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次见到孙佑海教授是在 2015 年年
底。在完成复建的各项行政准备后，天津大学
法学院开始面向全国招贤纳士，我是学院引进
的第一批青年教师之一，协助院长孙佑海教
授，承担部分助理工作。作为后学后辈，我在
读书期间就因孙老师的学界名望对他充满了
崇拜与敬仰之情。入职第一天，孙老师与我进行谈
话，当时的场景与过程如今依然历历在目，仍清楚记
得他当时说的那句话：“重振北洋法科对我们来说使
命光荣、责任重大！”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是中
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律例学门位列建校四大学门之
首，中国现代法学教育由此发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
导人张太雷，中国第一张大学文凭获得者、法学大家
王宠惠都是北洋法科的杰出毕业生。孙老师如数家
珍地向我讲述北洋法科悠久的历史和荣耀。在全面
依法治国战略布局下，时值天津大学120周年校庆之
际，法学界和海内外校友都认为重建并复兴天大法科
意义重大。面对即将开展的各项工作，孙老师把“有
心人，要用心”这句箴言传授予我们这些青年教师，这
其中饱含着前辈对晚辈成长的殷切期待。

十年磨一剑。今年，天津大学法学院迎来复建后
的第10个年头。10年前，天津大学聘请孙佑海老师出
任天大法学院复建后的首任院长，这是他投身法学教
育、培养法治人才事业的一次重要转身。他曾在国家
最高立法、行政执法与司法机关担任过重要职务，为中
国法治建设作出重大贡献。10年来，在孙老师的感召
下，海内外众多青年英才和一大批法学名家齐聚北洋
园，天大法学院从仅有十几位老师发展成为拥有近60
名专业教师，老中青学者梯队合理的成规模学院。尤
其是学科建设上卓有成效，2019年天大法学院获批法
学一级学科博士点；2021年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点；2022年教育部第五轮学科评估中获评B+档
次；2023年“软科中国”法学学科排名居全国法学院校
前12%，2024年这一排名居全国法学院校前8%。

在孙老师身边工作，最大的益处就是能够随时聆
听他的教诲。有一次我去汇报工作，刚进门就看见孙
老师正注视着办公室墙上挂着的天大法学院院训，他

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道：“我们的院训是‘崇法厚
德 致公天下’，但要切记‘以德为先’呀！”

孙老师也曾告诫大家，为人处世要做到“利
他”“致良知”“敬天爱人”“为人民服务”，他将德
行修养融于干工作忙事业的时时刻刻。孙老师
曾长期在北京工作生活，来到天津后，京津之间

30分钟的高铁车程就成为他驻津赴京公干的通勤路
线，为了不耽误学院的日常公务，他常常当天往来京
津。2021年年初，一个寒冬深夜，孙老师如往常一样结
束加班后回家，不幸遭遇车祸，脚踝骨折不得不住院接
受手术治疗。但即使是在病床上，他也坚持每天修改
学生论文，与干部职工、学生谈心谈话，在线主持各类
会议，最长一次线上会议达4个小时，直到医护人员多
次劝告后才休息。新学期开始后，他索性将一张行军
床放在法学院办公室里，每天吃住在单位。学院师生
们目睹孙老师的爱岗敬业，都很受感动和鼓舞。

从教以来，孙老师牢记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使命，
一直坚持亲自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备课授课。在脚部骨
折养伤期间，他为了讲好新学期全校新工科通识课程
《人工智能与法治导论》，忍着病痛精心准备了2万余字
的讲稿，并且坐轮椅来到教室授课。在场学生徐艺轩
课后回忆道：“老师小心翼翼地将受伤的右腿叠放在椅
子上，一个半小时基本没有换过动作，手臂强撑着讲桌
讲课，神情专注。”这让她很是感动，“老师对待工作的
认真程度，更是深深触动了我，这样的老师出现在讲台
旁的那一刻，就已经给我上了一课。”在日常生活中，孙
老师记挂着同学们，他经常到学生自习室和寝室，了解
学生的饮食起居，关心同学们是否按时吃饭，提醒大家
及时添衣御寒。在他的指导和关爱下，一大批优秀学
生毕业后任职于知名高等院校、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
中央企业等用人单位。2023年，孙老师领衔申报的“铸
魂立根 聚力赋能：‘五新一体’的天津大学新法科建
设”教学成果获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
等奖。在大家看来，孙老师不仅是知名的法学家，也是
值得我们学习的教育家。

