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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牵制和消灭日军最多。中国战场

始终牵制着日本陆军的绝对主力，到抗

战末期，日本陆军还有 64%被牵制在中

国战场。中国战场歼敌占日军二战期

间伤亡人数的 70%……

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假如没有中

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有多少师团

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

他们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

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

二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不

仅参与了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而且成

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承担起维

护人类和平与安全的更大责任。

这是中华民族命运的转折，这是值

得世界铭记的胜利。

2014 年 2 月 27 日，中国全国人大常

委会通过决定，确定 9月 3日为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 12月 13日设立

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中国抗日战争为日本的侵略画上

了句号，对此应该确立一个纪念日。”

“中国的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也是令人

尊敬的。”二战幸存者、87 岁的德国反法

西斯主义者联盟主席福尔克马尔·哈尼

施说。

今年 7月 7日，首都各界将在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隆重集会，纪念全民

族抗战爆发 77 周年。“中国的抗战，也是

世界的抗战。”何理说，“中国抗战的重

大事件，不仅应该被中国人民隆重纪

念，也应该成为世界人民的集体记忆。”

穿越时空的警示

“我们有责任见证苦难永远不再重

演，受难者的记忆被永久尊重。”联合国

的呼吁，道出了世人的心声。

在中国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77 周

年 之际，一个个历史性纪念日接踵而

至 ：中日甲午战争开战 120 周年、第一

次世界 大 战 爆 发 100 周 年 、诺 曼 底 登

陆 70 周年……

牢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

放眼世界，记录二战时期犹太人苦

难的《安妮日记》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联邦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双膝跪在波兰犹

太死难者纪念碑前，以色列的大屠杀纪

念馆成为许多外国政要的到访地……曾

经惨痛的战争记忆，让世界上大多数国

家无比珍惜今天这来之不易的和平环

境、发展良机。

可是，今天的日本右翼势力，偏偏患上

了历史健忘症和选择性失忆症。他们公

然践踏国际秩序，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

从 抛 出“侵 略 无 定 义 ”论 ，到 挑 战

“村山谈话”；从身穿作战服登上编号

“731”战机，到宣称为侵略战争的历史自

豪；从悍然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

国神社，到对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事实提

出质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否定历

史、自欺欺人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忘记历史的人注定重蹈覆辙。

就在几天之前，日本政府通过了修

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

议案，引起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有识之

士的强烈批评。“行使集体自卫权意味着

开启了通往战争之路”，日本前首相鸠山

由纪夫忧心忡忡地说。日本三重县松阪

市市长山中光茂认为：“当和平被愚蠢的

执政者破坏，人们再想找回难上加难。”

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质问安倍：“这

是对后世负责任的态度吗？”英国《金融

时报》为之哀叹：“又有一个国家宣告准

备在必要时发动战争了。”

