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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楼春秋》解说词：
整修前先农大院由130户居民和5个单位共同使用，院落里面

都是一些居民的违章建筑和企业的材料厂。历时7年，这片占地

4188平方米、建筑面积5355平方米的建筑群被整修一新，还根据现

代使用功能增设采暖、空调系统，并增强了建筑的自我防护功能，

整体提升了楼宇的消防安全系统。（节选，有改动）

12满庭芳
2024年1月1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刘云云美术编辑：卞锐

E-mail:liuyunyun628@126.com

第五二一九期

《他们微笑的样子》：
两兄弟的成长和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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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实为学 引领潮流
——方克立先生侧记

卢兴

霜花
武宝生

方克立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四个春秋了，但
他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弟子后学眼前，他的
学术创见和文化思想依旧是学界讨论的焦点
话题，他的毕生藏书现存南开大学哲学院的书
库中供师生借阅。2023年4月，在多方的努力
下，七卷本的《方克立论著集》由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出版。

余生也晚，第一次见到方先生是在2001年
南开大学春季博士答辩会上，其时我还是一名
大一本科生。当时先生专程从北京赶来，精神
矍铄，讲话声调不高，但特别有深度。我真正和
先生有接触是在读博期间。2007年，我参与了
南开大学主办的“综合创新与中国哲学的现代
走向”学术研讨会的会务工作，会后根据录音整
理了方先生的发言稿《综合创新之路的探索与
前瞻》。留校工作之后，我与先生多有邮件往来，
后来还经常去北京先生家拜访。2019年在南开
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协助先生编著了他生前最
后一本文集《新世纪的文化思考》。先生在南开
大学哲学院指导博士生一直到2011年，此后依
然非常关心南开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去
世之前还专门给我布置了藏书捐赠事宜。

我不是方先生的亲炙弟子，对先生的家学
仅有耳闻，后来获赠先生兄妹合编的《高风楚
天阔》一书，才对其父母有了比较具体的了
解。方先生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著名历史学
家方壮猷先生（1902—1970）。老方先生毕业于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后
赴日本、法国深造；回国后历任武汉大学历史
系教授、中南图书馆馆长、湖北省文化局局长、
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等职；长期研究
民族史和宋辽金元史，著有《中国史学概要》
《中国社会史》《宋元经济史稿》等著作，20世纪
60年代参与考古发掘江陵望山沙冢楚墓，考证
了出土的“越王勾践剑”的铭文。

方克立先生是方壮猷先生的第三子，1938
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十四都青山桥乡思古
堂。他在武汉读完了小学和中学，尽管家学条
件优越，但父亲却并不希望其子继父业，而是
鼓励他从事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科学。真正
让方先生与哲学结缘的，是一个非常偶然的契
机。1956年高中毕业时，他本来准备报考理工
科大学，但有一天班主任告诉他中国人民大学
提前招生，学校已决定推荐他报考哲学专业。
于是他便赶紧复习了几天就上了考场，结果在
统考前收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并
被告知不得再参加统考，他便在此机缘之下开
始了以哲学为业的学术生涯。先生晚年自述，
由于父亲过早辞世，他直接继承的学术资源并
不多，主要是无形中受到父亲治学态度和方法
的影响：一是重视史料，言必有据、不发空论；
二是重视唯物史观的学习和运用。

方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专业是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入学后在老
师的带领下认真阅读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
典著作，打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扎实的理论功
底。1959至1960学年，他因病休学在家，读到
郭沫若的《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史学著作，
受到很大启发。接着他又花了两个多月时间，
初读了一遍侯外庐等人合著的《中国思想通
史》，更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哲学之内涵丰富、
博大精美。此后，方先生的学习和研究兴趣逐
渐转到中国哲学史方面，而且终生都受到郭沫
若、侯外庐唯物史观研究方法的影响。

