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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横滨正金银行大楼：
博物馆中回味金融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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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楼春秋》解说词：
走进原横滨正金银行大楼，可看到营业大

厅二层的开敞连廊采用爱奥尼式圆柱支撑，栏

杆为宝瓶列柱，连廊顶做成拱券。楼梯地面为

海运而来的大理石，色泽光润，纹理细腻。房

间的室内装饰多用木雕护墙板，屋顶金色灯饰

造型优美，彰显奢华之气。（节选，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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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情玫瑰》：
苏菲·玛索“仗剑走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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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人种的头发，
生来就不一样。主要分
布在非洲的尼格罗人

种，其头发卷曲浓密，长不了太长，黑颜色；而主
要生活在亚洲的蒙古利亚人种，头发却是平直
的，可以长得较长，黑颜色；主要居住在欧洲的欧
罗巴人种，头发是能够长到一定长度的，而且本
身即呈现波浪卷曲状，颜色从金黄一直过渡到棕
色，也有深褐色或银白色的。据医学考证，卷曲头
发的发根倾斜地长在头上，而平直头发的发根是
垂直长在头上的。况且，卷曲头发是扁的，因而自
然卷曲，但平直头发是圆的，所以不会卷起来。不
要觉得这是生理性的话题，这直接关乎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源于人种特征而形成的传统发型。

头发质地和形状的不同直接影响了发型的
设计，而基于某一人种集中的民族或国家，自然
会有形成某种发型的可能性。再加上这一民族或
国家在文化发展的历史积淀下取得的共识，包括
传说、信仰、习俗等，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或者说
产生了大家心灵互通的发型样式，这在全球范围
内可以找到许多典型例子。如东非马赛人，头发
短而卷曲，不适宜盘成高发髻，他们传统习俗中
女性剃成光头。非洲男性有些也讲究梳小辫，如
西非的多贡人就常将头发梳成80根辫子。

综合来看三大人种的发型特点，即可清楚
地看到基于自然发质又结合文化从而形成的结
果。如蒙古利亚人的头发平滑、垂直、较长且完
全呈黑色，只有少数人发色略呈褐色，年老以后
渐为白色。可以长得长一些的头发，也就有更
大的造型空间，既可梳成辫子垂在背后，也可盘
成各种形状的立体发型。中国古代汉族人尊崇
儒家思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但同
为中华民族的契丹人和后金女真人，视剃去一
部分头发，再将留下的头发编成辫子为正常。
到了近现代，剪短发、烫成卷发等样式层出不
穷。由于黑而光滑的发型，本身即是一个雅致
浓郁的背景，所以在头上戴花或插上金银珠宝首饰尽可呈现出来。

欧罗巴人的天生卷发非常适合披散下来，因为波浪般的卷发带有相当
强的韵律感。卷发可以略束，也可以盘髻，只是由于颜色黄白属于中性色，
如果插戴首饰不容易显示出强烈的装饰效应，因此欧罗巴女性喜欢戴各式
帽子，有的还在帽子上装饰花朵。以帽子为头上主要装饰的范例，应属已故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她生前出席正式场合时，往往变换帽子来补充发
型，强调个性，并同时配合当日当时的氛围。

头发本身是有生命的，中国古代汉族人一生不剪发，只有死刑犯才会被散
开发髻或割掉头发。《三国演义》中讲曹操率兵出战前下令，谁践踏损坏庄稼就要
被砍头，不想他自己的马出门不久遇到一只飞鸟，闪挪之间踏坏了庄稼。曹操坚
持要自杀以体现军令如山，而他手下的将军认为大战未开先杀主公，太不吉利，
于是曹操“割发代首”。这时候的头发不但有生命，而且分量还是很重的。

发型甚或连着历史风云，这里牵扯一个严肃的时刻。明末清初，满族统
治者要汉族男性都随满族男性那样剃去额前头发，将余下的头发梳成一条
长辫。但是，汉族人最忌将头发剃掉，因此开始了大规模的反抗。统治者下
令坚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等于说不剃去额前发，那就索性砍
头，这一场清初围绕头发的抗争与镇压，以致血流成河。最有意味的是，当
清王朝灭亡时，以孙中山为领袖建立的民国要求民众剪掉清代男性的典型
发辫而改为西式短发，这时候已适应了近三百年的老老少少又坚决不剪辫，
甚至嘲笑并鄙视剪去长辫的男人。

