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集全景式警务侦查纪录片《大城无小事 ·城市真

英雄 2021》日前开播，这也是继《巡逻现场实录 2018》《大

城无小事 ·派出所的故事 2019》两部高分纪录片之后，又

一档全景式警务侦查纪录片。这次的镜头转向了打击犯

罪，集中聚焦申城的经侦、刑侦类案件。

不同于前两部以基层派出所民警为主的视角，《大

城无小事 ·城市真英雄 2021》从外界看起来有些神秘的

“803大院”着手，逐一揭开守护上海安全的“经侦刑侦双

子塔”神秘面纱。纪录片不仅展现了破案的惊险，也可以

看到一些有趣的故事。比如一位市民报警自己车内的五

万多现金“被盗”，警方迅速出动，第一时间提取了现场

和车上的指纹，然而通过几个小时比对下来，指纹都是

车主本人的，另一方面，警方调取监控寻找线索，最终发

现他的钱是自己下车的时候不小心带落到车外，还好被

一名好心阿姨捡到，阿姨一直在原地等候失主，在警方

的帮助下，物归原主。有趣的是，这位市民来派出所送锦

旗、取回现金的时候，又发现自己的手表不见了，警察又

耐心地帮他在大衣里找到了表链断裂的手表……

关于经侦破案的过程也是该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第一集《法治尖兵》里，可以看到民警如何与时俱进，打

击与网络、高科技手段结合的新型犯罪。杨浦公安分局

经侦支队副支队长袁健带领专案组如何从两个微信小

程序入手，利用信息流与资金流顺藤摸瓜，最终破获企

业员工贩卖商业秘密、助推“炒鞋”获利的犯罪事实；还

可以看到民警如何“未卜先知”，利用云计算助力预防

犯罪，及时斩断罪犯还未伸出的魔掌；还有经侦探长一

边吃着 20元的麻辣烫，一边要思考着如何让自己化装

成身价上亿的董事长，才能打入犯罪团伙内部……

来自导演组的两位 90后年轻女导演彭菁菁、汪晔

也在拍摄过程中目睹了民警们的辛劳，一有案情，民警

们几乎就是昼夜不休连续作战，24小时泡在工作单位都

是家常便饭。节目组也始终秉承做忠实记录者的态度，

记录着这个“平凡人、英雄心”的群体如何在各自的岗位

上发挥专业，以最严肃的态度关怀着每一个生命，以最

温情的守候关注着这座超大型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城市真英雄 2021》主题曲

MV，还可以看到上海公安民警激昂高歌，尽显公安精

神，MV一经发出，就引发了不少网友的转发并评论：

“上海民警又飒又酷，从他们的眼神中，我看见了坚毅

和使命感”“和平时代，感谢你们的付出”……

纪录片每周二 22时在东方卫视播出。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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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岁的母亲/

在她床边隐秘的角

落/搭起一个小小的

书架……”昨天，一

首名为《母亲的书

架》的诗歌，在朋

友圈广为流传，这

首献给母亲的

诗，选自诗人赵

丽宏最新出版的

诗集《变形》。昨

天下午，《变形》

在上海民生现

代美术馆进行

了首发式，同时，“回望自我，凝视世界”———

赵丽宏诗集和手稿展开幕。

《变形》（见上图）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收录了赵丽宏两年间创作的 66首全新诗