看一个国家的今天和明天，必须要

了解它的昨天。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

李宗远指出，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抬头，

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自中日甲午之战起，日本开始走向

以邻为壑。明治维新后的 70 多年里，日

本曾发动和参加过 14 次侵略战争，其中

10 次是侵华战争。从策动“满蒙独立”、

提出“二十一条”，到发动九一八事变、

策动华北事变，再到制造七七事变、悍

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赌徒般的军

事行动不仅给中国，也给亚太地区许多

国家的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

国 内 外 史 学 界 深 刻 指 出 ，二 战 之

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亚洲解放者

和保护者”的伪装和世界主要大国的绥

靖政策下，不断得到姑息纵容；二战之

后，出于意识形态和冷战需要，日本发

动侵略战争的罪孽并未得到彻底清算，

致使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

在右翼道路上暴走的安倍不再记

得，日本经济发展的黄金年代，正是建

立在战后和平发展的国际秩序之上。

他更没有意识到，2014 不是 1894，今日

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民

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更能从历史的伤痛

中汲取奋进的力量；今日世界，和平发

展进步的浩荡潮流不可阻挡。

黄埔同学会会长、90 岁高龄的国民

党老战士林上元深有感触地说：“今天

的日本，罔顾历史，不知悔悟，倒行逆

施，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聆听和平的钟声

铸剑为犁，放马原薮。

77 个寒来暑往间，硝烟散尽，昔日

的战场如今游人如织。但卢沟桥上的

石狮依然刻满岁月的记忆，宛平城的城

墙还留有累累弹痕。

每一个遭受战争创伤的国家都会铭

记苦难。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为抗战所付出的

巨大牺牲，如同美国人民不会忘记珍珠港

事件，俄罗斯人民不会忘记斯大林格勒保

卫战，欧洲人民不会忘记诺曼底登陆，犹

太民族不会忘记奥斯维辛集中营……

不忘历史、珍视和平、警示未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3日在首尔

同韩国总统朴槿惠会谈时提议，双方举行

纪念活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和朝鲜半岛光复

70周年。

5月的亚信峰会上，中俄两国元首商

定，将举行庆祝和纪念活动，纪念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致力于维护

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决不允

许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野蛮侵略的悲

剧重演。

中国道路，世界瞩目。

今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德国时，再

次向世界阐释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

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

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

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

从“国虽大，好战必亡”到“以和为

贵”“和而不同”，崇尚和平、和睦、和谐的

理念溶化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美国总统与国会研究中心学者马哈

菲说，历史上的战争使人形成这样一种观

念：大国总是从冲突中崛起。然而，这种

观点并不适用于中国。

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

界潮流，中国确定了未来发展目标，提

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这是民族的自信自觉，更是对世界

的郑重承诺——

“ 我 们 将 始 终 不 渝 走 和 平 发 展 道

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

略，不仅致力于中国自身发展，也强调

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

“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

序，决不允许开历史倒车”……

读懂这个承诺，世界将看到人类互

利共赢、繁荣发展的未来。

坚守这个承诺，中国与各国一道，坚

定承担起捍卫和平安宁国际环境的历史

责任。

践行这个承诺，亿万中国人民在圆

梦的征途上昂首奋进，依靠世界和平发

展自己，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

从丝绸之路经济带到海上丝绸之

路；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到中国—东盟

自贸区升级版；从践行“亲、诚、惠、容”

的周边外交理念到积极稳固和拓展大国

关系……

“中国的和平发展政策已得到世界

的赞同和支持，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世界

各国来说都是良好的机遇。”俄罗斯科

学院高级研究员别尔格尔指出。

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

旗帜，同各国人民一道为人类和平与发

展的崇高事业而不懈努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必将凝聚起和平发展的正义力

量。 （新华社北京 7月 6日电）

凝聚起和平发展的正义力量

本报讯 （记者赵凤兰）没有领

袖人物，没有传奇英雄，48 集电视剧

《十 送 红 军》以 平 民 视 角 选 择 让 老

兵、敢死队员、护士、侦察兵站在了

舞台中央。在近日由中国电视艺术

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举办

的研讨会上，与会人士认为，《十送

红军》摆脱了以往革命历史剧的叙

述模式，是以平民草根视角多层面、

多维度重新开掘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的一种创新探索。

文艺评论家李准说：“《十送红

军》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在历史真实和

艺术真实的结合上，追求一种艺术呈

现的极致化，包括戏剧冲突的极致

化、人物命运的极致化，和对人性、灵

魂、信仰拷问的极致化。”

