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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因为疫情而无法去影院
观看贺岁片的特殊春节，奥斯卡颁
奖礼还是如期而至。《寄生虫》成
为有史以来第一部获得奥斯卡最佳
影片奖的非英语电影。韩国电影由
此改写了世界电影史。

奥斯卡评奖委员会实行评审团
制度，本届评奖是由 8000 多位国
际电影人一起投票完成的。尽管程
序非常复杂，但基本遵循“少数服
从多数”的原则。《寄生虫》的获
奖表明：奥斯卡在影片选择上颇有

“改弦更张”之势，开始推崇“为
穷人说话”的电影，开始将对底层
和少数群体的关怀纳入主流话语中
来。其实奥斯卡也有自己的想法
——突破传统，走向多元，希望证
明这个奖项不是美国电影界的自娱
自乐，而是属于全世界的电影角逐
盛会。

《寄生虫》是一部剖析贫富差
距堂奥的作品，它像一面照进残酷
现实的镜子，折射出韩国社会的阶
级矛盾。故事中的那个穷人家庭，
原本靠折叠披萨盒子维持生计。一
个偶然的机会，穷人的儿子走进富
裕家庭，当起了英语家教。随后，
这一家人通力合作，妹妹成了富
人儿子的美术教师，妈妈和爸爸
则成为富人家的管家和司机。他
们彼此装作互不认识，日子过得
也不错。然而影片到了后半段，
情节急转直下。贫富之间的巨大
鸿沟凸显出来：当社长嫌弃司机
身 上 “ 有 一 股 地 铁 上 的 味 道 ”
时，当一场摧毁穷人居所的暴风

雨在富人太太的口中只是令空气
变得更清新的因素时，阶层间的
隔阂与对立露出了尖锐锋芒，后
续的悲剧也呼之欲出……

该片导演奉俊昊艺术风格极
具辨识度。他善于描摹冷酷的现
实，总是于悲情延展的过程中先为
观众构建些许希望，然后再将残存
的美好一股脑儿打碎。他还极少在
电影里显露批判、指责的意图，绝
少“选边站”。他以前拍摄的《母
亲》《杀人回忆》等影片，也是如
此。所以有评论家认为：奉俊昊的
作品往往不会显露明确的价值观，
一切让观众自己去体味。比如《寄
生虫》中，穷人一家用花言巧语骗
了富人一家，而富人一家在表面的

优雅礼貌背后，也根本瞧不上穷人
一家。前者的狡猾和后者的伪善皆
显而易见，但影片只负责将客观现
实和与之相关的命题拎出来，呈现
在银幕上，不给出任何解释。当
然，导演在细节中还是穿插了不少
宛如刀匕的隐喻，深入分析，细思
极恐。另一点尤为难得的是，《寄
生虫》在冷飒和酷烈中亦不失点滴
暖意。像宋康昊饰演的那个穷人父
亲，在雨水倒灌进家之际，首先选
择抢救的物件是妻子当年获得链球
冠军的那个奖杯……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寄生
虫》和诸多典型性“冲奥”电影迥
然有别。不过此片纵有出类拔萃的
想象，峰回路转的情节，引人深思

的结局，也绝非毫无瑕疵。尤其片
中出现的那些生硬巧合，使得整部
电影更像是一则构思周全的寓言，
而非一个行云流水的故事。而且
《寄生虫》 也确实没有 《爱尔兰
人》的史诗气质，《小丑》的叛逆
疏 狂 ， 以 及 《1917》 的 艺 术 技
巧。也许本次奥斯卡看重的是它精
巧绝伦的叙事技巧，看重奉俊昊导
演竟能将这样一个带有强烈现实意
味的虚构作品操作到商业、艺术
两相平衡的极致。有鉴于此，评
委会才将第 92届奥斯卡的“最佳
原创剧本”“最佳国际电影”（最
佳外语片）“最佳导演”（奉俊昊
是继李安之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
亚洲导演） 和“最佳电影”这四
项重量级大奖授予了 《寄生虫》，
同时也把奉俊昊推上顶级导演的
宝座。有人甚至提出，奉俊昊的
成就已经超过了英格玛·伯格
曼、费德里科·费里尼，直接能
和华特·迪士尼并肩而立了。笔
者觉得，评价某个导演最客观公
正的方式不是赞其最佳、贬其最
劣，而是看他作品的整体水平。作
为一名 60后导演，奉俊昊以后还
有很长的艺术道路要走。

