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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首席
记者 孙佳音）当
地时间 3月 8日，

2020年都柏林国
际电影节在爱尔

兰都柏林闭幕。搭载上海国际电影

节“国际直通车”进入该电影节的中

国影片，在影评人奖单元成绩不俗：

《送我上青云》获得影评人奖最佳编
剧，《学区房 72小时》获得影评人奖

评委会大奖。

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国际直通
车”项目，向今年的都柏林国际电影

节推送了《送我上青云》《学区房 72

小时》《春潮》《大理的声音》和 4K

修复版《海上花》共五部影片。这些
影片于 2019年第 22届上海国际电

影节首映期间，均出现一票难求盛
况。在都柏林国际电影节期间，这五部

中国电影的展映引起了当地观众和电
影界人士的极大兴趣和广泛关注。

“国际直通车”是上海国际电影

节于 2015年开启的文化“走出去”
项目。依托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认

定的 15个非专门类竞赛型国际电
影节之一的平台优势，每年精选入

围竞赛及展映单元的优秀作品，向

更多国际电影节和地区输送优秀华

语电影，推动其海外发行；同时，大

力支持入围“创投项目”的潜力作品
进入国际电影市场，促进其合拍洽谈

及海外预售。开通四年多来，“国际直
通车”已驶向了日本、意大利、印尼、

英国等多个国家，将 50余部中国的
优秀影片或项目推送至海外。

上海国际电影节推送五部中国影片亮相爱尔兰都柏林国际电影节

《送我上青云》《学区房72小时》双双获奖

因为疫情滞留期间，何建明对这座城
市又有了全新的发现和感触———

    “你在流动/我生命的热血就

会随你而动/你在流动/这座城市
就会力量无穷……”

这是何建明流传甚广的第二

首诗《致黄浦江：你是否还在流

动》。 这些年，何建明对于上海
的书写始终在进行， 继热情讴

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 《浦东史
诗》之后，纪念建党 100 周年献

给革命先烈和共产党人崇高信
仰的《革命者》也即将由上海文

艺出版社在今年 4 月推出。 《上

海表情》与《上海筋骨》是遭遇

了疫情特殊事件时作家对于上
海细致入微的观察， 书写了上

海从表层到肌理各方的无私奉
献和使命担当。 把握一次又一

次机遇，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

何建明用他的笔， 记录下了一个

又一个大写的“人”。

何建明始终提及的一个比喻

就是，“上海”是一个动词，可以
理解成祖先见了大海想去寻找

远方的“诗”的向往和驱动。 “上
海”， 其实就是我们祖先面对大

海的一种态度，一种乘风破浪勇
敢向前的态度；就是我们祖先面

对蓝色的无垠大海的一种向往、

一种需求、一种对美好和未来的

理想。

而“上海”这一含意，是因为

浦东开发开放、 大上海成为今天
这模样， 也是因为参与上海建设

的人们勃发、朝气、锋芒、激情、勇
猛， 让上海的风貌里多了豪气和

豪爽。 书写上海，书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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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不尽 这座城里的人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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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下午，在上海

书展·阅读的力量”特别
网聚活动之前，本报记

者电话采访了中国作协
副主席何建明。

记者：您疫情期间都
在上海吗？

何建明： 疫情期间

都在，我到上海是因为
有一个采访，最初并没

有一个有关“抗疫”的写
作计划，但是我想到自

己 2003 年北京非典时
期，一直在非典的战“疫”