中 国 传 媒 大 学 教 授 王 伟 国 认

为，过去大家熟悉的电视剧《红色摇

篮》、《井冈山》等作品都聚焦于红军

的上层将领，而《十送红军》描写的

主要是长征中的战士。整部作品以

独特的视角以点带面，以 10 个普通

红军战士为叙事主题，反映出广大

红军官兵在党的领导下战胜国民党

军队疯狂围剿，克服自然界艰难的

生存环境所显示出的顽强生命力。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评论员李跃

森表示，以往不乏全景式描写长征的

作品，如果没有挖掘出新的史料则很

难出新。但《十送红军》的编剧导演求

新求变，把长征中大的事件和线索用

10个故事串联起来，这种手法非常近

似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表现方式。

本报讯 （驻广西记者冯钰珊）7

月 1 日，由广西民族博物馆和宁夏博

物馆主办的“回乡漫步——宁夏回

族文物特展”在广西民族博物馆开幕。

展览从回族概况、宗教典籍、民

俗撷英、工艺奇葩和回族人物等方面

进行展示，共展出宁夏博物馆馆藏回

族文物 281 件套，其中包括二级文物

袖珍《古兰经》，三级文物阿文景泰蓝

脂粉盒、阿文铜盆、阿文洒金双耳铜香

炉等。此外，展览还图文结合地展示

了回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以

及宁夏回族独特的民俗风情。

展览将持续至 8月 30日。

本报讯 （实习记者薛帅）7 月 3

日晚，知名服装设计师劳伦斯·许携

手美国探索频道及中国南京云锦博

物馆在北京举行了“颐和仲夏”高级

定制新品发布会，以非物质文化遗

产南京云锦打造而成的 4 件珍贵新

品成为当晚最大亮点。

“云锦作为中国三大名锦之首，

元、明、清三朝均为皇家御用贡品，

长达 8 年的申遗之路终使其得到当

今世界的认可。我们希望看见更多

的设计师能够将目光投向我们国宝

级的传统工艺，让非遗活态传承也

可以很前卫、很时尚。”南京云锦博

物馆副总经理吴颖说。

据悉，该新品面料根据劳伦斯·
许的设计图进行纹案、意匠、挑花结

本，最后手工织造完成。面料颜色

采用了晕色技术，纯金勾边，孔雀羽

翠，云锦华服的立体设计感所凸显

的“中国定制”给观者带来了极大的

视觉冲击。

为了 进 一 步 广 泛 、深 入 听 取 各 方

面 的 意 见 ，增 强 立 法 的 公 开 性 和 透

明 度 ，提 高 立 法 质 量 ，国 务 院 法 制 办

公 室 日 前 决 定 将 国 家 版 权 局 报 请

国 务院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

权 法（修 订 草 案 送 审 稿）》及 其 修 订

说明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送审稿中关于剧本授权许可、摄制权

并入改编权、导演和编剧的排序等方

面内容，在编剧中引发了不同理解和

争议。

“电视 剧《红 娘 子》播 出 时 被 改 成

了《妹 妹 你 大 胆 往 前 走》，《盛 夏 晚 晴

天》播出时变成了《爱情买卖》，《真假

东 宫》播 出 时 变 成 了《两 个 女 人 好 斗

的 原 因 不 可 思 议》，《同 在 屋 檐 下》播

出 时 竟 然 变 成 了《 小 三 真 二 一 根

筋》……”7 月 2 日 ，在 北 京 中 国 现 代

文学馆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

权 法（修 订 草 案 送 审 稿）》征 求 意 见

座 谈 会 上 ，编 剧 宋 方 金 说 ：“ 编 剧 工

作 受 到 很 多‘ 婆 婆 ’的 管 制 ，投 资 人 、

导演、演员等方方面面都能对编剧说

三道四，电视台播出时更是任意修改

剪 辑 剧 情 ，甚 至 任 意 修改剧名。他们

的一句话有时候就能决定一部剧、一

个项目的生死。”