人们一般认为，看衣服或整体服饰形象，能轻而易举地分辨出是哪个朝代
哪个年龄段的人，其实发型也有一定标志性，如未成年的童子头——髫发。古
代神话中有“刘海戏金蟾”一说，那个永远长不大，永远保持童子形象的刘海就
披着头发。到20世纪上半叶，女性讲究额前头发剪得齐刷刷的发型，也被称为
“刘海儿头”。总之，童子头成为一种大家公认的未成年发型。“男子二十而冠，
女子十五及笄”，古人到了一定年龄，就必须要盘起头发，用笄来固定了。

近现代至当代，发型已不再限于代表年龄及婚否，更多时候代表一个人
追赶时髦的意识。因为时装在不停地变，发型和妆容也随之而变。发型能
不能跟上时尚，别人一看即可明了。从整体服饰形象来说，发型也是其构成
中相当重要且不容忽视的一部分。

我最近与弟子段宗秀合作完成了一部《中国发型史+》，以11讲的体例
附500余幅图，梳理了中国人发型的演变史。上溯到岩画、彩陶、铜人、玉俑，
下至如今的美发业，越是深入探讨，越是感觉到发型的文化属性相当强烈鲜
明。发型上的学问太大了，人们也要像研究服装一样研究它……

郁子、立民的新作《咱家有女初长成》
（百花文艺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是以天
津女排为原型，根据天津女排姑娘们的真实
故事艺术加工后创作的长篇小说，是一个好
选题。三大球足篮排，关注度很高。说到中国
女排，“铁榔头”和“女排精神”可谓家喻户晓。
即使并非亲历者，观众也能在《我和我的祖
国》《夺冠》等影片中，感受到中国女排多次
夺得世界冠军带来的举国欢腾、民心提振。
而天津女排在新世纪以来高歌猛进，创造
了“十五冠王”的辉煌成绩，成为城市的耀
眼名片。《咱家有女初长成》作为“小事不
拘、大事不虚”的作品，点面结合，以充沛的
人文情怀书写了天津女排的辉煌历史，彰
显出几代排球人建立起来的功勋。
《咱家有女初长成》讲的是津海女排近

三十年来发展的历史，分上下两部，36万
字。上部《追梦无悔》写津海女排组建，筚路
蓝缕，从“支离破碎的烂摊子”开始；横空出
世，连续收获冠军，则是下部《青春风暴》的
主要情节。郁子、立民在“序”中说，作品意
图“留下的不是某个人的故事，而是一座城
市几代排球人的足迹”。从中可以看出，作
者写作之前，资料准备充分、目的明确。在
写作中并未一味罗列天津女排的历史，而
是选取了一些节点展开描摹，比如球队低
谷与辉煌时期、当下转型等，由此，天津女
排的发展过程提纲挈领，就清晰明白了。此
外，作者把天津女排的发展置于中国女排、
当代天津发展的背景下，引入诸多真实事
件和人物，将故事融进更为开阔的叙述空
间，让读者感受到体育发展与奋发有为时
代之间的联系。“心中有梦/你就让它插上
翅膀/星光璀璨/你就让它有诗有歌有绽
放”，在文学思维的叙事中，天津女排的历
史不再是年代大事记，而是一个城市充满
情怀的豪迈开拓和不灭记忆。
“渴饮渤海，举击沧浪/冠军的旗帜高

高飘扬”，全书洋溢着昂扬向上、拼搏进
取、永不言败的体育魅力。体育运动之所

以好看，就在于其中蕴含着人类挑战极限
的“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
对抗性的体育比赛，尤其是女排比赛，是
有很强的现场观赏性的，但不适合用文学
表达。作为一部体育题材小说，《咱家有
女初长成》当然少不了写“战斗”。作者的
应对方法是，设置悬念，调动传奇手法，戏
剧化比赛场景。比如，作品写到一次排超
总决赛，当时津海女排与拥有韩国超级外
援金延璟的沪上女排对决。打到第六场，
津海女排落后，礼仪小姐已经在后台准备
发奖仪式。千钧一发，这是影视题材中常
用的“最后一分钟”手法。队员们看到后
说，“比赛还没分出高下，就提前庆祝了，
也太不把我们当回事了”，“铆铆劲儿，把
这帮礼仪小姐赶回去”。绝地反击开始
了，姑娘们“杀得满脸通红”，“津海队比分
始终落后，小将们既没胆怯更没退缩。此
时，金延璟正准备来一记暴扣，身高一米

