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人小传

钱荣堃教授是当代著名国际金融学专
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体系、国际货币体系、
货币理论、汇率理论、汇率制度和人民币汇
率政策等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其政策建
议对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外金融政策产生
过重要影响。

回顾钱先生的人生履历，许多人常以
先生所爱好的三门艺术来喻之：每当先生
写文章看书累了的时候，就会挑一盘磁带
放一放，闭着眼睛享受音乐或戏曲带来的
快乐。这些磁带分为三大类：评弹、西洋古
典乐和京剧。先生年少时在无锡读小学和
初中，喜欢上了评弹；青年时留学英国，爱
上了西洋音乐尤其是交响乐；学成回国后
生活在天津，由此与京剧结缘。这样的艺
术情怀，恰反映了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中
西合璧，而处事风格则南北交融。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钱先生在无锡读
小学和中学。初中二年级时，“九一八”事
变爆发，他和同学们一起到南京参加了京
沪学生请愿团，回到无锡后，写了一篇题为
《公理强权说》的文章，寄给了《上海报》，几
天后该报就以社论的形式发表了这篇 14
岁初中生写的文章，引起轰动。在无锡县
立初级中学毕业后，钱先生进入无锡庆丰
纺织公司的车间工作了三年，每天工作时
间长达12个小时。1936年秋，他到南京东
方中学读高中。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钱
先生跟随学校转移至重庆，转年夏天，他高
中毕业后考取重庆大学商学院会计系，后
来又转到银行系学习，从此与金融结下了
终生的缘分。

上世纪30年代的重庆大学聚集了很多
知名教授。钱先生跟从著名经济学家马寅
初（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等一大批专
家学习金融理论。大学期间，钱先生担任了
重庆大学经济学社社长，该社是由马寅初先
生倡导设立的，并由他本人担任名誉社长。
1940年3月，马寅初先生在国民党陆军大学
对一百多人的将官班发表演讲，猛烈抨击孔
祥熙和宋子文大发“超级国难财”，要求首先
把孔、宋撤职，并将他们的不义之财充作抗
日经费。这次演讲，钱先生全程陪同马寅初
先生，并做了演讲记录。马寅初先生的人格
和风骨，成为钱先生一辈子的学习楷模，每
每提起，他总是发自内心地佩服马先生并将
其作为行为楷模。

1942年夏，钱先生自重庆大学银行系毕
业，报考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并于1944年取得硕士学位。之后钱先生先后
任中央设计局货币银行组专员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专员。1946年，他放弃优厚的工作待遇
和条件，考取了中英庚款公费留学生，并于
1947 年进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攻读博士学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是英国著名学府，师资力量雄厚，奥地利学派
经济学家哈耶克、国际知名经济学专家詹姆
斯·米德、一般均衡理论创始者约翰·希克斯

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都在该校任教，而
钱先生的导师是著名的货币银行学专家赛耶
斯（R.Sayers）教授，著有《银行学新论》。一流
的师资奠定了钱先生良好的经济学、金融学
功底，使他受益终身，也为他日后的教学与研
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求学期间，钱先生
领略了当时经济学和金融学风云人物的风
采，沉浸式汲取了各位大师的学术精华，而
且正是在该学院的讨论式学习、交流式思考
中，钱先生得到了他一生最为推崇的“读书、
讨论、写作”这种英式教学方法的精髓，并持
之以恒地用在自己的教学和对学生的指导
上。他总是引用培根的话来教育自己的学
生：“读书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机敏，写作使
人精确。”这种精神贯穿在他自己的人生中，
同时也教化了学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很多海外学子怀揣
报国立业的志向，纷纷回国加入建设新中国
的宏图大业之中，钱先生也不例外。1950年
秋，钱先生回到了祖国，先是在广州岭南大
学担任经济系副教授，后于1951年春到南
开大学任教，在金融学系负责货币银行学的
教学工作。1953年进行院系调整时，南开大
学停办金融系，钱先生被调到图书馆任职，
直到70年代末才重新回到教学岗位，在经
济学院任教。