繁重的行政事务和教学任务并没有削弱孙老师追
求卓越的学术信念和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贡献力量的
拼搏意志，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特别是生
态文明法治理论的创新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作为天津大学环境资源保护法学科领军人，孙老

师带领科研团队围绕国家重点理论攻关热点，在生态
文明法治领域内先后立项3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承担40余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及其他
省部级课题；他常年笔耕不辍，在《中国法学》《法学研
究》等权威期刊报纸累计发表300余篇高水平学术论
文。孙老师坚持“有组织科研”的指导思想，倡导成立
了“天津大学法学院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研究院”，统
率全院智库建设，其中，以“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
究院”为代表的一批高端智库，在服务国家和地方法治
建设上取得了显著成绩，他本人还受邀担任天津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智库联盟召集人。孙老师撰写的咨政报
告，为国家重点领域法治建设贡献智慧，其中，他草拟
的《反食物浪费法（草案代拟稿）》，呈报至全国人大常
委会，推动解决民生问题，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肯
定。多年来，每当有关单位就国家重大立法事项征求
意见时，孙老师都会组织天大法学院相关学科专家教
师开会研讨，形成高水平立法意见上报。

在孙老师身边工作多年，目睹他的修身治学、为人
师范，聆听他的谆谆教诲，对我来说受益匪浅。“在历史
长河中，每个人都是短暂的一瞬，你又如何为党和国
家、人民的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每当自己面临挑战、
面对选择、有所困惑时，回想起孙老师传授予我的这句
人生自省之问，就如拨云见日般豁然开朗，他教我用更
宽宏的格局和视野去实现人生价值。如今，孙老师依
然奋斗在教学科研一线，时刻引领着、感染着、教育着
吾辈学人志存高远、直面挑战、努力拼搏。
（作者系天津大学法学院教师）

【学人小传】

孙佑海，1954年生人，2015年起受聘担任天津大学

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

研究院执行院长，长期从事法学特别是环境与资源保护

法学的教学、科研工作。曾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

《求是》等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30余

部。2004年以来先后主持项目40余项，其中包括3项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

项目。兼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

长、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天津市法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天津市法学会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分会会长、天津市法官遴选委员会主

任委员、天津市检察官遴选委员会主任委员等。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合
办天津日报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合
办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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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长的一日》：
星光熠熠的二战史诗片

曹宇田

德法兼修的学人
——记天津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佑海

田亦尧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作家孙犁的作品数量尽管并不宏富，但经过时间冲
刷，其作品品质经受住了历史考验，其风韵的独特、情致的别样、语言的精妙、表达
的诗化，呈现出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时至今日依然为广大读者所关注和喜爱。孙
犁小说风格充分吸纳了散文特点和诗歌特质，具有“诗化文学”的卓异属性，这种诗
化特质形成了独特的美学风格。

情感是小说的生命与灵魂，没有情感就没有文学艺术，浓郁的情感如同河流一
样流淌在孙犁小说的篇章结构中，成为其小说艺术生命之所在。孙犁善于在作品
中以节制和含蓄的方式呈现情感，好像小桥流水般细浸慢润地渗入到小说的字里
行间，显示出一种委婉清约的抒情韵味，正如作家本人所说：“在现实生活中，充满
伟大的抒情，在现实主义作品里，作家的丰盛的情感含蕴在描写和人物的对话里。”
“没有真实的激动了的感情，就写不成好文章。”

