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次赶赴伦敦之前，我们特地去了一趟舟山。在那里，我
们见到了吴似真。她让我们看到了“里斯本丸”号事件延续至
今的连接。

作为民间纪念活动组织者，吴似真至今和莫利一家保持
着密切的联系。“虽然远隔重洋，但我们基本每月都要联系一
次。”吴似真说，从日常问候到分享孩子成长的照片，再到互赠
礼物，两家的关系日益密切。

得知我们要去伦敦，吴似真托我们带上了她专门给莫利的
玄孙女露娜准备的3岁生日礼物——一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
发簪，和一幅通过PS合成的合照。合照的左边，是露娜，右边则
是吴似真的儿子方正。两个孩子都穿着红色汉服，很是喜庆。
吴似真说，露娜身上的那件汉服，正是去年他们送给露娜的
礼物。

当吴似真将礼物托付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了历史
和现实的界限正在消弭。这样的消弭，也同样出现在《里斯本
丸沉没》这部纪录片中——《里斯本丸沉没》及其记录的历史
事件，仍在影响着当下的人们。

它在记录历史，也在推动历史。
2019 年 10 月 20 日，“里斯本丸”号英军战俘后人来到了

东极镇。他们中有的已白发苍苍，有的需轮椅代步，但是仍不
远万里，来到中国东部的海岛，来到先人长眠的海域。

年过八旬的雪莉·班布里奇满头白发，随身带着一个保存
完好的黑发娃娃。这是她孩童时期父亲从香港寄给她的礼
物，这也是她对父亲唯一的记忆。雪莉说，父亲的墓碑上只有
一句话——“我们推测他在战争中死在了中国东海”。

这场纪念活动，正是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主创团队组
织的。方励说：“在交流中，他们表达出强烈的意愿，想要来到
舟山，来到‘里斯本丸’号沉没的地方进行悼念。”

它在纪念精神，也在传递精神。
“里斯本丸”号代表的是中英友谊，而其背后所展现的，是

中国人的善良和大爱。
轮船的船头冲天昂起，一会儿便沉入海中。船上的物品在

沉船处扩散，落水者呼喊挣扎⋯⋯危急时刻，目睹沉船的东极
青浜岛等3个小岛的198位渔民迅速实施营救，直至当天午夜，
先后出动渔船 46 艘，来回 65 次，共从海上救起英军官兵 384
人。据记载，那时岛上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渔民们常年三餐不
继、半饥半饱。可出于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他们把自己家里
能吃的、能穿的都拿了出来，有人还拿出了珍藏的鸡蛋和鱼干。

东经122°45′55″，北纬30°13′47″，这个救援点已然成为
一座精神地标，荡漾开来的，是一直存在于人们内心深处的珍贵记
忆，还有珍爱和平的共同愿望。

从2017年开始，每年10月初，相隔万里的舟山和伦敦都
会举办“里斯本丸”号纪念活动以寄托哀思，并纪念舟山渔民
的壮举。在舟山，人们将白色花瓣撒向大海。在伦敦，人们为
故去老兵献上红色花环。

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现场观看了点映。他在致辞中提
到：“这是一部伟大的电影，它让我们保留这段记忆。历史不
能被遗忘，我们从‘里斯本丸’号事件中吸取经验，和平并不容
易，生命是最珍贵的。我们要传承舟山渔民营救英国战俘这
段佳话，使它成为联结中英人民友谊的新纽带。”

它在控诉战争，更在呼唤和平。
活下来的人是幸运的，但是通过《里斯本丸沉没》，我们看

到了他们身上无法释怀的痛。有的人睡觉从不关门，因为害
怕被锁起来的感觉；有的人不敢让儿女靠近海边。这些英军
战俘家庭对于逝者纪念的方式是不过圣诞节，因为1941年的
圣诞节是香港英军的投降日，那是一个魔咒般的起始——他
们即将登上“里斯本丸”号这艘死亡之船。