看着韩国电影迎来他们的巅峰
时刻，我们除了祝贺，是不是也该
反思一下？

韩国电影的高光时刻
——《寄生虫》观后

B3 艺林 NINGBO DAILY

2020年3月17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叶向群

电子信箱/yxq@cnnb.com.cn

鉴赏与收藏鉴赏与收藏

陈青 陈茹

“宁波帮博物馆作为城市独特
的人文存在，讲述了宁波很多的人
文历史，这次给大家推荐《血脉同
根》展厅展示的包氏家族宗祠八块
匾，记载了包玉刚祖上诚信的故事，
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宁波帮
博物馆馆长王辉将博物馆筹建之初
发现的《恭录后新屋记》木刻屏风，
作为“一馆一藏”向市民特别推介。

“镇之西郛十八里为清泉乡，
面江而背海，河水横带，居人筑土
为堰，以资水田之利。有包氏者聚
族 而 居 此 ， 累 世 矣 ⋯⋯” 2007
年，镇海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办
在庄市钟包村后新屋旁发现 8 扇木
刻屏风，被称为 《恭录后新屋记》
木刻屏风。8 扇屏风，每扇高 115
厘米、宽 46 厘米，全文共 605 个
字，阳刻、颜体字迹极为秀美，刻
于民国十三年 （1924 年）。

说起这八块匾的由来，王辉觉
得也是缘分。“当年博物馆筹建之
初，恰逢中央电视台来宁波采访有
关包玉刚的人文故事，我陪着去包
玉刚故居周边拍摄，村民告诉我包
氏宗祠里有几块木匾，不知道有没

有价值。”王辉发现上面所刻恰是
《镇海县志》里记载的包玉刚先祖包
奎祉的一个诚信故事。“八块匾完好
无损，这是个意外的惊喜，也让宝贝
之后得以留存到宁波帮博物馆来。”

八块匾讲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恭录后新屋记》 主要记述了

后新屋的由来：包奎祉，是包拯二
十一代孙，曾往返温州一带，贩运
丝绸养家。一次路过天台投宿时，
包奎祉发现自己的包裹被人拿错
了。错拿的包裹里面有五千两汇票

以及二百两白银。他返回原来的客
栈，一连等了好几天，都不见失主
来寻。他后来在客栈的墙上写明情
况及认领地址。

第二年，一位福建木材商找到
了包奎祉，寻找失物。包奎祉将物
品如数归还。失主拿出二百两银子
表示感谢，包奎祉坚决不要。木材
商感叹于包奎祉高洁、诚信的品
格，便邀请他一起去福建做生意。
几年后，包奎祉获利起家，在家乡
买田买地，并在横河堰盖了一幢新

宅，即“后新屋”。
《恭录后新屋记》 木刻屏风由

鄞县洪家滋撰文，嗣孙包振钧拜
识，文人学士董天览敬书。

洪 家 滋 是 光 绪 九 年 （1883
年） 癸未科第二甲进士，官编修，
官户部主事，书法出二王。洪家滋
在早年的宁波商帮中很有影响，他
的书法难得一见，传世作品不多。

