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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抗战历史 写好抗战故事
本报记者 党云峰

首都文学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本报讯 （记者于帆）9 月 6 日，

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举办了首都

文学界座谈会，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积极创

作的老作家，首都文学界的作家、

评论家代表等出席座谈会。

邓友梅、柳建伟、孟繁华等与

会作家、评论家分别从不同角度表

达了他们对革命先烈、文学前辈和

死难者的怀念，肯定了文学的社会

价值和精神力量，表示要弘扬抗战

精神，推动抗战文学创作。

座 谈 会 上 ，与 会 代 表 纷 纷 表

示，抗战胜利 70 年来，中国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中国作家要以强烈的使命

意识、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创作

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

优秀作品，弘扬抗战精神，凝聚中

国 力 量 ，鼓 舞 和 激 励 人 民 为 实 现

“ 两 个 一 百 年 ”奋 斗 目 标 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

贡献。

本报讯 2015 中国—东盟（南

宁）戏剧周日前拉开帷幕，首场活

动——中国—东盟粤曲大赛暨首

届粤剧红派艺术大赛广西赛区比

赛已于 8 月 31 日至 9 月 2 日在南宁

举行，主体活动将从 9 月 11 日起陆

续举办。

本 届 戏 剧 周 有 越 南 、马 来 西

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柬埔寨、

新加坡、泰国 7 个东盟国家的优秀

文艺院团应邀参演，国内的贵州省

花灯剧院、福建省泉州市高甲戏传

习中心、深圳市粤剧团等多个戏剧

表演团体也共同参与。整个戏剧

周包括戏剧展演、主题研讨会、戏

剧工作坊、艺术展览、戏剧大讲堂

等六大板块活动。

戏剧周开幕大戏《璎珞传》将

于 9 月 11 日晚在南宁剧场登台亮

相 。 该 戏 改 编 自 古 印 度 梵 剧 ，由

南 宁 市 民 族 文 化 艺 术 研 究 院 排

演 ，是 中 国 粤 剧 艺 术 和 印 度 艺 术

的结合之作。作为此次系列活动

之 一 的 中 国 — 东 盟（南 宁）微 电

影 展 览 ，将 于 9 月 12 日 在 南 宁 民

族 影 城 举 办 ，展 览 共 收 集 到 微 电

影 作 品 130 部 ，届 时 将 播 出 其 中

的佳作。 （宾 阳）

本报讯 （驻 河 南 记 者 张 莹

莹）9月 6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举办的“河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抢救性记录工作培训班”

在郑州开班。

此次培训班以课堂讲授为主、

讨论交流为辅，在为期 4 天的培训

中，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邀请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副院