1982年，在钱先生的倡导下，在中国人
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的支持下，教育部同意南开大学重建金融学
系，钱先生出任重建后的首任系主任，并承
担国际金融方面的教学工作。在办学思路
上，基于长远发展和现实条件，钱先生创新
传统培养模式，主张先办国际金融专业的硕
士研究生点，因为有了优秀的硕士毕业生，
就有了本科生的师资，招博士生也有了可靠

的生源。所以，他于1979年在南开
大学开办了国内第一个国际金融
硕士研究生点，通过硕士研究生承
上启下，在1983年又开办了国内第

一个国际金融博士生点，之后于1985年开始
招收国际金融专业的本科生。短短几年内，
南开大学就有了金融学本科专业、硕士生点
和博士生点，拥有钱荣堃、陈国庆、王继祖三
位博导和一批教授、副教授组成的师资队
伍。198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织专家评
议硕士研究生的质量，南开大学国际金融专
业的硕士研究生培养被评为第一名。1988
年，国家教委组织专家评议全国重点学科，
南开大学国际金融专业被评为该专业全国
唯一的重点学科。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国家教委高等教
育司组织编写和审定了“高等学校财经类
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大纲”，共 11门核心课
程，其中包含国际金融。国际金融作为一
门学科，当时在国内尚处于初创阶段，因
此亟须一本高水平的教材来达到纲举目
张的效果。1994年，由钱先生主编，陈平、
马君潞参与编写的《国际金融》教材出版，
这本教材形成了国际收支、外汇、汇率、国
际储备、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资本流动、国
际货币制度、国际金融机构的八章结构，
并将中国的对外金融问题分别纳入有关
各章来论述。该教材的出版是我国国际
金融学科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它也成为我国国际金融教材领域的开山
之作和经典之作。

除了为南开培养金融人才，钱先生还利
用暑假时间开办全国性的国际金融师资班，
为金融教育提供急需人才。除邀请国内外
知名国际金融专家学者给国内各高校的国
际金融专业教师授课，他自己也亲自授课，
这个班共举办了三期，为国内高校培养了一
批国际金融教学和科研中坚力量。

在金融学的办学思路上，钱先生有很多
创新之举。1983年，钱先生作为南开大学与
加拿大约克大学、拉瓦尔大学、麦克马斯特
大学的交流项目负责人，先后选送数十名学
生到加拿大留学。同时，在南开办了三期工
商管理硕士MBA班，由加拿大上述三所大

学派教授到南开上课，称为“南开—约克模
式”，后来许多大学都采取这种模式培养硕士
研究生。1989年，钱先生受国家教委和学位
办公室的委托，草拟了中国式工商管理硕士
MBA学位方案，该方案之后在10所大学内试
办。1991年，他负责与加拿大几所大学协商
在南开大学创办中加双方联合培养博士中心，
包括了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市场三个方
向。这种借“外智”练“内功”的办学模式具有
开创性和战略性，对当时我国金融人才培养和
教育改革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由于钱先生在教学科研方面的突出贡献，
上世纪80年代起他被选为中国金融学会常务
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华北西北
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
评议组（经济学）特约成员。钱先生同时也是
复旦大学、东北财经大学、汕头大学、南京大学
的兼职教授，为国内其他高校提供教学和研究
方面的合作支持。

回顾钱先生的学术之路，他的诸多研究和
主张对当时我国的经济金融政策产生了重要
影响，尤其在人民币汇率方面。钱先生在汇率
安排方面分析了钉住制和弹性制的利弊，提出
我国以实行有限弹性汇率制为宜；在汇率政策
方面，他提出要使汇率充分发挥经济杠杆作
用，但反对高估汇率和对出口进行大量贴补的
办法。同时，他对国际货币体系理论的新见
解、对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变化的全面分析和对
美元汇率变动的因素的新观点等，也都得到了
学界和业界的高度认同。

钱先生一生指导了众多的博士、硕士研究
生，为我国金融界培养了大量卓越人才。他对
研究生管理十分严格，要求他们不争名利、不
求一时，而是要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果，建立
长远的功业。日常生活中，钱先生非常关爱学
生，每次学期结束时，他都会邀请研究生们到
家里聚餐，每次餐桌上必有炸猪排，这是他在
英国留学时学会的菜，每次的酒水都必有啤
酒，想必是钱先生最爱的酒品。师生轻吟浅
酌，相互交流思想，其乐融融。