九五的副攻汪媗媗伸手一个极具侵略性
的拦网，脆生生将来球拦死。能直接单掐
不可一世的金延璟，汪媗媗大声吼叫着绕
场跑了一圈。跑到主教练跟前时，禁不住
高高跃起与赵亮击了下双掌”。这段引述
很文学化。“极具侵略性”“脆生生”等词汇，
非常准确地传达了姑娘们在比赛中舍我其
谁的霸气和豪气，甚至让没看过这场比赛
的读者，也可以脑补出一幅超燃的画面。

郁子、立民在书中不单是展示女排姑
娘们的奖杯和金牌，而是再进一步，讲述
背后的泪水和欢笑、求索与顿悟。一部文
学作品中没有立得住的人物，是算不上成
功的。《咱家有女初长成》面对的是群像式
的人物，在推出津海女排团队的同时，也
写出了多位具有明显风格的教练和队
员。章志强是津海女排崛起过程中的功
勋教练，在长期执教过程中，探索出了自
己的一套办法；到国家队任主教练后，仍
然延续在地方队的经验，效果却不显著，
还受到一定阻力。他的性格就是坚持自
己，忘我工作，结果积劳成疾，只好因病辞
职。作者不是给其贴上英雄或失败者的
标签，而是进入人物内心，从理解和同情
的视角，写出他带国家队时的复杂心态。
梁胜男是富豪之女，喜爱排球运动，但个

性强、散漫，到泰国打比赛时，不遵守队规
去游玩，差点儿酿成事故。她在人才济济
的津海队打不上主力，一度赌气改学网球，
还打算出国，后来终于又回归，完成了对自
身价值的确认。作者对人物心理的成长把
握准确，与众不同的“这一个”女排队员也
就跃然纸上了。其他人物如林庭、杨絮、唐
菁晶等，无论是贯穿全书的，还是篇幅不多
的，在作者的调度下都活泼生动，各有各的
腔调。无论是否熟悉天津女排，读者都能
够从中看到一支严肃活泼的球队。

应该特别指出，作者写《咱家有女初长
成》时，是带着强烈的个人情感的。很明显，
“咱家有女初长成”把女排姑娘称为“咱家的
闺女”，带着骄傲的、夸耀的心理，甚至还有
些地域本位。但是，对作者来说，这种态度
是不容置疑的——天津女排就是“咱家”的，
那种不自觉、下意识流露出的喜爱，让全书
始终保持了一种热乎、泼辣的情感温度。

正如本书“跋”中所说，“天津女排用她
们一场又一场的胜利，极大地激励了天津
人，提升了天津人的幸福感”。天津人为这
样一支运动队、这样一群城市英雄呐喊助
威，不仅是应该的，甚至是责无旁贷的。因
此，这部铭记“天津女排史”的著作，也必将
被读者所铭记。

以金融类近代建筑为代表而著
称的解放北路历史文化街区，历经
岁月洗礼与沉淀，许多建筑仍然作
为各大银行办公或营业场所使用。
而作为文博场馆对外开放的百年建
筑亦不在少数，如天津邮政博物馆
（原大清邮政津局）、西洋美术馆（原
东方汇理银行）、天津金融博物馆（原法国俱
乐部）、数字艺术博物馆（原法国公议局大
楼）、利顺德博物馆（利顺德大饭店内）。其
中有一座银行建筑，长期为银行所用，近年
又成为银行博物馆，它就是坐落于解放北路
与营口道交口的原横滨正金银行大楼。

横滨正金银行创立于1880年，总行设
于日本横滨。“正金”意为正币，即金银硬
币。成立初期主要为集散日本国内金银币，
供给市场流通，促进贸易金融，后变为以国
际汇兑为主要业务，并且是日本政府重要的
金融工具。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华商品倾销
和原料掠夺全面展开，中日贸易规模急剧增
长。1893年，横滨正金银行在上海设立分
支机构。1899年8月1日，在天津设立分
行。该行主要业务为存放款、进出口押汇、
汇款、代理日本银行、寄存保管等，大量吸收
清廷王公大臣、宗室遗老及北洋军阀的“长
期保价存款”。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横滨
正金银行业务乘势迅速扩展，在天津开设多
家分支机构。同时受日本政府指令，扶持成
立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独占日汇市场，推行
军用票、金银券、储备券流通，并以大量资金
资助日本在华企业开发资源、收购物资，以达
到以战养战的目的。抗战胜利后，横滨正金
银行被盟军统帅部下令解散，随后被中国银