王辉说，在八块匾上把包奎祉
的故事镌刻下来，目的是“述公之
德以光示后人”。而诚信，是一代
代宁波帮人士恪守的精神品格。

有一则关于宁波帮先驱叶澄衷
诚誉浦江的故事，在沪甬两地广为
流传。当时，年少的叶澄衷尚在黄
浦江的洋轮旁边摇着小舢板，一日
捡到一个提囊，他没有因为生活的
困窘，就将捡到的物品据为己有，
而是在洋轮边守候失主，原物归
还。正是这种品质，给他带来了改
变的契机，开启了日后的经营之
路。发达后的叶澄衷不忘贫贱，与
工友们同甘共苦，全力引荐乡人到
上海等各大商埠发展，赢得身后无
数赞誉。

1930 年，在武汉从事营造业
的宁波帮人士沈祝三承揽下武汉大
学主要建筑物的营造工程，包括武
汉大学石牌楼、理学院、文学院、
男生寄宿舍、学生饭厅及俱乐部
等。其时，他所创立的汉协盛已
是 武 汉 最 大 的 营 造 厂 。 不 料 ，
1931 年武汉大水，又逢国际经济
危 机 带 来 原 材 料 价 格 大 幅 上 涨 。
在工程全面亏损的关键时刻，沈
祝三将多处私宅和砖瓦厂抵押给
银行，取得贷款 40 万元。他信守
合 同 ， 对 于 武 大 工 程 ， 材 料 选
优，检验甚严，保质保量按期施
工，不仅着眼保固百年以上，而
且原来承诺的奉送水塔、水池等
配套工程依然兑现。武汉大学建
成后，沈祝三变卖了几乎全部家
产 ， 直 到 武 汉 沦 陷 时 才 还 清 贷
款。因为武汉大学，沈祝三从一
代富商变为一贫如洗，汉协盛也
大 伤 元 气 ， 结 束 了 兴 盛 时 光 。
1941 年，一身萧条的沈祝三在汉
口去世。他所承揽建造的武汉大
学的早期建筑群被誉为中国近代建
筑精美绝伦的杰作，蜚声海内外。

王辉说，在宁波帮的发展历程
中，还有很多类似的故事。诚信
是 宁 波 城 市 和 宁 波 帮 精 神 之 一 ，
诚信精神对城市的发展，对地域
人文的弘扬与传播具有非常深刻
的意义。

宁波帮博物馆·《恭录后新屋记》木刻屏风

八块匾记载包氏家族诚信故事
应敏明

我们这些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生人，小时候住的都是老房
子，厨房叫“灶跟间”。家家
户户“灶跟间”布局大同小
异：一口土灶，一般有两个锅
眼，中间嵌一口铁汤锅 （高级
点 为 铜 锅）。 灶 后 放 一 堆 柴
火。土陶做的大水缸，占据了
很大地盘，水缸盖上放一只木
制水瓢。一张八仙桌，四把长
凳。房梁上悬下来一只竹筲
箕，那是盛放冷饭的。靠墙一
角，放着体型庞大的老庎 （音
介） 橱。这庎橱会和人交流，
橱门一开，便发出“吱嘎、吱
嘎”的声音。倘
若不是饭点，大
人们一听到庎橱
发出“吱嘎、吱
嘎”声，就知道
小孩在偷东西吃
了，于是责骂一
句：“小鬼，饭
刚吃好，肚皮又
饿啦？”

庎橱，即食
品橱，用来存放
食物和餐具。庎
橱是宁波方言，
身居上海的宁波
人也多随宁波的
叫法。大家可能
认为，放在“灶
跟间”的庎橱，
做 工 会 比 较 粗
糙，其实，在农
耕 时 代 ，“ 吃 ”
是 天 下 头 等 大
事，存放食物的
庎橱，其重要性
不言而喻。人们
总是想方设法根据自己的能
力，把庎橱做得既实用又漂
亮。有些官宦、富商人家的庎
橱，不乏选用紫檀、黄花梨等
名贵木材打制的。