孙犁小说往往具有诗的单纯和质感，常常截取生活中的一个侧面、一个片
段，以此显示社会生活的整体风貌，使人深切地感受
到殷殷脉动的时代气息。在《铁木前传》《荷花淀》
《风云初记》和《山地回忆》等诸多小说创作实践中，
孙犁注重感情的特殊功效，其小说风格的诗化特质，
主要表现在运用诗歌抒情手段渲染气氛、感染读者，
以至臻于一种诗化的高超意境。在《铁木前传》中，
孙犁以特有的诗意方式，寄寓着对纯美风土人情的
沉迷与眷恋；《荷花淀》中，通过描绘淳朴的人际关
系，表达对纯厚的人伦道德的向往与守望；在《风云
初记》和《山地回忆》等作品中，孙犁以诗的语言、节
奏和韵律尽情抒发内心的真情实感，呈现诗一般优
美的意境，充满着浪漫、美好、动人的诗情。特别是
在战争题材小说中，孙犁并未从正面描写枪林弹雨
和刀光剑影，相反代之以一种平和恬淡的风情画面
和清新优美的自然场景，比如在《荷花淀》中，就以白
洋淀如幻如画的水色风光作为背景衬托战争，彰显
一种人情美，律动一种人性美。无论是“迎着阳光舒
展开”“一望无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还是“高高
地挺出来”的“粉色荷花箭”，如此一幅幅接天映日荷
花图竟是抗击日寇、流血牺牲的战争场所；无论是
“白洋淀飘飞的芦花”，抑或是“洁白如云的芦苇”，还
是“粉红色的荷花箭，散发着清幽香气的荷花叶”，均
被抗战的阴霾所笼罩所覆盖。即使是在与日伪顽军
进行血性拼杀时，孙犁依然用荷花的美加以描绘和
渲染：“小船旋风一样绕着鬼子们转，莲蓬的清香，在
他们的鼻子尖上扫过，”以这样的画面和情感，更能
反衬战争的无情、残酷和恐怖。

自然而隽永，朴质而优美，这
构成了孙犁小说诗化意境之独特
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其小说备
受青睐的一个重要因由。孙犁小
说不以气势取胜，而以情韵占优，
众多作品柔中有刚、寓刚于柔，于
细腻委婉之中蕴含一股内在的诗
性力量。孙犁善于在谈笑从容中
描摹时代风云变幻，虽写情趣而不
落浅薄与轻佻。孙犁小说的诗化
意境绝不是以奇幻和空想筑造出
来的，而是整个小说创作浸透着社
会现实，它并未给时代生活的面貌涂上脂粉，只是将生活本真的美显示出来。即
便在作品中也写到了敌人的欺凌和杀戮，写到战斗的无情与残酷，但却从不大肆
张扬与渲染，而是把注意力放在面对日寇顽凶，人民如何进行英勇无畏的战斗
上，放在聚焦生活中美好心灵的闪光点上，自然质朴，毫无虚伪之情、造作之态。
他的意境创造，虽经深化开拓但不露痕迹。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不是设色艳丽
的工笔，而是白描淡素的写意，孙犁善于寓华于朴、寓绚于素，表面上朴实无华，
实际上珠圆玉润、意境浑成，臻于一种诗化的澄明境界。