不单是宋方金，与会的编剧就原创

剧本权益保护、编剧与导演关系、著作

权法的修改等表达了自己的意见。编

剧汪海林说，按正常工序，影视作品署

名应该先是编剧，然后才是导演，一部

影视作品的编剧、导演、演员应该科学

定位署名权。影视剧作品都是集体创

作，可是现在某些影视剧在播映时，被

夸张地署名为“某某作品”。遭到编剧

们反对后，现在播映时改署为“某某导

演作品”。编剧闫刚也认为，影视制作

方使用编剧创作的剧本，应该征得编剧

的授权许可，不能剥夺编剧对剧本的许

可权和报酬权。编剧吴迎盈介绍了自

己被某电视剧资方侵权的具体案例，以

及历时一年维权并最终胜诉的艰辛历

程。她呼吁，保护原创，保护编剧的合

法权益。

编剧余飞 认 为 ，原 创 剧 本 直 接 拿

给投资方拍电视剧，其实不涉及改编

权，只涉及摄制权。改编权和摄制权

不是一个概念，不应该把影视剧本的

摄 制 权 和 改 编 权 混 为 一 谈 。 比 如 纪

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当制作方想拍

摄某一祖传食品制作过程，对方给出

的许可权只是摄制权，而绝不会是改

编 权 。 祖 传 多 少 代 都 没 改 变 过 的 工

艺，制作方怎么能享有改编权呢？“摄

制权对编剧来讲尤其重要，剧本著作

权 中 最 为 重 要 的 就 是 摄 制 权 。 由 于

摄 制 权 的 独 特 性 ，如 果 融 入 改 编 权

后 ，某 些 地 方 就 会 形 成 悖 论 ，某 些 特

质 会 消 失 。 作 为 把 摄 制 权 当 做 行 业

命脉的编剧来说，我们必须对新著作

权 法 草 案 中 的 这 种 改 动 进 行 审 慎 和

全面分析。”余飞说。

编剧王兴东在座谈会上播放了自

己担任编剧的某知名电影的片断，并一

一指出其中被制片方修改后的一些违

反生活常识和历史常识之处。他认为，

只有用法律才能保护好原创，才能拥有

更多的自主权。剧本版权是影视根源，

影视质量要上去，剧本的质量首先要上

去，那么维护原创知识产权的法律环境

也要完善起来。

“本来 应 该 是 河 的 上 游 决 定 下 游

的走向，而在影视界却出现了下游决

定上游的奇怪现象。”宋方金表示，剧

本 作 者 对 其 作 品 的 完 整 性 包 括 要 求

保持同一名称的权利，其他播出方不

能违反其意志随意进行修改，希望法

律 能 够 成 为 保 护 编 剧 权 益 的 最 后 一

道屏障。

编剧呼吁：理顺影视著作权上下游关系
本报记者 高 昌

7 月 5 日，北京圆

明 园 举 行 第 19 届 荷

花 节 状 元 书 市 换 书

大 会 。 书 市 提 供 社

科、文学艺术、经管、

哲学、生活和儿童类

等 图 书 供 交 换 。 读

者凭家中的旧书，就

可 以 在 书 市 上 换 到

自 己 心 仪 的 书 。 图

为游客在选换书籍。

本报记者 陈 曦 摄

《十送红军》平民视角再现长征

广西举办回族文物展

劳伦斯·许打造云锦服饰

本报讯 （驻北京记者王晓风

实习生韩鹏飞）7月 3日，北京市文化

局与北京市门头沟区联合开展的北

京市城乡文化结对共建活动签约仪

式在门头沟举行。北京交响乐团、中

国评剧院、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 等

院 团 分 别 与 门 头 沟 区 部 分 基 层 学

校、乡镇签订了为期3年的共建协议。

北京市文化局巡视员何昕表示，

此次共建活动将从 3个方面入手提高

共建效果：一是坚持文化到村、入户，

繁荣农村地区文艺舞台，提供高效便

捷的阅读服务，使群众生活更多地融

入文化内容；二是把参与共建地区品

牌文化活动与提高业余文化团队专

业水平相结合，形成专业辅导的长效

机制；三是创作具有区域特色、主题

鲜明、反映群众生活的文艺精品。

北京市文化局及所属文化艺术

单位与区县、乡镇等结对共建专项

工作自 2009 年开展以来，北京市属

文化艺术单位深入共建地区和单位

开展公益演出、惠民演出和业务辅

导 300 余场次，先后为共建地区和单

位提供资金、设备等支持折合人民

币共计 150余万元。

北京开展新一轮城乡文化结对

本报讯 （驻陕西记者任学武）

“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区文化

（艺术）馆发展战略合作联盟”合作框

架协议签署仪式，近日在陕西省延

安市举行。

为贯彻落实共建“丝绸之路经

济带”构想战略，深入推进“建设丝

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文化先行”的

工作方针，由陕西省艺术馆倡议发

起成立“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

区 文 化（艺 术）馆 发 展 战 略 合 作 联

盟”。经过协商，陕西省艺术馆与延

安市文化艺术中心、青海西宁市群

众艺术馆、宁夏银川市文化艺术馆、

甘肃敦煌市文化馆、新疆奎屯市文

化馆结为首批“5+1”联盟单位。

据了解，该联盟以联席会议制

度为抓手，每年由联盟成员轮流组

织举办活动，共同打造群众文化活

动展演交流平台、民族民间美术与

非遗展示平台、群众文艺创作与理

论研究平台、群众文化人才培养与

资源共享平台，共同提升区域文化

馆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

西北五省区文化馆联盟签约

本报讯 （驻江苏记者王炜）7月

3 日，以“阅读点亮梦想，书香成就人

生”为主题的第四届江苏书展在苏

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

本届书展共有来自全国 16 个省

市 500 多家单位的 14 万余种图书参

展，除新书、精品书、畅销书以外，

还专设精品馆，主要展示历年获得

国家和江苏出版大奖的出版物。

第四届江苏书展由江苏省委宣

传部、江苏省新闻出版局、苏州市政

府等单位主办，主展场设在苏州国

际博览中心，这是该展首次将主展

场设在南京以外的城市。江苏省各

市县同时设立分展场。与前几届相

比，本届书展面积大大增加，主展场

总面积达 1.7万平方米。

书展首次邀请上海作为主宾市参

展，上海展团带来了 6000多种沪版优

秀图书。主展场共安排 100多场重点

活动，一批名人名家将到现场参加讲

座、访谈、签售。苏州市全城联动组织

相关活动 100 多场，江苏省其他各市

县文化单位将举办200多场活动。

14万余种图书装点第四届江苏书展

本报讯 （驻河南记者张莹莹)

“日侵华时期中国地图”“日军军内

购物的手票”……7月 5日，由河南中

原创业服务中心主办的“勿忘国耻、

振兴中华”——纪念七七事变 77 周

年暨侵华日军罪行展在河南省人民

大会堂开幕。此次展览共展出 2000

余幅图片、1000 余件实物，以详实的

史料和物证再现了日本侵略者在中

国犯下的累累罪行。

据此次展览展品主要提供者之

一、河南登封市侵华日军罪行展览

馆 创 始 人 任 殿 爵 介 绍 ，1995 年 以

来，该馆已举办 100多场免费展览，足

迹遍布河南、河北、北京、江苏等地。

此次展览中，任殿爵带来了包括日军

电报机箱、日式指挥刀、日制航空弹

等在内的 200余件日军侵华遗留实物

以及 500余幅收集的图片。“这是我从

北方收来的‘宝贝’！”任殿爵所说的

“宝贝”是指“车辆部分品金属材料使

用例（蒸汽机关车）”和“机关车荷造

明细表”两本日军在华修建铁路和

制造火车的书籍资料。任殿爵说，

这 两 本 书 是 日 本 侵 华 最 有 力 的 证

据之一。

河南举办侵华日军罪行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