2003年，钱荣堃先生病逝于天津，享年86
岁。为激励后学、薪火相传，南开大学金融学
院塑立了钱荣堃先生的铜像，设立了钱荣堃金
融教育基金，并将创新拔尖人才培养班命名为
“钱荣堃班”。

（作者系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

钱荣堃（1917—2003），江苏省无锡市人，

曾先后担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教

授、首任系主任、图书馆副馆长、经济研究所

副所长、经济学院顾问等职务，是我国金融教

育领域第一批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经济学）特约成员。创办

我国第一个国际金融硕士点和博士点，曾任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MBA学位设计委员会主

任。承担国家“七五”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

“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制度比较研究”的研究工

作，并出版了一套丛书，为当时国际金融教学

与研究的重要著作。其主编的《国际金融》长

期以来是我国国际金融学科的经典教材。

1996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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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茉莉》：
虚实镜像 真假人生

何映晖

务实 创新 谋远
——钱荣堃先生与国际金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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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嫦娥六号返回器准
确着陆于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预
定区域，工作正常，标志着探月工程
嫦娥六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实现
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看到
这一新闻报道时，在与全国人民一
样沉浸在欣喜、自豪之情的同时，我
不禁回想起多年前与我国航天科技
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钱学森先生
书信交往的点滴，再一次以敬仰的
心情感悟崇高的科学家精神。

三十多年前，我在天津社会科
学院从事技术美学研究。当时天津
社会科学院的技术美学研究在吴
火、徐恒醇等前辈的带领下，做了不
少开拓性的研究以及翻译国外相关
成果等工作。1989年，包括徐恒醇
和我在内的四人合作在上海人民出
版社出版了《技术美学》一书，成为
当时国内该研究领域为数不多的著
作。1992年，恰有朋友有机会见到
钱学森先生，于是我就托朋友把这
本书捎去，请钱老指正。钱老不仅
在自然科学技术如航空航天、控制
论、系统论等研究领域蜚声中外，而
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艺理论、技
术美学等也多有著述，这本书给他
主要是想向他汇报我们正在开展的
技术美学研究，至于能否收到回复，
我并没抱奢望。不久，让我感到惊
喜的是，钱老收到书后竟然给素未
谋面的我写了回信，在信中提了他
对技术美学的看法，也指出了本书
的不足以及以后研究的建议，还附
寄了他1984年发表的文章《关于技术美学和美学的一点认识》，
以供我们参考。时任天津社会科学院院长王辉研究员得知此事
后，认为此信应该在《天津日报》发表以飨读者。当得知报社愿
意发表后，我将这封来信拟在《天津日报》发表之事，写信向钱老
汇报，他很快回信同意发表。于是，就有了我与钱老的几次书信
往来。第一封信发表在1992年12月4日的《天津日报》，标题是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谈美学的一封信》。这封信后来收录进《钱
学森书信》《钱学森信札录：集大成，得智慧》等书籍中。

与钱老的书信往来使我深受教育和鼓舞，多年来一直鞭策、
激励着自己的研究、工作和生活。

钱老的爱国精神、创新精神、奉献精神、协同精神等无需我
赘言，他对国家、民族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已经彪炳史册，而他严
谨治学的求实精神、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则是我从几次书信往
来中切身感受到的，可以说钱老是从细微点滴处给人以无穷的、
言传身教的精神力量。

钱老既是自然科学科技大家，也对哲学社会科学深有研究，
他特别强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
的结合等，其深邃的见解、渊博的学识令人敬仰。作为闻名中外
的大科学家，钱老那时已经81岁，完全可以不给我这个30岁的
青年研究人员亲笔写信，更不必费心找寻、附寄他8年前发表的
文章，他这种关心、奖掖后学的精神是多么令人敬佩。钱老的亲
笔信不仅字迹极为工整、隽秀，而且字里行间洋溢着平易近人、
仁爱慈祥的文风文气。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一封信的附件文章
中，有一个错别字他也细心地修改了，有可能这篇文章在寄出之
前，他又看了一遍。从这个细节能看出钱老作为大科学家所具
备的严谨求实的工作态度、作风和人格魅力，确实是异于常人、
超乎常人。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他在科技上的重大建树和贡
献，无不与这种作风直接相关。