为了营构和提升诗美境界，孙犁经常把感情寄寓在对景物的书写与描摹
上，进而形成殊异、鲜明、生动的审美意象。譬如《铁木前传》中写道：“九儿坐
在那里，望着空漠的沙岗出神。她继续回忆着幼年时家乡的影子。在母亲去
世以后，她常常一个人坐在小窗的前面。窗外有一棵枣树，因为避风向阳，常
常有些小鸟儿在枝头来聚会。鸟儿们玩起来，显得非常亲密。那站在一起，唧
唧喳喳的也许就是最亲密的吧，不久，有一只跳到别的枝头。遇到一阵风，它
们竟各自飞散了。”这段情趣盎然的点绘与摹写，并不是在抒发作者自己的闲
情逸致，而是以这组灵动、明晰的景象寄托一种微妙复杂的感情，六儿和九儿
尽管从小青梅竹马，两位老人尽管也建立起深挚的情谊，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
和世道的变迁，两位老人的感情破裂了，九儿和六儿的爱情也终止了。面对六
儿的放荡与堕落，自然引发了九儿对童年美好生活的回首和追忆，遂使她对二
人的分手感到怅然与失落，更使她对六儿的命运充满担忧和顾虑。而这种无
法言表的感情正是通过一组组鲜明、生动的意象表现出来，这就达到了直接抒
情或议论所难以收到的美学效果。1962年，孙犁在题为《自嘲》的诗中说：“小
技雕虫似笛鸣，惭愧大锣大鼓声，影响沉没噪音里，滴澈人生缝罅中。”于此传
递出的文化信念是：即便是一支小叶笛，也要使出全部力气将真、善、美的人生
追求，幻化为美妙歌声的清泉滴澈在人们心中。可以说，孙犁小说寓灼热于深
沉，化丰腴于平实，以优美的诗情画意感染人打动人征服人，这正是其小说具
有长久艺术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孙犁小说的语言美是为文学界所公认的，其小说语言
有一种铿锵流转、和谐匀称的内在音乐美，不仅清澈明净，而且朴素本色，特别是
明畅而不流于浅露，优美而无刻削之痕，达到言近旨远、辞浅义深的审美效果。
如《荷花淀》中“那一望无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
壁一样，粉色荷花箭高高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这种描写看似信手拈
来，实则于铺陈之中透着一种情韵和节奏，他的小说正是通过这种语言表述，如
同清泉一样流进读者的心田。《荷花淀》通篇采用的是—种灵动自然的诗意语言，
一方面准确表达出作家的思想情感，展现出客观真实的生活图景和栩栩如生的
人物形象；另一方面赋予作品以浓厚的诗意氛围和奇绝的艺术魅力。

孙犁小说既有生动情节、动人故事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又有诗意的
畅达、凝练、舒放、灵动，文体与作品的意境保持高度和谐，极富表现力和感染
力。换言之，其小说总是能传递给读者一种清新、明净、鲜活、自然的美感，这
与孙犁长期对小说语言雕琢的执着追求是密不可分的，他将中国古典文学语
言的简洁典雅与民间语言的自然朴素有机融于一体，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既清
新明净又优美雅致的诗化语言。总之，清新美与明净美是孙犁小说语言的一
贯追求，与其作品的诗学特质和诗化风格保持高度一致。

登八境台观赣州怀古

八境居高万象宏，两河交汇赣江雄。

宋城沿岸盘铜壁，古渡中流链卧龙。

琴剑孤台英烈气，门楼灶巷吏卒风。

客家散叶传长远，不辱先人再复兴。

郁孤台凭吊辛弃疾抒怀

鼓角连营燕赵天，气吞万里望中原。

风催铁骑冲金阵，笔壮旌旗过大关。

千古江山无觅处，几分稻黍有闲田。

琴心剑胆空余恨，豪放婉约看稼轩。

题北京陶然亭公园

柳丝桥影碧波涟，华夏名亭锦绣团。

芳草花香馨四野，平湖云色印三潭。

庵堂瞻仰先锋谱，茔冢追思烈士篇。

胜景文辉铺画卷，秀园漫步亦陶然。

夏至抒怀

夏至钟长宵漏残，高天降火釜中煎。

飞云夹电飘忽雨，垂柳扶风长叫蝉。

草木丰华当阅稼，江河浩荡任观澜。

老翁坐览家国事，只愿神州永泰安。

对于每一个稍知近现代史事的人来说，
梁启超都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这位曾
活跃于中国政坛、学界30余年的风云人物，
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开中国
风气之先，文化革新，论功不在孙黄后”。他
晚年摒弃政务，专心向学，著作等身，建树甚
丰，被称为“新思想界之陈涉”。他的论著以
千万字计，1932年编成的《饮冰室合集》就
有近千万字。这些论著涉及史学、文学、经
济学、社会学、文化学、哲学、佛学、法学、新
闻学、教育学等诸多领域，且都有相当的学
术水准和创新意义。

作为政治家和著名学者，书法对于梁启
超来说，虽说为其风云活动外的“余事”，但
他的书法成就依然是可圈可点，其书法应属
于具有浓厚书卷气的“学者之书”。他早年
研习馆阁体，所以欧体楷书基本功深厚。他
问学于康有为门下后，其书法也开始“变
法”，转而精研北碑与汉隶。其楷书也逐渐
脱离了馆阁体的藩篱，而多以魏碑中的扁、
方为基调。在梁启超后期的书法中，用笔以
碑书笔法为主，又兼有欧书的笔意。