老底子的庎橱和其他家具
一样，分明式和清式。庎橱体
积有大有小，一般上为食橱，
下为碗橱，中间有两个抽屉。
庎橱是食橱与碗橱一橱两用，
上面的食橱通常为双门或四
门，我看到的四门居多。上面
镂空门内放食物；中间抽屉放
竹筷、调羹和盛酱油、米醋的
小碟子；下面放盆、碗、甏等
餐具和盛器的碗橱，或实心木
板拉门，或镂空移门。明式庎
橱讲究线条，少雕琢，上面的
木门采用插档或镂空草龙工
艺。清代甬式庎橱比较繁复，
上面的四扇门大都镂空雕，雕
梅兰菊竹或一根藤拷条，或雕
字：春夏秋冬、福禄寿禧等
等。中间抽屉面有些也雕花
纹。下面实心木板门或镂空雕
花卉的移门，也非常漂亮。庎
橱之所以镂空雕，主要是出于
食品通风防馊的需要。

清代甬式庎橱体量通常比
卧室里的衣橱还大，尺寸基本
统一：高 1.9 米，宽 1.35 米 。

旧时，无论富人还是穷人，多
半是大家庭，这就对庎橱的储
存空间提出了要求。吃剩的东
西一点都不能浪费，所以庎橱
里永远是满满当当的。旧时人
们珍惜食物，小时候如果有一
粒米饭掉在桌上或者掉到地
上，父母都会严肃地叫我们捡
起来，吃进嘴里。我们还常背
一句古诗：谁知盘中餐，粒粒
皆辛苦。

记忆中，我外婆家有口庎
橱，是当年外公从上海带回乡
下的，花梨木材质，上面四开
门，镂空雕梅兰菊竹；中间抽
屉素面，下移门。外婆从小生
活在上海，满口上海话，我小
时候曾多次听外婆说：“特口
庎橱的油漆是侬外公的爷漆
的。”我外公的父亲是上海外
国轮船上的漆匠。外公嗜酒，

外 婆 就 想 着 法
子，给外公弄点
下酒菜。那时蚕
豆还算便宜，外
婆把蚕豆浸水软
化剥皮，放入锅
中油炸，外婆叫
它豆板。豆板冷
却后酥脆可口，
倒入青花瓷瓶，
藏在庎橱里角。
每次去外婆家，
我总惦记着外公
下酒的豆板，常
常趁外公外婆不
注意，悄悄跑到

“灶跟间”，端来
凳 子 ， 站 在 凳
子 上 偷 吃 豆
板 。 讨 厌 的
是 ， 每 次 当 我
偷 吃 时 ， 庎 橱
门 总 会 发 出

“吱嘎吱嘎”的
声 音 ， 被 外 公
外 婆 逮 个 正

着。时间一久，我渐渐琢磨
出 不 让 庎 橱 “ 唱 歌 ” 的 办
法：打开庎橱门时，先把橱
门往上一提，再将布垫在橱
门立轴底下，这样开庎橱门时
就寂然无声了。

用过老庎橱的人都知道，
庎橱里总是出没着一种令人讨
厌的小动物：蟑螂。长大后想
想也很正常，庎橱本是存放食
物之地，香味诱人；橱门又是
漏风的，蟑螂大可长驱直入。
大人们都说食品被蟑螂爬过不
卫生，但小时候我们身体一直
棒棒的。

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冰
箱、冷藏柜早已进入寻常百姓
家，如今“灶跟间”都电器化
了。但昔日的老物件并没有被
遗弃，有的成为收藏家的藏
品，有的有了新用途。人们用
老水缸养鱼、养荷花。竹筲箕
藏物与欣赏并重， 许 多 人 用
它储放普洱茶。八仙桌当茶
桌。改革开放后，许多老庎
橱出口到国外，堂而皇之地
成 为 外 国 人 家 里 的 藏 书 柜 。
有 些 老 华 侨 身 在 异 国 他 乡 ，
看 见 似 曾 相 识 的 家 乡 老 庎
橱 ， 会 情 不 自 禁 地 热 泪 盈
眶，满满的乡愁呀。

老
庎
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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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的老庎橱 （应敏明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