近段时间我又在学习、阅读《集大成 得智慧：钱学森谈教育
（第二版）》《钱学森论系统科学（讲话篇）》《钱学森画传》等书籍，
书中浸透着他极为浓厚的科学家精神，希望通过阅读能够进一
步了解钱老的精神世界、科学世界和心路历程；除了科技方面，
钱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重视，对青年科研人员的关心、提
携、培养乃至大学生如何写好毕业论文等都有强调和叮嘱，他诲
人不倦的高风亮节跃然纸上。

当下，国家强调“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在建设科技强国
的进程中，如果没有科学家精神的大力弘扬，我们孜孜以求的原
始创新能力、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强大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能力以及成为世界重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等都将受到影响。
同时，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也至关重要，这关系我国科技发展的
未来和科技实力后劲，是事关我国科技人才战略的大事情。这
次嫦娥六号月背采样，大家通过媒体报道看到参与这一工程的
科技人员中有很多年轻面孔，无不为他们点赞，也为我们国家有
这么多的青年才俊、优秀科学家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钱学森先生无疑是科学家精神和培养青年科技人才等方面
的杰出榜样。虽然钱老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那崇高的科学家
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为建设科技强国辛勤付出；
钱老作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所体现
出的强大精神力量也将鼓舞全国各族人民为今天的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不懈奋斗。

1927年9月27日下午，鲁迅和许广平从广州
乘海轮前往上海，10月3日午后到达并入住位于
爱多亚路长耕里（今延安东路158弄）的共同旅
社。到达上海后吃的第一顿晚饭是在上海有名
的饭店陶乐春，陪同鲁迅一起吃饭的是北新书局
的李小峰及夫人蔡漱六和鲁迅三弟周建人。以
李小峰和鲁迅的关系，这顿接风宴属于家宴了。

鲁迅和许广平在共同旅社住到10月8日，并
于当天搬到了景云里。

早在两天前，鲁迅到周建人所住的景云里
来，一是到三弟家看看，二是到景云里看房，看中
了第二弄最末二十三号的一幢房子。在没有搬
到景云里的那几天里，鲁迅和许广平都是到附近

的饭馆吃饭，据《鲁迅日记》记载，他们分别吃过
陶乐春、言茂源、全家福、某某馆等，仅言茂源就
吃了三次。8日搬家当天的晚饭是在中有天，饭
后还到百新戏院看戏，算是小小庆贺一下吧。从
10月8日一直到11月14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鲁迅和许广平的一日三餐，没有固定的吃饭地
点，除朋友请客以外，都是在附近的饭馆里解决
的。朋友请客的几家饭店，除前面提到的几家
外，还有万云楼、共乐春、兴华酒楼、东亚食堂、新
亚楼等，而鲁迅请客大都在东亚食堂（鲁迅有时
写成东亚饭店，其实是一家）。民以食为天，鲁迅
和许广平也不例外，既然决定在上海定居，每天
没有固定场所吃饭也是个事。于是鲁迅和许广
平商量决定和周建人家一起包饭。

包饭当时在上海称作“包饭作”，形式大约有
两种，一是为客户上门服务的包饭，即厨师带好准
备妥当的食材、调料、餐具等，到客户家现做，以满
足客户的需要，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客户在家宴请
宾客；二是像鲁迅家这样，在饭店做好后送来，一
天两餐（中、晚），隔段时间结一次账。那么鲁迅家
的“包饭作”持续多长时间呢？鲁迅去世以后，遗
物中有两本《家用菜谱》。1950年，许广平将《家
用菜谱》捐献给了国家，后来由上海鲁迅纪念馆珍
藏。这两本《家用菜谱》所用的本子，是横线条的
练习簿，由许广平记录。练习簿的封面为紫色，在
本子的前两页上，有许广平记录的八个菜的配料
和烧制方法。从第三页开始，就是每日上午和下
午（其实是午饭和晚饭）的菜谱。第一个本子是从
1927年11月14日上午开始记，一直到1928年4