歌作品。其中许多诗歌体现了诗人对生活的
领会与感悟，同时也内含对生活背后价值与

意义的追寻。在作家笔下，许多平凡常见的物
象，如窗帘、小提琴、流水、天平、鸟笼、门铃、

陨石等，都升华为生命的意象。甚至连气味和

触感等不定型的事物，诗人都巧妙地把它们
化为浓稠而明亮的呓语。当文字与感官、现实

与抽象在赵丽宏的诗句中共存，日常生活与
想象中的世界之间也终于有了联系。

多年来，赵丽宏一直坚持用手写进行诗

歌创作，并且保持着在手稿上信手画图的习
惯，“写不下去了就在旁边画几笔”。他的诗集

手稿，真实记录诗人多年的诗歌创作状态和

创作过程。

诗人欧阳江河

认为，当读者的目光

进入手写体，仿佛

这些字都有了呼吸

有了手感，与诗人

一起进行游弋的

寻找，在一次次

修改涂抹反复中

度过自我否定

和肯定的阶段。

《母亲的书架》

这首诗，就是

一个在阅读过

程中还原、辨认、寻找的过程，从印刷品的公

共性返回到个人化的母亲与儿子的交谈，也
是一个“变形”的过程。

“回望自我，凝视世界”展出了赵丽宏诗
集《疼痛》和《变形》手稿，以及个人诗集 10余

本。《疼痛》已被译成多种语言在十几个国家
出版，叙利亚著名诗人阿多尼斯在赵丽宏法

文版《疼痛》序言里写道：“赵丽宏的诗将我们
置于存在的中心。这些诗篇又汇聚成一片翩

翩起舞的蝶群，仿佛是在历史和伤口之间飞
行。这部诗集里的每一首诗篇，都是一个莲花

池，从中散发出一种叫做‘痛苦’的芳香。当我

们注视着其中的莲花———痛苦，我们会感觉
它摇身一变，乘着天梯升腾为云朵。”

通过这些手稿，不仅可以发现诗人创作
的秘密，亦可一探他的心路历程。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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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稿中与诗人一起游弋
赵丽宏新诗集出版

    画展开始处，一幅巨幅马

克思画像（见右图）凝视着众
人。水墨留白处，恰好是马克思

那标志性的大胡子。所有画作均
出自戴敦邦之手，留着白胡子的艺

术家，与画中的无产阶级精神领袖想必
已经进行过无数次的“对话”，在画里画外形

成了有趣的呼应。戴敦邦为《资本论》卷一、
卷二、卷三所创作的 60幅作品，全景式地向

观众阐释《资本论》这部“工人阶级的圣经”。
从 2018年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到今年

是建党百年，戴敦邦用三年的时间，阅读《资
本论》原著，写下了一页页《资本论》学习笔

记，然后投身到创作中。但让观众意外的是，

遍览画展，也找不到戴敦邦先生的落款。展
览在戴敦邦的要求下取名为“一个中国人画

《资本论》”，他说：“希望大家不要说是我画
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让每个中国人都受益，

让我们曾经落后的国家站起来、富起来、强
起来，只要记住作者是一个中国人就行了。”

以往人们所熟悉的戴敦邦作品，多以古
典题材及古装人物入画，很少见识他笔下的

洋装人物。法国大革命、鸦片战争、南北战争
等重要历史时刻化作一帧帧画面，细腻的刻画

手法与庞大恢弘的史诗视野相结合，你可以看
到林肯神采奕奕地进行着葛底斯堡演讲，可以

看到林则徐虎门销烟后乌云密布，还可以看到
拿着电话买卖股票的交易员、被无形的手绑

架在日夜运转的机器上的工人们……

第一次用评弹演绎《资本论》的高博文，

也将往常说书先生惯常的长衫换成了一身西
装。紧接着奚洁人讲述的一个个《资本论》里的

故事，高博文弹着三弦开唱：“今你若问，《资本
论》有何价值在？因为它，是黑暗社会启明星，

工人阶级的圣经。社会主义好，中国共产党能，
归根到底，还是马克思主义行……”这首开篇

由高博文特别原创，最后一句的旋律来自于国

际歌：“功德无量留后世，万载放光明。”
舞台中央是评弹表演，一旁还有鸟虫篆

刻家王斌伏案篆刻。从小听着评弹长大的王
斌，随着弹词开篇的节奏控制着自己的篆刻速

度，他表示，平时刻三个字基本上用时五分钟，
这次配合七八分钟的开篇刻意放慢了速度，弦

索声止，他手中的印章也刚好蘸上鲜红的印
泥，在纸上印出应景的鸟虫篆“资本论”三字。

戴敦邦感慨，原先这些画作都藏于他任
教过的上海交大，现在走向了社会公众的视

野。本次画展的策划方上海金磐益麦文化科
技有限公司艺术总监滕彪透露，这些画作已

受邀在上海中心云端布展，还将送进社区，让
更多市民通过艺术的方式鲜活地了解理论、

走进一段段历史故事中。 本报记者 赵玥

■ 《大城无小事·城市真英雄二〇二一》海报

戴敦邦画《资本论》

熙熙攘攘的南京东路，走进朵云轩径
直往里，坐电梯上四楼，有一处隐于市的
艺术空间。“一个中国人画《资本论》”活动
昨天在朵云轩艺术馆举行，展出了 83岁
高龄的戴敦邦耗时三年绘出的 60 幅《资
本论》画卷。观众在欣赏画作的同时，还
可以听到学者奚洁人说《资本论》，听
评弹名家高博文唱《资本论》，一旁
还有篆刻家王斌刻“资本论”。

说、弹、唱、刻来呼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