1962年10月，方先生毕业后留在中国人民
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任教，主要任务就是给石
峻先生做助教。1963至1964学年，石公给该校
哲学系四年级学生开中国哲学通史课，方先生等
人在课后给学生做辅导，同时随堂听课，跟石公
又系统学了一遍中国哲学史，弥补了大学期间的
遗憾。方先生认真汲取前辈大家的学术养分，进
一步增强了古典文献阅读能力和哲学理论分析
能力，为日后开展教学科研工作奠定了基础。

方先生于1973年1月调入南开大学哲学系
任助教，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他才能够全身心地
投入到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中来。方先生在开
展中国哲学通史教学工作的同时，也承担了教
研室分配的科研选题“《实践论》与中国哲学史上
的知行学说”，他的研究成果后来经反复修改，形
成《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一书，1982年由人
民出版社出版。正当此时，中国哲学史学界出
现了一股“范畴研究”的热潮，方先生的这本书因
此也被视为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第一本中国哲
学范畴研究专著，有“报春花”之誉。基于出色的
学术研究成果，他成为学术界颇有名气的中青
年专家，职称晋升也很顺利，1979年晋升为讲
师，两年后晋升为副教授，三年后被教育部特批
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当年全国哲学界只有5
人）。1986年，48岁的方先生当选为第三届中国
哲学史学会副会长。

1986年3月，方先生在国家教委召开的“七
五”科研规划咨询会上，作了题为《要重视对现代
新儒家的研究》的发言，在这个发言中，他已经对

“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产生背景、概念界
定、代表人物和思想主张有了清晰的
梳理，并明确亮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研
究立场。同年11月，方先生和中山大

学李锦全先生共同主持的“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
课题，被确立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
研究课题，后来又被列为“八五”规划重点研究课
题。他们领导一个由二十余名中青年学者组成的
课题组，进行了颇为活跃而又十分扎实的研究工
作，在10年间完成的系列研究成果包括《现代新儒
学研究论集》《现代新儒家学案》“现代新儒学辑要
丛书”“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等，共计三十余册。

在国家课题的带动之下，从20世纪80年代中
期至整个90年代，“现代新儒学”一直居于学术研
究的“显学”位置，在这一研究中，许多中青年学
者也脱颖而出。可以说，方先生所开启的这项研
究开拓了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培养了一批学术
新人。作为这项研究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方先生
对于现代新儒学的概念界定、基本特征、发展阶
段、代表人物、得失评价、研究方法和目标等重要
理论课题，作出了许多至今仍具有典范意义的论
述。同时，他还注重总结反思这项研究中出现的
各种倾向，及时予以立场鲜明的回应，力图使这
一研究沿着正确方向深入下去。

1994年2月，方先生赴京担任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院长，同时依然受聘为南开大学哲学
系兼职博士生导师，继续招收、指导博士研究生
直到2011年。在处理繁重的行政工作的同时，方
先生依然保持着思想家的敏锐和学者的勤勉，发
表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将对中国文化未来走
向的思考不断推向深入。

方先生的学术成就在中国哲学史学界得到
公认，1999年他被推选为第五届中国哲学史学会
常务副会长，2004年被推选为第六届中国哲学史
学会会长，其后受聘为第七届、第八届中国哲学

史学会名誉会长。
总体而言，方克立先生的思想创获与学术贡

献，对近40年来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和思想文化
界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他与前辈学
者一起率先倡导中国哲学范畴和范畴史研究，深
刻地影响了此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研究范式和教
材编写。他开创了“现代新儒学”研究的新领域，
作为国家社科规划重点课题的主持人，把握引导
课题组研究方向，其研究成果在海内外学界产生
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界定了中国现代思想史
上中国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保守
主义派“三大思潮”既对立又互动的格局，这一研
究框架得到海内外学界公认。他较早提出了马克
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践、中国哲学
文化优良传统之间的“两个相结合”，总结了20世
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成就，并自觉承
续这一学术传统予以创造性的推进。他提出了
“马魂中体西用”论，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方向
展开前瞻性思考，将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
观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此外，他还关注、支持和倡
导湘学研究、中医哲学研究、船山哲学研究、张申
府张岱年思想研究、冯契思想研究等多个学术领
域，多有前瞻性、指导性的研究成果问世。