月5日上午止。第二个本子是从4月5日下午记
到6月1日下午止，并在这一天标明了“今日止”三
字。许广平在《景云深处是吾家》中提到从广州初
到上海时的情景：“原没有定居下来的念头……
所以购置家具，每人仅止一床、一桌、二椅等便算
足备了。没有用工人，吃饭也是和建人先生及他
的同事们在一起。”这里提到的周建人的两个“同
事”，《鲁迅日记》里也有提到，即孙君立和许希林，
前者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后者是某颜料洋行的职
员，因为都住在景云里，便一起搭伙吃饭。在“包
饭”结束以后，日记中便没有再出现过他们的名
字。鲁迅和许广平、周建人一家及其两个“同事”
一起搭伙包饭，时间一久，必然会带来诸多不便，

比如口味方面、饮食习惯、金额分配，三五
天还可以，大家都能克制、隐忍，半年多下
来，积累的问题便渐渐暴露出来，碍于面
子，又不便于表明，于是，鲁迅便考虑如何
解决伙食问题了。许广平在《景云深处是
吾家》中继续写道：“鲁迅又向建人先生建
议，两家合伙烧饭，以免和同事们一起诸多
不便，一切柴、米、油、盐等杂务，托王蕴如
同志的一位亲戚照管，就在二十三号楼下
煮食。”于是鲁迅家的包饭生活就于1928年

6月1日停止了。鲁迅在景云里二十三号楼下做
饭时间也不长，因为接下来，鲁迅又搬了两次家，
1928年9月9日，鲁迅移居到景云里第二排第二
幢十八号内，原住房就由柔石居住。5个月之后，
即1929年2月21日，鲁迅又搬到景云里第一排
东、南两面能见到太阳的十七号，帮助做饭的不知
是不是王蕴如的那位亲戚了。

鲁迅初到上海的这段“包饭”岁月，虽然是日
常生活的琐事，但从菜肴及其饮食上也能略窥鲁
迅一家的生活行状。吃什么很重要，怎么吃也很
重要。从包饭菜谱所记的内容分析，有烧有煮，有
蒸有炖。每顿菜大多为三菜一汤，有鱼虾，也有猪
肉、牛羊肉和鸡鸭，海鲜或河鲜几乎天天都有，且
必有一道蔬菜。所吃菜肴也是以粤菜、绍兴菜和
沪帮菜为主，或是它们的改良菜品。鲁迅家这么
多人（约六七人），所吃每顿的花费并不多，由于每
隔10天左右结一次账，也能大致算出每天每餐的
花费，即每餐仅在三角至四角之间，每月共二十几
元钱，平均起来，每人每月三元钱左右。这个饮食
标准，在当时的上海滩来说，也不过是中等人家的
生活水平。为了方便比较，鲁迅当时在上海每周
都要购书几次，除就近的内山书店外，其他书店也
有购书记录，仅以1928年为
例，全年购书共花费594.8
元，平均下来，每月有近48
元购书款。由此可见，鲁迅
家在吃饭上的花费仅是他
购书款的二分之一不到。

生活中的鲁迅（二）

鲁迅家的包饭
陈武

夤夜，窗外传来“唰唰”的声音，开窗一看，原
来是一场夜雨悄然而至。

凌晨三点至五点，古代称之为夤夜，据说是
人心最脆弱的时候。在这个时间醒来，站在窗前
听雨打在树叶上的声音，禁不住浮想联翩，宋朝
蒋捷的一首词浮现在脑海：“少年听雨歌楼上，红
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
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
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这首词的意境适合
知天命之年的我，人生往事浮上心头，不酸不涩，
不喜不悲，静静地随着雨声一起涌来。

在安静的夜里，雨声缓慢而轻柔。已经有几
年没有听过夜雨的声音了。

白天紧张忙碌，换来夜晚的酣眠，也是人生
的一种幸福。只是错过了一场又一场的夜雨，心
里升起些许遗憾。

世界上很多事情发生发展的过程是平行线，

当我们沿着一条线往前走时，必然会错过另一条
线的风景。无论顺利，还是坎坷；无论快乐，还是
悲伤，当我们经历这条线上的生活时，谁也不能
预料另一条线上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所以，得
到的不完美，失去的会遗憾。

