠气候和土地的情，也对得起那棵曾经孕育了它
的橘树。它在这里的成长只是一个必然。

首先蠢蠢欲动的是橘瓣。其次是橘皮。它们要按比
例拔节。如果皮囊长得太快，橘瓣跟不上，里面空空如
也，虫子就会乘虚而入，以此为家。皮囊保护橘瓣的同
时，果实也要保护皮囊，把它撑得足够大。但橘瓣不能长
得太快，太快了会把皮囊撑破。

橘瓣上的丝丝缕缕，橘皮里面的薄膜和外面的伤疤，
每一个细节都在夜晚张开。商量好了，喊声“一二三”，一
起静悄悄地跑步。空气里弥漫着清甜，那是它们快乐的童
谣。一个成年橘子的童谣。

它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柚子。一个硕大、坚硬的果
实。膨胀了几十倍的橘子。从树上落下来再也不用担心
摔碎，反要小心下面的东西会不会被砸伤。

柚子回头打量橘子，它看到了自己的童年。而橘子
从没见过自己的成年是什么样子。今天它看到了自己，
有点讶异。

当初轻易就能扒开它，现在不能了。食客把柚子放
在掌中，一只手握住一瓣，龇牙咧嘴地往相反的方向用
力。口味也不似原先那样甜了，变为一股古怪的味道。
纤维粗糙了。心更硬了。不小心掉在地上，一滴泪都没
有，爬起来接着走路。

它以为会是自然而然的成长，哪知量变引起质变。
这是我吗？当初的橘子、今天的柚子这样问自己。
它又想，当初铁了心地成长，而不安于做个橘子，是

为了争夺有限的养分？如果周围的养分不够，自己本可
以走远一点，把头颅钻进泥土。既然能从北方跑到南方，
从熟悉的地方来到陌生的地方，把陌生变成熟悉，自然也
能从一个有营养的地方走向另一个有营养的地方。

好像什么都不为。橘子一直在下意识地成长，但它也
不想转头回去。就像当初不知为什么要长大一样，它也不
知道为什么要回去。为什么要找回那个本不存在的自我。

那时的它，和此时的它，是两个物种。两个物种又怎
样，比自己的同伴多活了一个人生又怎么样。多一个少
一个，又怎么样……

柚子躲在岭南的烟雨中，不愿再多想。既然上天赐予
它机会，这就是它的命。跟成长没关系。它的生活中，注定
有此一变。它知道，如果把自己放在一个角落里，日月轮
回，水分逐渐流失，孤独笼罩着它，还会把它变回一个橘子。

好在这样的机会不多。
一个北方人来到南方的都市里。看到柚子，从瓣

上一条条撕下果肉，一边吃一边说，这不就是放大的橘
子吗？

柚子无言。还是被认出来了。

本周推荐的佳片是由美国导演格蕾塔·葛韦格执导，2019年上映的
《小妇人》，改编自同名小说。1868年，小说《小妇人》首次出版，美国女作
家路易莎·梅·奥尔科特以自己与三姐妹的真实生活经历为蓝本创作而
成。在2019版影片《小妇人》之前，这部小说已经历6次电影改编。
《小妇人》以马奇家的四姐妹为中心，塑造了多位有着不同人生境遇

的女性角色，但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品格，那就是“坚韧”。而本片导演兼
编剧葛韦格也不例外，她曾说：“拍摄《小妇人》，我已经等了30年。”1983
年出生于美国加州的葛韦格，是一个集演员、导演、编剧于一身的“全能
型”电影人。她作为演员出演过电影《芭蕾女汉子》。在《小妇人》筹备拍
摄时，葛韦格还没有任何的导演作品。当她听说有家制片公司想要改编
这部作品时，立马飞去纽约为自己争取机会。要知道，这可是个制片成本
高达3亿美元的项目，还有名著光环的加持，制片方对于导演的选择慎之
又慎。葛韦格并不气馁，为了让片方看到自己掌控作品的实力，她亲自上
阵改编剧本，至少修改了3稿，最终争取到了机会。

本片第一主角乔由爱尔兰女演员西尔莎·罗南饰演。出生于1994年
的罗南，虽然年轻，但表演实力毋庸置疑。出演此片也是罗南自己争取来
的角色。当罗南听说葛韦格要翻拍这部作品时，非常直接地对导演说：
“我知道你要做什么，而且你在写剧本了。我要饰演《小妇人》的主角乔。”
也是因为这一次的勇于争取，让葛韦格看到了罗南身上的“坚韧”品质，她
甚至说：“我感觉罗南像是《小妇人》的主角乔走出了原著。”

10月7日22:23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小妇人》，10月8日

14:03“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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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卫视

19：30大盛魁（53—54）
■秦钺酌情主张，

为科布多十二旗免费送
去了茶叶，在灾害影响
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尽
数收购了牧民手里幸存
的羊群，并将大盛魁的草
料储备尽数免息赊给了
牧民，帮助牧民度过寒冷
的冬天。他的一系列做
法为大盛魁赢回了民心，
使科布多十二旗重新签
了约，王相卿很高兴，大
大地表扬了秦钺，却让
史国光、史国凡兄弟起
了戒心。

21:20 中国救护
■《中国救护》共 9

集，由哔哩哔哩与天津卫
视联合播出。该片记录
了天津、杭州、重庆三个
城市 120 生死救援的真
实瞬间，通过 24 小时跟
拍，呈现疾病突发的第一
现场和抢救全程，体现医
患同心、生命至上的最高
理念，通过一个个凡人故
事，传递出最温暖人心的
真情实感。

影视频道

19：00平原烽火（5—8）

■为了给鬼子强有
力的震慑，罗金宝决心策
划一场漂亮的突击战。这
天，日本兵和伪军正在院
子中看戏班子名角小翠花
的演出。老鬼田很是高
兴，意向将邓文昌升职为
治安司令部副司令。这
时，邓文昌家里人来报信，
将罗金宝杀死手下并劫走
大批枪支弹药的事告诉了
邓文昌，并让邓文昌赶回
家中看看。

文艺频道

18：40 风 吹 半 夏
（35—36）

■许半夏代表五人
组做自我辩护，她第一次
完整地追溯她和伍建设、
裘毕正、冯遇和郭启东前
往北边的过程。她希望法
院能认真地考虑他们当时
的情况来作决定，这也是
那一代商人共同经历的道
路，共同承担的命运。他
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让
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蓬勃
壮大，他们可以被审判，但
不可以被误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