方先生曾将自己一生治学做人的特点概括为“平
实”二字，这也是其性格和文风的真实写照。这种“平
实”精神就是先生留给后学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作者系南开大学中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哲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人小传】

方克立（1938—2020），著名哲学家、哲学教育

家。南开大学中国哲学学科开创者，中国社会科

学院学部委员。历任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天津市社科联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院长、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哲学史

学会会长、国际中国哲学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哲学评议组召集人。生前出版有《中国哲学史

上的知行观》《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中国文

化的综合创新之路》《新世纪的文化思考》等专著，

主编有“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20世纪中国哲学

与文化研究丛书”“20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哲

学卷”等丛书，《中国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论

文索引》等工具书，以及《中国哲学名著选读》《中

国文化概论》《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中国哲

学史》等多部国家级教材。

古往今来有太多读诗迂
腐的例子，这在诗论中不胜
枚举。至于现世的人越读诗
越陈旧狭隘，越写诗越孤僻
乖戾的例子，也是屡见不
鲜。晚清民国时期词人蔡嵩
云在《乐府指迷笺释》里曾对
诗词中使用替代字的问题发
出感叹：“谓词必须用替代
字，固失之拘，谓词必不可用
替代字，亦未免失之迂矣。”
他认为有的论者一味追求替
代字，显得太拘泥，一味否定
替代字，又显得太迂腐，于是
对这两个极端各下了一个针
砭的批语。事实上，读诗论诗
显得笨，又何止在替代字这
一个问题上呢？拘泥和迂腐
是笨表现出来的两面，却未
必都是一定怎样、一定不能
怎样的极端，也有流于太浅
或求之过深的偏颇，等等。
篇幅所限，无法对种种笨读诗的现象详加类析，仅举
最浅近的例子成为趣谈，庶几可作为初学者的借鉴。

宋人林逋《梅花》诗云：“吟怀长恨负芳时，为见梅
花辄入诗。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人怜
红艳多应俗，天与清香似有私。堪笑胡雏亦风味，解
将声调角中吹。”胡雏即指胡人。有学者认为该诗末
尾引申到胡人身上，有可商之处，因为胡人吹角，当有
《梅花落》曲调，那么，假如诗意原本是要写梅花凋落，
这样表述自无不可，但这首诗前文所谓“雪后园林才
半树”云云，乃是写梅花开放，再写胡人吹角咏叹梅花
落就显得不协调。这样的议论不显得太刻板了吗？
无论说胡人吹曲咏赞梅花一定是《梅花落》，还是说吹
了《梅花落》就必须对应现实中的“梅花落”而不能是
“梅花开”，都是胶柱鼓瑟之说，这是显而易见的。

林逋另有一首《梅花》诗句云：“小园烟景正凄
迷，阵阵寒香压麝脐。”是说梅花寒香压过了麝香，于
是有学者又提出质疑：麝香浓烈，怎么能被梅花的暗
香压倒呢？这问题提得太过执着，原句说暗香压过
麝香，看似夸张，然而诗人偏偏认为此暗香能胜彼浓
香，又有何不可？这个“压”字大概不是气味大的意
思，而是“超过”“胜过”的意思。人们对于香气的喜
爱，也不是以气味的浓淡大小为主要标准的。说胡
人吹梅花曲就必须咏叹梅花的凋落，是不是近似于蔡
嵩云所说的“拘”？而说寒梅的暗香必定不能压过麝香
的浓烈，是不是又近似于他所说的“迂”呢？

再如朱熹的名作《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
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
活水来。”“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
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两首诗都用象征的
手法阐明读书的道理，而且每首诗的道理都不是单
一的。两首诗的侧重点都不仅仅是“书”，更是“观”
“感”，相同点是都用了“水”这个重要的意象作为说
理的载体。而这个“水”是动态的，是为了体现读书
方法而出现的，不是直接等同于静态的“书”的。