在这个初秋的夜里，一场夜雨让已进入睡眠
状态的我神志清醒过来。站在窗前往外看，雨丝
在路灯昏暗的光影里飞舞，在黑暗处则消失了踪
影。当早出或晚归的车驶过时，明亮的光把雨丝
照得无处可逃。

夜晚与白天从来不同，一如黑白不相融。从
白向黑的过渡，走过的是一条由浅入深的灰色之
路，灰色越来越深，直至完全变成黑色。白天万
紫千红争相摇曳的自然界精灵般的植物，夜晚会
隐藏了身影，而灯光会发出璀璨的光芒，制造出
另一番人造的艳丽景色。日夜犹如世界的两面，
不停地转换，一轮又一轮，永不重合。

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听雨声的呢？
回想起来，是从多年前意识到自己有抑郁情绪

开始的吧。从事心理疗愈的朋友给出的多项建议
中，有一条是“微雨漫步”。下小雨的时候，到公园
或者其他林木茂盛的地方漫步，空气中的负氧离子
和烟雨迷离的景色有益于身心放松。

第一次打着伞，独自一人漫步在公园中，听雨
落在伞和树叶上的声音，“唰唰”“唰唰”，既像母亲
温柔地呵护孩子的声音，又像旋律优美的小夜曲，
给人一种安静柔和的感觉。慢慢地走，慢慢地欣赏
雨中迷蒙的景色，对外界关注的同时，把内心的焦
虑转移了出去，迎来了情绪的平和。

同样是雨，只因时间、地点不同，便有了不同的
风情和寓意。白天的雨景适合赏，夜晚的雨则适合
听。下在春天，是“贵如油”的春雨；下在夏天，是
“晓作狂霖晚又晴”的夏雨；下在秋天，就成了“一场
秋雨一场寒”的心理预期。

雨的命运被季节安排，而意义由人来成全。
雨原该只是雨，所有美丽的寓意都是人给予的

附加项；而人，最终还是活在自己的认知里。
重新躺下，窗外的雨声似乎更加清晰，“唰唰”

“唰唰”，不急不缓，随心所欲地弹奏成一首与人类
无关，却又任人类解读的小夜曲。

当享受惯了上流社会丰盈物质的女
人，突然有一天跌落到社会最底层时，她
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2013年在伍迪·
艾伦执导的电影《蓝色茉莉》中，凯特·布
兰切特饰演了一个困窘的落魄中年女人，
从上流社会的社交女王跌落下来却仍旧
梦不醒。前一秒还在开心地回忆从前，后
一秒被孩子戳穿谎言后笑容瞬间消失，痛
苦、愤怒、不甘尽显脸上。向来优雅贵气
的凯特·布兰切特把一个凤凰落架、神经
衰弱的落魄贵妇演绎得淋漓尽致，媒体称
赞其“连每一根睫毛都是演技”。

其实在试镜时，凯特表现得并不好，
甚至被伍迪·艾伦用“糟糕”来形容，尽管
此前他曾多次表示过凯特是他最想合作
的女演员。面对试镜的挫折，凯特却越挫
越勇，卸下了《指环王》中“精灵女王”和
《伊丽莎白》中“英国女王”的光环后，成功
演绎了一个婚姻破裂、家道中落、寄人篱

下的纽约贵妇，并凭借此片问鼎第86届奥
斯卡最佳女主角。之后，凯特开辟了另一
赛道，饰演反派大魔王角色。在《灰姑娘》
里，她饰演灰姑娘的后妈，原本观众是冲
着公主王子的童话去的，结果都被后妈的
演技所折服；她“捏爆”过雷神的锤子，一
度成了孩子们的模仿对象；在《瞒天过海：
美人计》里演了骑着重机车窃取钻石的大
盗；更厉害的是在《宣言》里一口气挑战了
13个角色，从乖乖女到朋克风，甚至还有
疯癫的流浪汉。各种各样堪称癫狂的角
色尝试，让凯特收获了“大魔王”的称号。

茉莉说：“午夜盛开的茉莉花，天黑
了才有生命力。”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用
谎言堆砌的美梦，看看凯特·布兰切特所
饰演的茉莉虚实镜像下的真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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