行接收，原横滨正金银行大楼划归中国
银行天津分行使用至今。

横滨正金银行天津办事处最初设
在英租界中街利顺德大饭店内。1901年
行址迁至现存横滨正金银行大楼旧址
位置。此处原有该行早期营业大楼，为砖
木结构坡屋顶建筑。马路转角处设高耸

塔楼，上盖圆穹顶。底层有连续拱形大门窗，与
上方的长方形窄窗形成鲜明对比。主入口位于
建筑主立面正中位置，向外凸出，使入口顶部形
成小型平台，楼外环绕有低矮围墙。这种城堡式
的设计风格，与横滨正金银行在北京、大连等地
的分支机构建筑有相似之处。

现存横滨正金银行旧址建于1926年，与
其南侧相邻的原汇丰银行大楼同为英商爱
迪克生和达拉斯（同和）工程司设计，故而二
者在占地布局、结构样式、选材用料上有相
似之处。横滨正金银行建筑为三层混合结
构楼房，大厅位置两层、局部四层，设地下
室。主入口设在沿今解放北路主立面正中
位置，门套顶部有涡卷夹花苞形雕饰。外檐
由花岗岩贴砌而成，最大特点是有八根通高
的科林斯式巨柱形成开敞柱廊，强调对称构
图，是典型的古典主义风格。它与正北方向
一街之隔的原中法工商银行大楼的圆弧形
柱廊，同为解放北路上运用科林斯式巨柱建
筑的经典之作。柱身、柱头的石雕做工精
细，加上檐口部分的狮头滴水、线脚装饰，立
体丰富。除了柱廊，正立面还有满眼可见的
“金黄”。主入口有厚重闪亮的黄铜雕花大
门，一、二两层窗间墙亦采用方形黄铜装饰
板。厚重严谨的同时，尽显华丽典雅。

建筑在今营口道的侧立面虽相对简约，

但有方形扶壁柱与正立面柱廊相呼应，柱间
方窗在外部设计上，根据不同楼层亦有所区
别。建筑平面近似矩形，功能分区明确。内
部核心为通高两层的营业大厅，周围墙面采
用仿砌石样式，方形扶壁柱均匀布置。顶部
为钢筋混凝土井字梁式结构，每个纵横交会
处有倒垂仿花苞形石膏装饰，中间的九个方
格镶嵌彩色玻璃，形成正方形的采光玻璃
顶，下方悬吊四盏豪华水晶吊灯。在满足基
本采光需求的同时，增添了空间艺术美感。
二层东西两侧有开敞连廊，外装宝瓶列柱栏
杆。西侧栏杆中间设一座钟，东侧连廊顶部
做拱券样式。二层东南角的贵宾室内整体
装潢有通高的木雕护墙板，造型立体繁复，
壁炉、灯具装饰精美，彰显银行雄厚财力。

2022年 2月5日，中国银行博物馆天津
分馆在原横滨正金银行大楼内正式对外开
放。博物馆经过多年筹备，在展览内容与藏
品甄选上全面而丰富。展览包括“百年风
貌”“百年见证”“百年同行”“百年大义”“百
年新生”“百年奋进”“百年启航”七大主题，
回顾展示了中国银行在服务国家崛起中的
红色印迹和历史贡献。木质的展柜，设计了
仿齿饰、扶壁柱、科林斯柱头、山花等建筑造
型，在色彩和样式上与建筑本身和谐统一。
展览结合建筑特点和房间布局，以中庭（原银
行营业大厅）为圆点，按顺时针方向精心设计
参观路线，将时间与空间巧妙结合，实现内容
逻辑的科学构建。此外，参观者在途经二层东
西两侧连廊时，可分别从两个方向观察中庭全
貌，以开阔视野感受建筑的空间纵深。