问题就在这个“水”上。“半亩方塘一鉴开”，有学者
说，朱熹是把书比喻成水塘，又把水塘比喻成镜子，这
乍看起来没有问题，但是仔细想想便能领悟，朱熹笔下
的方塘活水，不是书本身，而是读书的方法，以及读书
得法所能获得的成绩。说方塘和书之间是简单的比
喻，其实是把原诗简单化了，但这姑且也无伤大雅；可
笑的是，有学者又说，这个比喻严丝合缝，因为书是长
方形的，所以称为“半亩”，也就是正方形的一半儿，把它
打开摊在那里，就不是一半儿了，是方的，正像一面镜
子。这真是僵化地解说形象感的绝好案例。看来，半
亩方塘不是“方”的，而是“方”的一半儿，只有长方形且
面积正好是0.5亩的池塘才能称为“半亩方”；那试问正
方形且面积为0.5亩的水塘又该如何称谓呢？况且，按
照这样的逻辑，只有长方形的书才符合朱熹“半亩”的
要求，那今天的异形书离古人的要求恐怕也就太远
了。这是蔡嵩云所谓的“拘”还是“迂”呢？

以这些浅近的例子来说明，读诗拘和迂来得并不
艰难和遥远，也正因此才要避免诗的笨读。

《方克立论著集》（全七卷），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

先农大院始建于1925年，坐落于近代天津英租界的威灵顿道与达
克拉道交口（今和平区河北路与洛阳道交口），由建筑围合形成建筑组
团。成立于1901年的先农地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英籍工程师雷德设
计了先农大院，在当时该大院多为先农地产公司的高级职员居住。

说到先农大院，必须先提先农公司。天津英商地产公司先农公司
是外商在近代天津进行土地和房地产开发时间最早、规模最大、影响
最深远的外资房地产公司。主要创始人丁家立（Charles Daniel Ten-
ney，1857—1930）在创办该公司之前，就已经在天津英法租界内购买
了大大小小二十余块地皮。有学者研究认为先农公司的前身是嘉立
堂。丁家立1882年来中国传教，1886年被李鸿章聘为家庭教师，给李
家子孙教授英文，彼时丁家立就以“嘉立堂”的名义开始买卖地产。

1900年庚子之乱后，八国联军为协调列强在华既得利益，成立了
“天津城临时政府委员会”，即都统衙门。作为当时的实际掌
权部门，都统衙门控制管理天津的各项事宜，这也为租界内
的土地流转开发创造了条件。都统衙门的成员多为八国联军
军官，这些人位居高位，利用权力进行商业活动，包括涉足房
地产业。在都统衙门颁布的《天津城行政条例》中就有一条
“委员会有权根据需要支配军事部门以外的政府所属财产和
不动产，并且有权出售被没收的当地华人财产，包括动产和
不动产”。先农公司主要发起人中，丁家立、田夏礼、德瑞克等
人都曾在都统衙门中任职。由于八国联军的侵略，包括先农

公司在内的一些外资公司堂而皇之地开始大规模攫取中国的土地资
源。1901年3月22日，七名合伙人即丁家立、狄更生、胡佛、林德、田夏
礼、克森士和德瑞克，以各自手中的土地入股发起成立“先农股份有限
公司”。他们在当时法租界的高林洋行内召开第一次发起人会议，正式
宣布公司资本额为105000两白银。这些股东中最为大家熟悉的就是
胡佛，有研究者认为正是胡佛在中国积累了雄厚的资金，才能支持他
后来竞选美国总统成功。先农公司的股东除了参加会议的7名洋人，还
有一些在津的中国著名人士，如李鸿章、蔡绍基等人，这些人手中的政
治权力和社会影响力对于公司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庚子事变后，由于时局动荡的影响，加上都统衙门为修筑道路
强拆老城墙，大量华人开始涌入租界居住，出现华洋混居状况，住宅
需求日益增长。先农公司开发的地产大致有三种：一种是供外国人