威廉·麦考密克（William McCormick）尽管从沉船的
鬼门关里逃生，却一生都活在战时的阴影里。他的女儿希拉·
斯通（Sheila Stone）回忆说，小时候常听到父亲做噩梦尖
叫。去世前两周，父亲已神志不清。有一天，他忽然激烈地反
抗，大喊：“我是个自由人！你们谁也不能碰我！”希拉不希望
父亲的经历在任何人身上重复，她严肃而动情地说：“停下，在
另一场战争开始之前。”

随着影片的放映，观众席中传来声声啜泣。渐渐地，有人
低头，有人抹泪，有人放声大哭不能自已。

“他们永远不会老去，徒留我们日渐衰老；他们永远不为耄
耋所难，永远不为残年所累；在每一个日落日出的时刻，我们永
远铭记他们。”伴随着片尾曲的响起，全场观众起立，鼓掌。掌声
久久地回响在放映厅中。有人激动地大喊：“感谢你们！”方励和
主创团队抱头痛哭。这个故事，不仅是对生命的纪念，更是对
和平的呼唤。

“这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方励说。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群人成了谜。我们应该感到庆

幸，有一群人，将这段历史铭记。还有一群人，让这段情谊延续。

寻情 延续一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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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产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在伦敦为二战英军战俘后人超前点映

不沉的历史 永恒的情谊
潮 声 | 执笔 陆 遥 孙潇娜

伦敦时间 8 月 15 日下午 1 时，英国电影
学会放映厅。当放映灯的第一道光穿破黑
暗，投射在银幕上时，方励觉得，自己的这场

“战争”，终于结束了。
历时 7 年拍摄制作纪录片《里斯本丸沉

没》，方励感觉自己如同经历了一次二战，经
历了那次海难。

此前一天，方励作为电影制片人、浙江
劳雷影业公司总裁，刚刚带着《里斯本丸沉
没》从浙江赶到伦敦，为的正是启动这部纪
录片的超前点映。

《里斯本丸沉没》讲述的是一个二战期
间在浙江东海海域真实发生的惨案。为什
么超前点映选择在伦敦举行？在影片的制
作团队看来，超前点映的观众，是最应该看
见这部影片的人——近 400 位英军战俘后
人，从英国的各个地方，甚至澳大利亚赶
来。参加活动的，还有中国驻英国大使郑
泽 光 ，以 及 许 许 多 多 帮 助 电 影 完 成 的 朋
友们。

这是一部怎样的纪录片？讲述了一个什
么样的故事？它在伦敦，又经历了什么？我
们随着影片制作团队一起赶赴伦敦，回溯一
艘沉没的船，和一段不该沉默的历史。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里斯本丸沉没》的开篇，是这样一句简

洁有力的话。它真实记录了震惊世界的“里
斯本丸”号沉船事件。

1941年圣诞节，在香港作战的几千名英
军士兵在与日军鏖战17天后被迫投降，成为
战俘。1942 年 9 月底，日军将这群英军战俘
中的 1816 人送上货船“里斯本丸”号，意图
将他们运往日本作为劳工。船行驶到舟山
附近海域时，美军潜艇“鲈鱼号”将其误判为
战船，发射了鱼雷。在船被击中到沉没的25
个小时里，日军将所有英军战俘封锁在船舱
底，并用木条和帆布钉死舱门。英军战俘奋
勇自救，破舱逃生。

故事到这里，人们看见的是战争的残酷
和命运多舛。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则让人们
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和这个世间应有的大爱。

危难之际，浙江舟山渔民冒着生命危
险，划着小舢板从水中救起了 384 个奄奄一
息的英军战俘。尽管那一天，仍有 828 名英
军战俘或淹死、或被日军射杀、或被困在船
中未能逃生，就此沉入东极镇海域的海底。

