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谍战电影《刀尖》定档

张译演特工“近身搏杀”
10 月 18 日，由高群书执导，张

译、黄志忠、郎月婷领衔主演的谍战
大片《刀尖》发布定档海报及预告，正
式官宣将于今年 11 月 24 日全国上
映。影片出品人、博纳影业集团董事
长于冬表示，《刀尖》是一部会让人全
身战栗的佳作，也是继《风声》之后又
一部传奇谍战大片，无论是故事还是
演员都会给大家带来惊喜。

1940年的南京，日伪国共四方势
力交错宛如蛛网，在“蛛网”中心隐藏
着的，是日本侵略者妄图对中国实行
亡国灭种的残忍计划。外忧，内患，
对峙，试探，酷刑，暗杀，牺牲、反击
……何为“春雷计划”？这些人都是
谁？他们分别属于哪个阵营，谁又能
活到最后？让人惊心动魄的谍战元
素和诸多悬念，在短短 1分 41秒的预
告片里呈现出来。导演高群书表示，
《刀尖》这部小说首先吸引到他的就
是“尘封 70 年的特工传奇”，在看过
小说后就跟麦家联系，希望可以将其
拍成电影。“很多谍战戏都会把主战
场选在上海，但《刀尖》的故事发生在
1940年的南京，在当时那个经历了重
创的城市里，有一群人终日行走在刀
尖之上，他们有理想、有文化，不甘受
辱，他们活着的目的就是想尽一切办
法保存实力，时刻准备着跟侵略者战
斗到人生的最后一刻。所谓‘刀尖嗜
血，近身搏杀’，是这部电影要讲述的
故事，也是他们坚定不移的选择。”

深入虎穴近身搏杀

张译首部大银幕谍战作品

《刀尖》的定档海报上全员亮
相：张译饰演的金深水持枪瞄准前
方，黄志忠饰演的卢敬瑜、郎月婷饰
演的林婴婴站在他身后面对不同方
向，暗示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
要去完成。

此外，成泰燊、沙溢、高捷、金世
佳、李淳饰演的角色站在后面，每个
人的眼神和肢体动作似乎都隐藏着

秘密，集体沉默的姿态与右下角那句
“语言是可以杀人的”形成强烈反差，
愈发勾起观众对这部谍战作品的好
奇心。

从《红海行动》到《悬崖之上》，张
译近年来在大银幕上屡屡塑造经典
角色。得知《刀尖》即将于年内上映
的消息，影迷欣欣然道，“《悬崖之上》
之后张译再演谍战”，然而，从拍摄时

间上来说，《刀尖》才是张译出演的首
部谍战影片。

高群书导演坦言：“因为大家都
喜欢张译，他的能量是无限的，他对
角色的理解和他本身的感染力都已
经达到了一个了不起的境界，而且还
在持续上升，他饰演的金深水和角色
名字紧紧贴合，他只要站在那里就是
那个角色本身。” 据《新民晚报》

山大《中国咏叹》音乐会唱响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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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晓丽）10月 18日，记
者从山西大学获悉，今年是中俄建交 74周
年，由山西大学音乐学院主办，俄罗斯中国
总商会等机构协办的《中国咏叹》音乐会近
日在俄罗斯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举
行。山西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歌
剧研究院创始院长金曼教授等十余位艺术

家，同俄罗斯国家模范合唱交响乐团合作，
为中俄千余名观众献上了中国音乐作品的
盛宴。

此次《中国咏叹》音乐会以“中国故事、
国际表达”的文化理念与“最中国、最世界”
的艺术尺度，遴选中国经典音乐代表作进
行展演。演奏曲目包括中国民歌、中国歌

剧咏叹调和中国戏曲选段等，清晰优美的
中文与饱满嘹亮的美声融汇，声震全场，艺
术地诠释了《中国咏叹》的主题——多情的
土地、坚强的人民和伟大的民族，让海外观
众在音乐中充分感受了中国文化、中国情
感、中国故事的魅力。

据了解，金曼教授于 2013年提出了“中

国美声”的概念，“中国美声”是指美声唱法
与中国文字语言结合，能够精准演绎中国声
乐作品、体现中华民族音乐灵魂和韵味的歌
唱方法，也是中国的美学原则和艺术思想的
体现。金曼表示，音乐没有国界，希望此次
音乐会能增进俄罗斯观众对中国音乐艺术
的认知，扩大中国音乐文化的海外影响力。

日前，有网友向甘肃天水相关部门
反映，“藉河，拼音是 ji，路牌是 xi，天水
市是旅游城市，应该认真核查一下。”

天水市秦州区民政局回复称，藉河
的正确写法本为耤河，“耤”自古代读

“xī”，天水老百姓也习惯叫 xi河。上世
纪 90 年代前期，在印刷文本的铅字时
代，人们书写和出版物（印刷品）都是使
用“耤河”字样。但上世纪90年代后期，
由于电脑汉字数字化字库里没有“耤”
字，给文字工作者造成不便。基于此，
2001年 1月，天水市将“耤”改为“藉”且
读音“xī”保持不变。2017年设置城市标
准化路牌时，把与耤河有关的路牌统一
设置为藉河，但读音“xī”保持不变。