梁启超对书法有他自己的见解和深入的
领悟。1926年，他应邀为清华学校教职员书法
研究会作了一次演讲，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
以书法为题目的演讲，回到天津饮冰室，他将
自己的演讲作了整理，题为《书法指导》。他说
自己“对于书法，很有趣味，多少年来，每天不
断，多少总要写的，尤其是病后医生教我不要
用心，所以写字的时候，比以前格外多”。说他
每天总要写字，不是装点门面；他笔耕著述那
么勤勉，何曾搁置过毛笔，但不一定是天天做
临池的日课。梁启超视写字为一项很有趣味
的活动，好处之一是“可以独乐”，他说：“依我
看，写字虽不是第一项的娱乐，然不失为第一
等的娱乐。”“凡有高尚人格的人，大半都喜欢写
字，如像曾文正、李文忠，差不多每天都写，虽当
均属旁骛，亦不间断。”他还说：“模仿何事物，
初入手时，最要谨慎，起初把路子走错了，以
后很难挽救。”他认为，模仿是必要的，由模仿
可以到创造，无论单学一家，或多学几家都可

以，但是最初的时候，不要走错了路。赵（赵子昂）、董（董其昌）、柳（柳公
权）、苏（苏东坡）、李（李北海）几家，最不可学，用为几十种模范中的一
种，尚可以。起初从他们入手，以后校正困难，顶好是把他们放在一边不
学才对。他认为学六朝的碑好处是“迹真字好”“物美价廉”。

梁启超喜爱并研究碑帖拓片，并大都作了题跋，从这些题跋中
也能看出他的书法观念。题跋约有八类：叙碑的出土、发现的原
委、藏所及去向；记拓本的递藏情况；校记；考释碑刻文字；题署碑
刻名称、年代；订误、存疑；记事叙见闻；品评书法，包括书写形态、
艺术趣味等。1995年 3月，荣宝斋出版社出版的《梁启超题跋墨迹
书法集》（冀亚平、贾双喜等编），共收入梁启超题跋碑刻、墓志、造
像等拓本共124篇，其所题跋均为手迹，全面展示了梁氏的拓本收
藏、个人见解及书法成就。

梁启超常将宋词的句子集成对联，且多用魏书写就。如“独自莫
凭栏故国山围青玉案”，集自李煜《浪淘沙》和方岳《满江红》；“更那堪
酒醒丽谯吹罢小单于”，集自刘过《醉太平》、秦观《阮郎归》。又如“一
饷凝思帘外晓莺残月”，集自张先《卜算子慢》和温庭筠《更漏子》；“无
限佳丽雨余芳草斜阳”，集自周邦彦《花犯》和秦观《画堂春》。所书魏
书集句联，起笔斩斫分明，清劲遒美，结字趋扁，一些笔画富有隶意而
具古趣，雄强之中寓秀逸美感。加上落款书写随意，更富于变化。有
人评价其说：“宗北碑，雄强茂密，得力于《张黑女碑》等。”也有人评价
其作“具有坚凝、生辣的线条，内含深厚的骨力和功力”。梁氏自己则
说：北碑为方笔之祖，南帖为圆笔之宗。

津
门
名
家
谈
艺
录
（
十
三
）

梁
启
超
：
写
字
为
第
一
等
的
娱
乐

章
用
秀

诗四首
王海福

电梯上，有朋友问我最近干啥，我脱口而出：“谈点大爱，种些小菜，
写点文章，搞些收藏。”笑声一片脆响。

说到种菜，那真是件快乐的事情。
小时候在一楼堂屋水缸边撒下颗苦瓜籽，见它发了芽长出几片嫩

叶，散发出鲜浅苦香，生清气息，满心欢喜，因不得要领，未获究竟，聊有
苦衷。这是种菜的感觉。

近年，得闲装酷，泼水施粪，间苗拔草，做起20年前打死都不愿意
干的事来了。如今，披蓑顶笠，样式滑稽，还蛮得意，去年晚秋聊有收
获，摘了南瓜几颗。

本地自产的南瓜与外埠买来的葫芦比肩呈于书案上，金黄的南瓜
质朴敦实，线条圆润，橙黄的葫芦雅致新颖，轮廓流畅。金黄的她，一点
也不输橙黄的那个她。都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我看这回本地的赢了
外埠的。这是种菜的感慨。