幸存战俘们提到，如果不是中国渔民积
极施救，将会有更多战俘死于这场海难。

81 年间，很多人挂念着沉没的“里斯本
丸”号和这段历史。他们翻阅史料、采访亲
历者及后代，不断地打捞着这段沉入海底的
历史碎片。

方励，可能是如今最接近这段历史的人。
2013 年，《后会无期》在舟山东极镇拍

摄，方励正是这部影片的制片人。在这里，
他第一次听渔民讲起了“里斯本丸”号的故
事。方励很难相信，眼前这片蔚蓝、平静的
海面下，竟然埋葬着这么多年轻的生命，他
更不能相信的是，“我竟然从来都没有听说
过这段历史”。

为寻找“里斯本丸”号，身兼海洋科学家
和地球物理专家的方励在舟山海域做了两次
海洋探测，独家绘制出沉船位置声呐图。

每次站在甲板上，想到脚下30米处就散
布着这些年轻战士的遗骸，方励都觉得自己
离他们那么近，那一个个陌生的面孔都跟自
己有了联系。方励觉得，自己再也无法放下
他们，更无法无视中国渔民的壮举。他决心
拍摄一部纪录片，讲述“里斯本丸”号的故
事。打捞这段历史，也打捞 1800 多个被遗
忘的战俘故事。

影片《里斯本丸沉没》以船只的寻找、定
位为起始，带出整个故事。片中，不仅有幸
存者、战俘家属、救援者的真切讲述，还用特
效和动画等手段还原“里斯本丸”号在海上
漂流25个小时直至沉没的情景。

寻访近百座英国城镇，收集上万张历史
照片，联系 380 多位英军战俘家人并面对面
采访其中 120 多人，研读百万余字英文及日
文资料⋯⋯为了真实还原“里斯本丸”号事
件始末，摄制组做了大量工作。除了在中国
和英国深入调研外，更走进加拿大、美国、日
本等地，采访美军潜艇和日本船长的后人。

最为珍贵的是，他们采集了一段段再也
无法重现的亲历者口述——摄制组找到并
采访了“里斯本丸”号事件的最后 3 位亲历
者：英军幸存者丹尼斯·莫利、威廉·贝宁菲
尔德，以及东极镇施救渔民林阿根。2021年
初，3位老人相继离世。

在舟山本地，关于“里斯本丸”号的探究
也从未停歇。2003 年，舟山启动整理“里斯
本丸”号事件资料，吸引很多研究学者加入，
浙江海洋大学普陀研究院研究员胡牧就是其
中一位。从2005年开始，他和其他舟山民间
人士频频组织纪念活动，以帮助人们铭记这
段历史。他认为，“沉没在舟山的‘里斯本丸’
号，是我国海岸线上联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唯一一处战争遗
迹，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

寻船 挽救一段历史

有一个细节，或许并非《里斯本丸沉
没》的主线：摄制组在寻访过程中发现，当
年因误判向“里斯本丸”号发射鱼雷的美军
士兵，后来专门去参加了英军战俘的聚
会。聚会上，这名美国老兵向“里斯本丸”
号幸存者及遇难者后代当面道歉。当摄制
组将这一信息告知这位美国老兵的后人
时，他们深受触动。他们从来不知道，这个
事件在自己的父亲心里留下了那么重的伤
痕。通过影片，这种人与人在经历战争后
的创伤与和解，得以重见天日。

这正是影片《里斯本丸沉没》的温度所
在。当历史碎片被重新挖掘，当悲欢离合
被真实记录，当一个个行将被遗忘的人再
被提起，历史不再是一串冰冷的数字，历史
正用它的每一个细节告诉我们战争的残
酷，和跨越种族、穿越时空的情谊。而这，
正是铭记的意义。

为了铭记，摄制组做了大量努力。
2018年 7 月，英国三大主流媒体《泰晤

士报》《每日电讯报》《卫报》同时出现了一
模一样的整版广告：“你在哪？寻找 1942
年‘里斯本丸’号沉船事件中的英军战俘和
他们的后人。”这是方励自掏腰包登的寻人
启事。这样的形式，引起了英国媒体的关
注，逐渐地，报端开始出现关于“里斯本丸”
号的报道。