秦州区民政局介绍，目前，各类词
典、字典对耤字的读音为“ji”，而非“xī”，
释义是：耤河，水名，在甘肃省东南部，渭
河支流。当下，要彻底恢复“耤河”本身

称谓，恢复城区内各种路牌、有关镇名的
正确写法和读音，保持写法读音一致，就
要按有关程序层层上报市、省、民政部论
证审批，并报备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
会。2020年，秦州区民政局经过充分的
调研论证后，起草了《秦州区民政局关于
要求恢复“藉”字正确读音和写法的申请
报告》，并行文上报天水市民政局，由于
工作程序复杂，涉及成本较高，目前这项
工作的推动还在进行中。

天水籍知名作家秦岭曾发文称：
“耤”字在《新华字典》里发“ji”“jie”两音，
但天水传统读音为“xi”。天水把“耤”改
为“藉”后，耤河在民间读写、路名播报里

“耤河”“藉河”混用，一片乱象。
秦岭遍查包括《西周甲骨探论》《金

文编》在内的汉字流变研究专著和甲骨
原文发现，“耤”字的早期字形不仅在
3600年前的甲骨文时代就已先声夺人，

而且字形多达 21种，数量之多，没有之
一。至西周早期，字形减少到 7种，到
秦简牍时期，基本定型为“耤”字。篆文
时期，附以草头组成会意兼形声字

“藉”，表示供人祭拜时站、跪的草垫。
除此之外，“藉”字还有“践踏”“凌辱”的
意思。因此，在“耤河”这一专用名词
上，“耤”“藉”两个表义完全不同的字，
不能相互替代。

秦岭认为，“耤”改“藉”根本上是文
化认知、文化态度问题，应尽快恢复

“耤”字的使用，并把“耤田”“先农”文化
纳入天水伏羲文化研究范畴的同时，也
考虑把“耤”字打造成天水文化旅游的
标识性符号之一，认识天水，先从“耤”
字开始；其次在耤河的标志性地段设立

“耤”字碑，并改“天水湖”为“耤湖”。另
外，也可报请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恢复“耤”字传统发音。 据澎湃新闻

“藉”在甘肃天水为啥读xi？

10月 17日，由英皇电影出品的动作犯
罪片《怒火漫延》正式开机，影片由刘德华监
制，郭子健执导，谢霆锋任动作导演。

电影《怒火漫延》由两大实力演员刘德
华、谢霆锋重磅领衔，此次是两人继 12年前
的《新少林寺》后再度合作。在《新少林寺》
中两人饰演了一对曾情同手足却背叛反目
的兄弟，角色一正一邪、张力十足。

今时再度合作，刘德华、谢霆锋饰演的
角色之间关系和较量仍扑朔迷离，而隐藏在
两人背后的黑恶势力，也给整个故事增添了
一丝神秘气息，让影片故事更具期待。

据《新京报》

《怒火漫延》开机

由陈正道任总导演，宋威龙、文淇领衔
主演的悬疑类网剧《仿生人间》，10月 18日
起播出。

该剧讲述了在未来世界里，人类研发出
了仿生人，由于该产业发展迅猛，有人开始
利用其进行非法活动。政府最终出台“仿生
人禁止令”，成立“明眸搜查部”来配合搜查
混迹在人类社会中未被发现的仿生人，调查
员程诺（宋威龙饰）和安秋（文淇饰）在组长
万国峰（祖峰饰）的带领下展开工作。二人
从开始的互看不惯到后来默契配合完成案
件侦破，就在这个过程中，二人各自隐藏的
秘密也渐渐浮出水面。 据《新京报》

《仿生人间》开播

一部关爱老人的电影，《硬核老爸》定档
10月22日全国上映。目前，该影片已被列为
2023年全国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推荐影片。

《硬核老爸》由杨琳导演，昔日《让子弹
飞》中周润发替身演员、如今的爱心公益电
影人文祥担任电影出品人、总制片人。

影片主要讲述了昏迷 14年的石大龙醒
来后，已 72岁的他感到与新世界格格不入，
他不接受自己余生被安排，于是选择主动出
击，和新结识的空巢老人罗庚、失独老人温
水柱一道，三位老人一拍即合，开启了一段
小镇体验之旅，最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老
年生活，在青山绿水中展开互助养老模式。
该影片着重探讨人口老龄化时代背景下空
巢老人、失独老人、老年人数字鸿沟、老年人
防诈骗、中国家庭亲子关系、互助养老等热
点话题。 据央广网

《硬核老爸》将映

10月 18日，泗洲中国造纸遗址博物馆
在杭州富阳开工建造，选址毗邻全国重点文
保单位泗洲造纸作坊遗址。

“京都状元富阳纸，十件元书考进士”。
杭州富阳是造纸之乡，其中泗洲造纸作坊遗
址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
大、工艺流程最完整的造纸产业遗址，全面
反映了宋代传统造纸工艺，实证了造纸术在
古代中国的广泛传播和蓬勃发展。

泗洲中国造纸遗址博物馆项目总投资
约为 3.3 亿元，用地面积为 57570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16512 平方米，其中地上 14572
平方米，地下 1940平方米。该项目旨在打
造一个“有纸史可研学、有古迹可观看、有
光影可感闻、有活动可参与”的国家级造纸
遗址博物馆，博物馆将包含竹纸制作研学
体验中心、中华纸基因库、古籍修复中心等
多种功能区块。同时，通过地面模拟和数
字化复原等方式，呈现出宋代泗洲造纸完
整的古法工艺。 据中新网

中国造纸遗址
博物馆开工建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