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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谍战戏里最好看的道具
�

作为服装界里的美颜神器，旗袍带着
20

世纪的一种优雅高贵，重叠了中国女性
独有的情调。 它设计简约，剪裁精致，保守
而不失风情，娇美而不落俗套，其流动的
韵律、潇洒的画意与浓缩的诗情，勾勒出
中国女性的典雅、性感与清丽。 再加上凄
情、惊险、传奇等众多元素，旗袍理所当然
地成为谍战戏里最好看的那层皮。 几乎只
要是有女人的谍战戏就绕不过旗袍这个
最能展现东方女性美的造型。 旗袍能玩出
的花样多到超乎人们的想象。

电影《风声》里的周迅，优雅里的坚强，

坚强中的柔弱。 淡淡素雅的旗袍，从容的高
贵，都为了最后让人恐惧的酷刑—————坐在
绳子上被拉来拉去的，所以当她死去，最后

的话外音响起她说的话的时候，不禁让人落
泪。 “情报比生命更加重要？ ”这个疑问直到
最后李冰冰看到旗袍上的摩斯密码后才恍
然大悟。 因为，这是一种信仰，一种追求。 在
这个信仰普遍缺失的年代，这种精神更加的
难能可贵，也更加的动人。

电视剧《旗袍》中的马苏，几乎是旗袍从
不离身。 她不仅大玩换装秀，展示百余件旗
袍，更有机会穿着独特的青花瓷旗袍，当年
慈禧出嫁时穿的华丽旗袍等。剧中香港造型
师专门为她量身定造多套旗袍。不仅有浓重
艳丽的，也有清新淡雅的。 旗袍这个吸引眼
球的话题甚至抢过王志文、 李幼斌的风头，

成为各大卫视的宣传重点。而马苏的身材是
否适合穿旗袍也一度引起了争议。

在谍战大戏《追捕》中海清的旗袍造型
也让人觉得新鲜而贴切。她饰演一个因偶然
事件而卷入敌我斗争中的女医生，从一个被
秘密吓到发抖的女人成长为坚定的战士。一
身长长的旗袍，不仅包裹出知性气质，而且
将成长中那些彷徨、柔弱、纠结、压抑，通过
柔弱的肢体表达得十分透彻。 那些旗袍，包
裹着如此强大的灵魂， 仿佛是一个个感叹
号，叹息那个时代女子的命运周折。

旗袍多变， 如同女人多样。 再美的旗
袍，也美不过旗袍主人的精彩人生。 张爱玲
说：“每个女人一生中都应该有一款旗袍。 ”

她的眼里，旗袍，浓缩了一个女人的花样年
华，犹如女人内心强大的灵魂，定格一个女
人一生的美丽和精彩。 （据《海南日报》）

旗 袍 背 后 的 暗 战

�

近日，一个以“旗袍记忆”

为主题的“旗袍文化周”在南京
举办。组委会共收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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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百
姓选送的民国老旗袍。 在这些
旗袍中， 中共南京地下党沈世
猷先生的夫人丁明俊女士穿过
的三件旗袍最吸引人们的关
注。

丁明俊女士的旗袍， 恰恰
见证了一段时代的精彩， 浓缩
了一个女人的花样年华。 《旗
袍》 里的马苏、《风声》 里的周
迅、《追捕》 中的海清还有《借
枪》里的罗海琼，这些在近期影
视剧里大放异彩的女特工，隐
约在丁明俊女士的经历里找到
现实的影子。

她们温婉端庄、性感清丽；

她们烟视媚行、巧笑倩兮，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亲身验证了“从
美少女到女特工”的蜕变过程，

用多重角度和缤纷色彩刻画出
中国女性别样的英姿飒爽、侠
肝义胆。

裘皮旗袍讲述
一段南京地下党暗战史
�

一件旗袍、一份国民党长江南
岸炮兵火力配备情报、一个不足周
岁的婴儿，看似毫不相干，却被当
年的“国都暗战”联系到一起。

“江防图”“江防部署”等字眼，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部著名的红
色影片《渡江侦察记》。近日在南京
举办的“旗袍文化周”上展示的中
共南京地下党沈世猷先生的夫人
丁明俊女士穿过的三件旗袍，呈现
了一个与影片完全不一样的“江
防”情报“暗战”。

1949

年
3

月，初春的南京依然
春寒料峭。时任国民党京沪杭总司
令部江防指挥装甲兵参谋的沈世
猷，他的真正身份是共产党埋伏在
国民党军方高层中的“深喉”。在渡
江战役即将发起之即，沈世猷临危
受命，利用作战参谋外出、钥匙留
在办公室之机，在极短时间内将国
民党军队从安庆到芜湖的江防部
署图找到。但由于位于孝陵卫的汤
恩伯总部宣布实行迎战戒备状态，