值得重点关注的是博物馆展出了“人牛耕
耘图券”天津地名券。中国银行发行的天津地名

券，自1912年至1939年共计29种，累计数额高
达近3亿元，在当时代表了纸币印制的最高水
平，流通范围遍及全国。“人牛耕耘图券”初为中
国银行委托英国德纳罗公司于1934年印制的
壹圆国币券，正面为农夫与耕牛，背面为北京颐
和园知春亭和北京慈寿寺塔。德纳罗公司将首
批25万张纸币交由英商太古公司，在搭乘通州
轮转运天津时，中途被海盗悉数劫走。中国银行
总管理处随即致函天津分行宣布该币作废。这
批纸币印量有限，又在海上遭劫散佚，再有流传
到市面上伪造签字企图蒙混使用的，银行发现
后也被扣留销毁。种种原因使得此币成为纸币
收藏界目前公认较为珍稀的钞票之一。

大楼入口处的木质旋转门，仿佛一只
古老的钟表，在日复一日迎来送往的旋转
中记录着光阴流转。作
为近现代金融发展的亲
历者，这座已化身为博物
馆的银行建筑，等待着人
们在此回味金融往昔，并
共同见证未来中国经济
发展的新辉煌。
（题图由《小楼春秋》

摄制组提供）

中国各类文艺都以形象感见长，尤其是诗，描写可尽淋漓之笔，
抒情、议论、说理也都假借形象以传达情思。文本中丰富的形象和由
此产生的形象感，能极大调动读者的想象力，所以，一个人若粗糙而
不善观察，呆板而不善设想，便很难真正欣赏诗的文艺。但也不排除
人自身调动的形象感因泛滥而冗余，以致施展得不是地方的情况。

古人对形象格外痴迷，对形象感的追求则别有一番情理。清人
贺裳《皱水轩词筌》说：“稗史称韩幹画马，人入其斋，见幹身作马
形，凝思之极，理或然也。作诗文亦必如此始工。”他自可钦佩韩幹
的敬业，但硬说作诗文也定要如此亲身模拟才能工致，则让人不敢
苟同。韩幹究竟如何身作马形？即便他能做到，我们也会替他庆幸
所画的是马，而不是海马，否则何以身作其形呢？

古往今来类似对形象的执着甚至偏执，不但在诗中，在其他艺
术领域也有存在。宗白华先生《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不但引后
汉书家蔡邕所谓“凡欲结构字体，皆须象其一物，若鸟之形，若虫食
禾，若山若树，纵横有托，运用合度，方可谓书”，还举证元人赵孟頫

写“子”字时要模仿飞鸟形象，写“为”
字时要穷尽老鼠形状。宗先生认为这
是“吸取着深一层的对生命形象的构
思”“书家用字的结构来表达物象的结
构和生气勃勃的动作”。蔡邕的书论，
看似是对形象感的重视，其实已有滥
用的嫌疑，他由于时代局限，没有领悟
汉字结构的抽象美，更遑论如今用“黄
金分割率”证明结字之美了。如果说写
“鸟”模仿鸟态，写“山”模仿山姿，还算
有据，那么赵孟頫用“子”“为”联系鸟、
鼠的形象，则毫无字学的依凭。当然，
书法家要把字写美观，自可有一套独
特的功夫，不妨在形象感上成其“无理
之理”。但学者举这些例子，从学理的
层次，从欣赏者的角度，去赞美他们对
形象感的“无理”追求，就颇有些问题。
所以，创作者形象感的冗余有时尚且
可以容许，但欣赏者形象感的冗余则
往往显出学理的缺失。

江弱水先生《诗的八堂课》中说：
王安石《南浦》“含风鸭绿鳞鳞起，弄日
鹅黄袅袅垂”，在鹅黄、鸭绿的明媚中，

又隐含鳞的鱼字旁和袅的鸟字头，两句诗其实不写鹅鸭鱼鸟而其宛
然在焉，我们内在的视觉也定然有鱼在泼剌、鸟在翻飞。这恐怕就是
形象感的越界。所谓鸭绿、鹅黄，固然是借用了鸭、鹅的颜色，但这两
个词在形容颜色鲜明时，早已摆脱了原初的动物形象，而倾向于色
彩的单纯。我们在看到类似辞藻时，难免会联想到与字面相关的动
物形象，但更应有意识地避免这种具象联想的干扰，尽可能调动抽
象的思维，再尽快与诗句本身描写的意象靠近，才能更接近诗句本
身的意旨。这就如同见到形容女子额头和眉毛之美貌的“螓首蛾
眉”，绝不会真的联想到昆虫的脑门和触须，而是先把其特点抽象出
来，再与人的实际形象相贴合。何况，单纯的颜色本身就是一种形
象，而诗句中的颜色又并不孤立，绿、黄的颜色，正在水、柳之上。