今年清明前两天，朋友瑛子送了些西红柿秧子，我慎重植入花钵
中，连同呵护也种在一块。端午前后陆续开启五瓣六瓣的小黄花，不几
日就结出绿豆般的小果。得风得雨得太阳，昨天还是“绿豆”，今天就长
成“川豆”，见风长，一天一个样。小的们个个圆脸红艳艳，而向着地的

下面都被刁鸟们啄了个洞，千疮百孔。有位贤达有句话讲得蛮傲，“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
道”。这些被小鸟啄过的西红柿，尝还是不尝，我看听前辈的话没有错，于是痛舍割爱。既要
保护动物又要守住植物，唯一的办法是将青涩稚嫩的果实提早摘取，收入囊中。

此时，静静地想一想，还是哲人说得对，这世上没有目的的美好才是永恒的，生活的乐趣
似乎全在过程，结果只是过程接近尾声时的一刹那高光。这是种菜的感悟。

至此，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大爱无疆，小菜汆汤，推敲句读，快乐收藏。

本周推介的电影《最长的一日》上
映于1962年，被誉为“好莱坞战争片的
巅峰之作”。片中，众多影坛实力派演
员共同展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
役”，无论是史书上的大人物，还是籍
籍无名的小角色，都被塑造得有血有
肉。这场战役就是发生在1944年6月6
日，代号“霸王行动”的诺曼底登陆。
《最长的一日》全景式展现了盟军

与德军双方作战情况，共有两万三千名
英法士兵参演，涉及的重要历史人物如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
威尔、德军高级将领隆美尔等纷纷登场。影片第10分47秒，
第一个熟脸出现，在水里栽跟头的英国小兵的饰演者即大名

鼎鼎的肖恩·康纳利。在007世界中，他是那
个帅翻世界的詹姆斯·邦德，但在这部影片
中，他只能做个配角。13分31秒出现的中年
大叔是约翰·韦恩，他一生出演电影181部，
因在《大地惊雷》《关山飞渡》等西部片和战
争片中饰演的硬汉形象闻名于世，获得“真
爷们儿”的银幕标签，成为当时美国大众的
偶像。本片中，已经54岁的约翰·韦恩扮演

一位伞兵，而角色原型在当时仅27岁，虽然人物原型并不赞同
约翰·韦恩饰演自己，但电影上映后他的表演得到观众的一致
好评。英国著名演员理查德·伯顿在片中饰演一位伤感的英
军飞行员，他曾七次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

电影进行到一半，亨利·方达这位当时片酬最高的美国
影星终于登场。他擅长观察生活，少见爆发式的表演，用表
情与动作就能感染观众，被称作“不费力的表演大师”。在
本片中，他饰演美军第4步兵师副师长特迪·罗斯福准将，
历史上这位准将在发现自己率领的第4师降落地点有偏离
后，将计就计率领部下向内陆推进，最终他所在的师伤亡
197人，成为盟军5个登陆滩头中损失最小的一支部队。此

外，法国电影《虎口脱险》的主演布尔维尔，
在片中出演了一个小市民。由上可见，这
部影片众星云集，星光熠熠，他们的表演给
观众带来极致的视觉享受。片中人物角色
的刻画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是因为塑造
角色的一个个细节，都源于真实历史。本
片改编自爱尔兰作家科尼利厄斯·瑞恩的
同名著作，瑞恩战后曾在欧洲各大报纸上
刊登广告，寻找诺曼底战役的亲历者和见
证者，最后从中遴选出700多人，他用10年

时间逐一进行采访，由此获得了大量真实的细节。
7月6日22:22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最长的

一日》，7月7日15:20“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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