居住的房屋，如先农大院、额尔金大楼、花园大楼；一种是
供中国人居住的房屋，如恒华里、南华里、光华里；另外一
种是华洋混居的房屋，如先农里、达文里等。除这三类房产
之外，还有疙瘩楼、三盛里、松寿里和荣华里等。先农公司
建造的建筑中被冠名“先农”的有三处：今洛阳道上的先农
大院、今开封道上的先农里和大沽路上的先农大楼。1902
年，先农公司首先在小白楼一带建起先农里，是公司里巷
住宅建设的开端，为华洋杂处房屋。1925年，英籍建筑师雷
德设计的先农大院落成，供公司职工主要是洋人居住。

先农大院北至洛阳道，南至燕安里，西至湖南路，东至河北路，
占地4188平方米，建筑面积5355平方米。这里的建筑均为砖混结
构，用了在当时较为先进的建造技术和建筑材料，设计风格受到当
时欧洲建筑审美的影响，造型上体现了英式联排住宅和独立住宅
的特点。先农公司先拆除了原来的平房，采用外联排内里弄的组
织方式，整体建筑组团由英式联排住宅、英式独立住宅等六幢建筑
组成。住宅建筑外部沿道路走向建造，利用联排式的沿街设计，形
成街墙的完整性，达到视觉上的和谐感，也有效利用了土地资源。
在大院内部采用传统的里弄式住宅布局，每户都有前后院，营造出
舒适美好的传统空间。部分建筑室内地面铺设大量的木龙骨、木
地板和木楼梯，砖砌室内分隔墙。临街的两幢独立式联排住宅为
二层楼带地下室，甬路用沥青铺设。

2013年10月13日，历经7年的整理和修缮后，五大道先农商旅
区一期项目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成为集餐饮娱乐、时尚购物、文博展
览等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文旅社区，也成为天津旅游网红打卡地之一。

先农大院是天津近代以来城市建设和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也是中西文化碰撞中作为外来文化进入近代天津城市发展的重要载
体。包括先农大院在内的城市建筑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
社会、文化价值，理应对其进行必要的保护整修，并赋予其符合当代社
会文化和经济发展需求的功能，融入时代发展，为当代生活助力。

我上高中的时候，二姐嫁到山下的
口子村。我们村距口子村8里路。山路
崎岖难行，邮政车都无法进村。

未出嫁时，二姐常到口子村义务
为山村小学和山民们送报送信，口子
村武姓人家居多，二姐基本上都认
识。出嫁后她依然坚持送报送信，大
伙儿亲切地称呼她“山村信使”。

那天，二姐送报送信回我们村后，突然下
起了大雪。大雪封山，二姐无法下山，便住了
下来。夜深人静，全家人围着炭火唠嗑。有一
瞬间，我清晰地听见屋顶上传来窸窸窣窣的声
响，就对身旁的二姐说：“雪越下越大，你就在
家多住几天吧！”

二姐听了听，马上说：“不是下雪。”
“你听听，多像下雪的声音呀！”
“是瓦楞缝里结霜哩！”
“结霜？结霜也会响？”
“会的，会的。”二姐说，“屋顶上的热气在瓦

楞缝里结霜时，就会发出脆生生的铮铮响声。”
我凝神静听，终于听到了瓦楞缝里结霜的

声响，好像细微清脆的打击乐，禁不住欣喜地
说：“霜响的声音真好听！”

二姐点点头。
当天夜里，我写了一篇小散文《霜响如歌》，让

二姐第二天捎到山下，投寄给地区小报副刊。
不久后的一个清晨，二姐风尘仆仆地上山

送报送信，大老远就对我喊了起来：“宝娃，宝
娃，你快来看，你写的文章登报啦！”

我迅速接过地区小报，打开副刊版一看，
《霜响如歌》果真见报了，这是我正式发表的第
一篇散文。

二姐只上了不到两年的小学，识字不多，
让我给她念念，她要听听文章里都写了啥。

我说：“写的就是那天夜里咱们全家围着
炭火，一边烤火，一边唠嗑，一边听瓦楞缝里结
霜的声音。”