可见，中国人读诗的思维以形象感见长，但有时也难免形象感失
控，用不到点儿上，甚至有泛滥的倾向，超出了诗理的边界。鸭绿、鹅黄
毕竟带着动物名称，产生联想，理尚能容，但说鳞的鱼字旁和袅的鸟字
头竟然都能算是对鱼、鸟形象的暗示，甚至赞叹其“宛然在焉”，就诚然
是捕风捉影了。看来，那水波中不跳出几条鲤鱼，就算不得清丽；柳条
上不挂着几只黄鹂，就算不上纤柔？艺术的形象不是个体数量越多就
越美好。况且，如果换了语境，像“鳞鳞夕云起”中用“鳞鳞”形容云，“炉
烟袅袅十里香”中用“袅袅”形容烟，鱼和鸟又该向何处寻呢？

顺便一提，上述王安石的诗句，一般似乎都作“含风鸭绿粼粼
起”，没有鱼字旁，这粼、鳞二字还是颇有一些差异。本想查阅《临
川集》古本，但转念一想，即便是“鳞”，和“鱼”也没什么形象上直接
或间接的关系，也就无须费事了。从诗意着眼，还是以粼粼与袅袅
对偶更佳，因为袅袅本身更近抽象，则粼粼与之更为接近。

过犹不及，大概也是一切文艺欣赏的铁律。割去形象感的冗
余，才能让形象感真切且不生流弊。

魏暑临先生的系列文章“读诗散札”至此刊发完毕。从下期开始，

本专栏将连续刊发杨仲凯先生的系列文章“读读写写”。 ——编者

沽上

丛话

本周推介的佳片《豪情玫瑰》，以大仲马的著
作《三个火枪手》为灵感，讲述了一位大剑客的女
儿为了保护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和父亲一起揭露
阴谋、挫败反叛者的故事。这对父女的饰演者，
正是法国国宝级演员菲利浦·诺瓦雷和被誉为
“法兰西玫瑰”的苏菲·玛索。

从小深爱表演的菲利浦·诺瓦雷毕业于法国
戏剧学院，但他从学校出来后一度只能在夜总会
演出以维持生计。怀揣电影梦的诺瓦雷不肯放弃，
很多电影拍摄哪怕是跑龙套他也去。30岁那年他
主演了影片《扎齐坐地铁》，终于走进了观众的视
野。45岁时他凭借主演《老枪》获得首届法国电影
凯撒奖最佳男主角奖，这位大器晚成的男演员终
于迎来了演艺事业的第一个高峰。五十多年的电
影生涯中，诺瓦雷留下了诸多经典的角色和作品。

苏菲·玛索1966年出生在巴黎郊区一个小镇
上，因家庭生活拮据，13岁时她就靠在面包店做
售货员和给卡车卸货赚取生活费。一年后，苏
菲·玛索偶然看到了电影《初吻》招募女主角的消
息，出于改善生活的目的，她决定前去试镜。就

在导演面试了七百多个精心装扮的女孩后，毫无表
演经验的苏菲·玛索凭着素颜依然清新脱俗的形象，
让导演眼前一亮，当即决定和她签约。
《初吻》上映后，苏菲·玛索在法国一举成名。

法国观众都期待着，在未来可以看到更多苏菲·玛
索清纯的形象，但她却想深耕演技尝试不同的角
色，因此决定以成熟性感的形象出演《狂野的爱》。
为此她付出了与经纪公司解约、四处借钱凑够巨
额赔款的代价。
《豪情玫瑰》是苏菲·玛索日后转战好莱坞的一

块重要敲门砖。片中的她英姿飒爽，配上首次出演
的打戏段落，呈现出和以往爱情电影中截然不同的
女性韵味。在这样的契机下，美国演员兼导演梅尔·
吉普森为他的新电影找到了女主角。1995年，由梅
尔·吉普森执导并与苏菲·玛索共同主演的《勇敢的
心》一经上映便横扫全球票房，获奖无数，自此，苏
菲·玛索成功走向了国际影坛。

1月27日22:22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

《豪情玫瑰》，1月28日15:13“佳片有约”周日影评

版精彩继续。

一部具有文学和情感张力的
“天津女排史”

——读郁子、立民新作《咱家有女初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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