机关内部作战人员被限制出入。沈
世猷无法抽身， 江防情报如何送
出，成了难题。

丁明俊决定抱着尚在襁褓中
的大女儿沈志红到中山陵“游玩”

并探望丈夫。沈世猷将妻儿搂进怀
中，迅速把复制的国民党江防部署
图塞进女儿的襁褓中。这位身着裘
皮旗袍的军官太太， 冒着生命危
险，把江防图带出了戒备森严的汤
恩伯总部。 随后通过单线联系，沈
世猷将江防图交给了南京地下党
情报部长卢伯明， 一个一个接龙，

将情报送到江北解放军的手中。

后来，安庆、芜湖之间的江防
地段，正是我军强渡长江所选择的
战略突破口。

南京解放前几天，沈世猷不得
已选择跟随国民党撤退至上海。留
在南京的丁明俊见证了南京的解
放时刻，她抱着女儿沈志红和沈良
典来到中山大道旁，迎接解放军进
城。而他们一家地下党身份也随之
公开。 直至上海解放之后，一家人
才重新团聚。

100套旗袍背后的谍战故事
�

曾经热播的谍战大戏《旗袍》，将旗袍
这个中国式优雅的视觉符号用到了极致，

在剧中卧底代号“旗袍”的关萍露（马苏
饰）为了扮演好沪上名媛的角色，换了近
百套旗袍， 游走在狂蜂浪蝶的特务周围，

也正是这一袭袭华丽的旗袍贯穿起整部
剧的起承转合。

《旗袍》是一部共产党女谍报人员的成
长史，取材于中共地下党女特工抗日锄奸的
英雄故事。 剧中，“关萍露”作为代号“旗袍”

的地下党员，是本剧的核心人物，她写文章，

扮戏子，嫉恶如仇，忍辱负重，既婉艳似水又
刚烈如刀，简直就是革命时期完美女性的典
范。该人物的原型是张爱玲小说《色戒》中王
佳芝原型郑苹如和当年名盛一时的著名女
作家、中共地下党员关露，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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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便打入
戴笠军统局内部工作的张露萍的合体。只不
过小说《色戒》中的王佳芝在革命与爱情两
者中选择了忠于自我的感情，而关萍露自始
至终都“贯彻着党和领导布置的任务”，有惊
无险地耗到了最后， 最终泯灭了自己的青

春，化作一袭妖娆的旗袍，悬挂于时间的风
柜中。

这其中关露的故事比较传奇。她的一生
被三个角色纠缠：才女、汉奸、特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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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纪

30

年代的旧上海，关露与张爱玲、丁玲齐
名，是三大才女之一。她不仅诗写得好，小说
散文也不错。赵丹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的
主题曲就是关露写的：“春天里来百花香，朗
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 和暖的太阳在天空
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被传唱一时。关
露的才华有目共睹。 如果她像张爱玲那样，

不参与政治，只埋头写作，也许她会留下很
多感人的篇章，然而才女关露却选择了另外
一种“决不辩护”的一生。

1939

年，潘汉年派遣关露打入
76

号汪
伪特工总部。并特别交代过关露：“今后要有
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
了。 ”

关露说：“我不辩护。 ”关露没有想到，余
生她都要为之付出代价。

为了和敌人周旋， 当时的关露不得不

穿着入时并出入各种场所，长期在纸醉金
迷的环境中工作， 她心里很不是滋味，最
让她难受的， 是同志们对她的误解和冷
淡。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开展惩治汉奸运
动，关露虽然被送到解放区，“汉奸”之名
却未得到洗刷。 之后为了党的事业和恋人
今后的前途考虑，关露与恋人分手。 经历
了太多的风浪， 关露最后选择了自尽，时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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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另一个原型张露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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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打入戴笠军统
局内部工作，传递出了大量情报，因“军统电
台案”暴露被捕。 据说“军统电台案”使蒋介
石受到极大的惊吓。 他大骂戴笠无能，并责
问戴笠：“你说军统打入共产党如何厉害，实
际上共产党插入我们的心脏， 你都不知道
呀！ ”戴笠吓得心惊胆战，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是好。戴笠认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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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女孩子能有多
大能耐？ 却不想经过多次严刑拷打，张露萍
始终没有招供。最后，戴笠只得以“和重庆地
下党有联络”为由，判张露萍等

7

人死刑，张
露萍牺牲时年仅

24

岁。

张露萍

丁明俊女士穿过的蓝旗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