现场，用两个月的时间写
就了长篇纪实文学《北

京保卫战》，非典十年祭
时，我又写过一篇反思

的相关文章，提出过相
关提醒，没想到这使我在

今年疫情蔓延的那一刻
忽然成了“网红”。

记者： 您这次在上
海的抗疫期间的写作有

什么特殊重点吗？

何建明：2 月 8 日

我完成了一部作品《上
海表情》，差不多 20万

字，讲的就是疫情期间

在上海看到感受到的各
种情况，以我个人的经

历为主，上街买东西，从
酒店的窗户凝视黄浦

江，上海处理疫情的情
况⋯⋯现在正在写的是

一个更大视野的作品，

在这里，“我”后退了，让
位给这个伟大的城市，
让位给波澜壮阔的故

事———从第一个病号如何来到上
海，上海如何决策布局，到现在如

何处理海外病例输入的疫情，展现
整个抗疫的大局面。相对于上海表

情，这就是“上海筋骨”。
从上海的决策层面开始，一

是如何指挥组织；二是行业一线，

即医务战线，卫健委整个布局追
踪每一个病人，医务工作者分为

城市内部和支援武汉前

方；还有几个城市关卡
如虹桥枢纽和浦东机

场，以及水上、公路、海
外轮船；最重要的在于

城市的功能层面，整个
城市如何在疫情时期

正常运行，2400 万人的
吃喝拉撒，在我们大家

都觉得平静的表面下

是无数人的工作与辛
苦，还有市民如何自觉

配合，这是一场人民战
争。这部作品十几万字

肯定有。
记者： 您每天的写

作量大概有多少？

何建明： 从年初一

至今，一天都没有停笔，
最多的一天写一万字。

写作几十年来，这是我
从来没有过的最认真与

投入的一次，因为身在
其中，亲身感受，采访回

来就集中精力写作，“见
到太阳真好 /笼罩在头

顶的恐惧/今天开始消亡⋯⋯”这

首诗就是我的真实写照，我住在
黄浦江畔，天天看到以往来来

往往不断运送物资到全国各地
到世界各地的大小船只不见了，

陆家嘴也人影全无，所以我必须
写出来。对做得好、又为人民创

造幸福、安宁和美丽的城市，理当

礼赞。 本报记者 徐翌晟

    1月 15日，64岁的中国作家

协会副主席何建明从苏州来到上
海，却不料从那天起直至今一直

住在黄浦江边，“我与上海的一号
病人几乎是同一个时间抵沪，然

后就回不去了。”昨晚，何建明参
加了“上海书展·阅读的力量”特

别网聚活动，与大家聊聊他的长

篇报告文学《浦东史诗》里的故
事，同时他向记者“剧透”了因为

“宅”在上海情不自禁提笔创作的
两部新作———《上海表情》和《上

海筋骨》。
“我现在站立的土地就是当

年我的爷爷的爷爷站立的地方，
原先这里就有一个何氏码头，所

以每次到上海来，我都有怀着无
限眷恋的感情。当走遍伦敦、纽

约、巴黎，回到上海，看看浦东，我
觉得这里比那些地方还要美！”40

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浦东史诗》

里，自上而下，无数建设者俯首为

牛、深耕浦东的历史足迹在文学的
书写中生动再现，时代的剧变和浦

东开发开放的伟业尽在其中。
1990年 4月 18日，党中央、

国务院决定开发开放浦东，浦东
的历史自此掀开了新的一页。从

阡陌纵横的农田到全世界瞩目的

改革开放试验田，浦东的每一次突
破都在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留下

深深足迹，三十年的奋斗历程展开
了一幅时代画卷。何建明说：“浦东

为什么是开发开放而不是开放开
发，我认为有这样一种意义，中国

第一大城市有带动长三角乃至全
国发展的气魄，这就是当年领导决

策的艺术所在。”为浦东开发付出
心力、做出贡献的每一个人，

都值得我们致最深的敬意，
何建明尤其提到了当年由

各行各业精英组成的浦东

开发开放的“八百勇士”，他们当中

有领导干部、技术员、普通市民，他
们的故事始终感动着我们。

疫情期间，何建明找到了写
《浦东史诗》时联系过的几位著名

医生和卫生系统的工作人员了解
情况，在庚子年的大年初一清晨，

有一条信息令他一下从床上跳了
起来。“何老师：报告一个好消息，

我们的‘一号病人’今天下午正式

出院了！她已经连续三天阴性，属

于康复的患者⋯⋯祝你平安健康，
新年快乐。”何建明说，这是这个庚

子年的第一个早晨他所获得的一
个喜讯，它比一顿年夜饭更令人兴

奋。这天清晨，他起床后就从酒店
的楼上奔跑到后面的草坪上，向着

近处 632 米高的“上海第一楼”

———上海中心大厦，向这座伟大而
可爱的城市深深地鞠躬⋯⋯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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