在《泰晤士报》报道了“里斯本丸”号
事件后不到两小时，读者利·格雷（Leigh
Gray）便通过报社联系到摄制组。她的舅
公詹姆斯·梅纳德（James Maynard）是
828 位“里斯本丸”号沉船遇难者之一。
利从小听奶奶讲他舅公的故事，一直想把
舅公的故事在家族中传递下去，也想让更
多的人知晓这 828 位勇士的故事。

带着历史的温度，《里斯本丸沉没》链
接起更多关于生命的线索。摄制组一路倾
听，一路发现，一路震撼。方励说：“每天
都在虐心，似乎经历了一场完整的战争。
每天听到的都是悲欢离合、命运的起伏和

历史的厚重，如同我经历了二战、经
历了香港沦陷、经历了一场海

难⋯⋯而那些战俘后
人们所经历的

痛苦更是几倍于我。”
这里有亲人融入血脉的思念。许多战

俘后人翻出家中泛黄的黑白照片，抑制不
住对亲人的思念。83 岁的罗恩·布鲁克斯

（Ron Brooks），一手扶住刚做完心脏搭桥
手术的胸口，一手颤抖地拿着父亲的信，努
力试图将内容念出来，却几度哽咽。“我亲
爱的 Em，我在这边身体很好，我相信我们
很快就会团聚，我把所有的爱都寄给你，你
和孩子们一定要保持微笑⋯⋯”当他收到
父亲查尔斯·布鲁克斯（Charles Brooks）
写于香港被俘期间的最后一封信时，父亲
已经在“里斯本丸”号事件中遇难。

战争结束的 1945 年，母亲终于收到了
父亲的死亡通知书。4年后，母亲也病倒去
世了。70 多年过去，年迈的罗恩回想起父
母的离去，泪水依旧无法控制。

这里有战友并肩作战的真情。在暗
无天日的船舱里，战俘之间互相帮助。有
人勇敢突击，牺牲于日军的炮火；有人不
断泵水，却把逃生的机会让给了别人。幸
存者查尔斯（Charles）在逃出船舱后，想
把好友弗瑞德（Fred）拉上来，但对方因为
不 会 游 泳 ，已 经 失 去 了 活 下 去 的 勇 气 。

2005 年，87 岁的查尔斯回到舟山，见到了
当时在水里救起他的渔民，给了他一个热
烈的拥抱。

2008 年，战俘在沉船事件后有过一次
重聚。尽管几十年不见，他们依然记得彼
此，热情地打招呼：“嘿，你不是当年在军乐
团吹小号的人吗？我记得你！”不少人含着
眼泪讲起当年的经历。

这里有人民代代相传的友谊。2022年
8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里斯本丸”号幸
存者丹尼斯·莫利的女儿维尼时指出，舟山
渔民英勇营救“里斯本丸”号船英军战俘的
感人事迹，“是中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
为盟友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的
重要见证，也是两国人民结下深厚情谊的
历史佳话”。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
通。81年后，这种友谊仍在继续。

维尼家中，至今仍然放着一幅中国舟
山书法家倪竹青赠送的书法作品，上面写
着“中英友谊长青”，他与莫利生前还曾互
致生日贺信；舟山本地匠人为莫利、贝宁菲
尔德最后两位“里斯本丸”号幸存者制作了
东极石石雕作为生日贺礼⋯⋯

寻人 铭记一份真情寻人 铭记一份真情

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右一）现场致辞。 本报记者 孙潇娜 摄

受吴似真的委托，浙江日报记者将礼物
带给维尼（中）。

浙产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在英国电影学会放映厅超前点映。 本报记者 孙潇娜 摄

“里斯本丸”号船（本报资料照片）

2005 年 8 月，“里斯本丸”号船幸存者查尔斯·R·佐敦赴舟山市普陀区，与当年冒险营救英军战
俘的老渔民再相聚。图为在去东极镇的渔船上，佐敦紧紧搂住当年参与营救的其中两位老渔民（本报
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梁臻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