二姐觉得很神奇：“结霜的声音也能写成
文章？”
“对，这是一篇小散文。”
“散文？”二姐又好奇地问，“啥叫散文呀？”
一时，我真不知道如何给二姐解释，只好

这样回答：“结霜的声音就是散文。”
二姐眨巴几下眼睛，摇摇头，还是不

明白。此时二姐短发上挂着的霜花亮晶
晶、光莹莹、烁烁闪耀。霜花衬托着她红
红的脸颊，要多美有多美。
“二姐，你刚才提出的问题有答案

了：散文就是二姐头发上挂着的霜花。”
“我头发上的霜花也是散文？”

“对，是一篇好散文！”我接着说，“二姐，你这
么多年坚持为小学和山民送报送信，无论风霜雨
雪从不间断，这要是写出来，该是一篇多么动人的
散文啊！”

二姐的脸更红了：“这算啥呀？信和报加起来
也没有半斤八两重，一点儿也不费力气。本来嘛，
这就是一件捎带脚儿的事儿。那些年下山取信取
报，可以顺便买些东西回山村。现在送报送信上
山，还可以回家来多看咱爹咱娘几回。”说着，她用
手摸摸短发，碎碎的霜粒簌簌落地。

晨光熹微中的二姐，犹如一幅动人的水彩
画。在晶莹剔透、闪闪发光的霜花映衬下，她静静
地伫立着，背景是西山多彩的橡树林，鸟儿欢唱晨
曲，春在树根下悸动。

霜是碎碎的冰晶，有凛凛的轻寒，有烁烁的亮
丽，有簌簌的脆响。感谢二姐又为我提供了写一
篇好散文的丰富素材。 题图摄影：刘明辉

1998年的第55届威尼斯电影节精彩纷呈，
在最高奖项金狮奖的竞赛池中，优秀作品比比
皆是，如法国影片《秋天的故事》、塞尔维亚影片
《黑猫白猫》、德国影片《罗拉快跑》，等等。出人
意料的是，意大利新写实主义剧情片《他们微笑
的样子》最终击败上述对手，脱颖而出，荣获当
届电影节金狮奖及最佳摄影奖。
《他们微笑的样子》的故事背景发生在1958

年到1964年的意大利。这一时期“意大利经济
奇迹”令人瞩目，意大利工业总产值增长创下最
快纪录。但繁荣表象下自有隐忧，当时意大利经
济发展主要集中在北部地区，而以农业为主的南
部几乎没有变化，这让南北分化问题日益严峻。
由于缺乏收入和工作机会，意大利南部农民大量
涌入北部城市。世世代代不曾离开农村、不识
字、只会说方言的人们突然发现置身于陌生的城
市中，背井离乡的失落感和对社会环境的失望
感，与消费文化下的奢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影片讲述了一对意
大利兄弟从贫穷的南方西西里岛北上都灵闯天
下的故事，他们起伏跌宕的人生也是整个意大
利社会底层人民的缩影。

本片导演吉安尼·阿梅利奥 1945 年 1月
20日出生在意大利南部城市卡坦扎罗。阿梅
利奥的父亲在他15岁那年，抛妻弃子去了阿
根廷，从小缺失父爱影响了阿梅利奥后来的
电影创作。母亲和妹妹又不幸早逝，阿梅利奥
不得不和外祖母相依为命。后来他在西西里
岛的墨西拿大学攻读了哲学学位，很快对电
影产生兴趣并移居罗马，从助理导演开始一
步步接近了自己的电影梦想。

1982 年，阿梅利奥执导了电影《致命一
击》，这部让他一举成名的影片讲述的是一对父
子之间的矛盾如何在一场袭击案件中升级。在
他的电影中，总是充斥着亦父亦友的人物关
系。在《他们微笑的样子》中，扮演哥哥的意大
利演员洛维索，可以说是阿梅利奥一手挖掘提
携的。包括本片在内，两人已经三次合作。阿
梅利奥曾这样评价洛维索，说他无论是扮演警
察还是投机分子，都可以精准拿捏人物的特点。

影片中不仅有兄弟之间
相互呵护的小爱，也有导演对
自己家乡的大爱。就让我们
踏上关于爱的道路，一起去看
《他们微笑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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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频道与您相约《他们微笑

的样子》，1月21日15:01“佳片

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沽上

丛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