长朴永光、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

术研究所所长邱春林、中国艺术研

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吴文科等，为

学员们讲授传统舞蹈类、传统音乐

类、传统美术类、传统曲艺类、传统

戏剧类抢救性记录工作内容与规范

解析，以及抢救性记录工作技术要求

等。学员们表示，此次培训使他们认

识到抢救性记录工作的必要性和紧

迫性，理清了抢救性记录工作的思

路，明晰了工作对象、计划、要求、程

序，对确保抢救性记录工作的有序

开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抢救性记录

工作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和技术性，

希望通过本次培训班，使学员明确

抢救性记录工作的目标、重点，切

实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促进非物

质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的科学规

范开展。

七国艺术团体参演中国—东盟戏剧周

河南非遗抢救性记录工作培训班开班

8月 26日，北京怀柔剧场，中国儿童

艺术剧院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新创排

的大型儿童剧《红缨》作为第五届中国

儿童戏剧节闭幕大戏进行了首演，带领

大家重温小英雄王二小的动人事迹。

跌宕起伏的剧情、颇具时代色彩的

舞美、丰富细腻的多媒体设计、融入地

道河北梆子等地方戏曲的音乐等，让这

部主旋律题材的作品在视觉、听觉等方

面具备了强大的震撼力。剧场内座无

虚席，观众掌声不时响起，很多观众眼

含泪水看完了全剧，部分小朋友在走出

剧场的过程中仍然缠着父母给他们继

续讲述“王二小”的故事。

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从 2014年

底开始，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就投入到儿

童剧《红缨》的创作中来。因为这部戏

是现实主义题材，又是红色题材，中国

儿童艺术剧院院长尹晓东一开始就提

出要求，希望把《红缨》打造成思想精

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有热血、有温

度的精品力作，给当代少年儿童以心灵

的感染、精神的激励。尹晓东和中国儿

艺副院长冯俐、创作部主任陈传敏、该

剧总导演廖向红率领剧院主创人员组

建了专门的策划团队，多次深入生活采

风、收集素材，反复研讨剧本。

青年导演马彦伟表示，很多处于小

学阶段的孩子对于抗日战争已经有了

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加之如今获取信息

的手段丰富多样，孩子们也多少对战争

场面有了印象。“主创团队希望通过这

样一部儿童戏剧，让孩子们进一步了解

那段历史，认识到如今生活的来之不

易。”他说。

当问及抗日题材戏剧对于青少年

儿童是否过于沉重时，马彦伟认为，对

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这个题材反映的

都是一段艰苦的历史，而正是因为先辈

们曾经的拼搏与牺牲，才让如今的孩子

生活在和平和幸福中。但在创作这部

戏剧的过程中，主创团队并没有设计过

多直接体现战场上硝烟或厮杀的场面，

而是仍然依托“王二小”这个人物作为

主线。

马彦伟介绍，通过对王二小牺牲前

生活的描写，该剧将王二小的背景设计

为父母被日寇杀害，一心想参军报仇的

儿童。剧中不断提到的“学习”“识字”

“成长”等字词，都在告诉观看这部戏剧

的孩子们，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要在应

该做的事情上努力，专注用心地做好。

在剧中，王二小在与连长、报社通信员、

儿童团员们的交流中认识到了这个道

理，虽然他最终因为将日寇引入八路军

包围圈而牺牲，但其实他从心态到做法

上都有了变化。“而这些变化以及其中

的道理，也是我们希望孩子们接受的。”

马彦伟说。

编剧杜薇介绍，这部儿童剧不刻意

放大苦难和仇恨，只是让孩子们了解历

史，更多地突出对和平、自由的向往。

热血、热泪、热汗浸透的红缨枪，是一代

代人心头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王二

小这个不怕牺牲的儿童团员，唤起的是

抗战记忆和民族精神，更是对于自由光

明的无限追求与热爱。

演出结束后，尹晓东表示，用儿童

剧的方式塑造英雄王二小的形象，就是

希望当代的孩子们能够铭记中华民族

的抗争历史，传承英雄前辈的抗战精

神。《红缨》是正义勇敢、追求自由和平

的象征，中国儿艺希望把这种精神和情

怀传递给当代的少年儿童。

《《红缨红缨》：》：以另一个视以另一个视角为孩子讲述抗战故事角为孩子讲述抗战故事
本报记者 胡克非

抗战题材文学是对烽火硝烟的回

望、对历史记忆的认知，更是对公众心

灵的叩问。抗战历史的文学书写是文

学创作中非常重要的领域，并已沉淀为

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发挥着记录

民族历史、鼓舞民族士气、振奋民族精

神的作用。梳理抗战题材文学的历史

沿革，审视其在不同时期的创作特色以

及如何在今后的创作中扬长避短等，成

为近期作家与评论家关注的焦点问题。

携历史同行
在发展中审视文学

书写是拒绝遗忘的重要手段，广大

作家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创作出一

大批极具思想性、艺术性的抗战题材文

学作品。从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萧红

的《生死场》、老舍的《四世同堂》，到新

中国成立后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孙

犁的《风云初记》，再到改革开放以来莫

言的《红高粱》、都梁的《亮剑》，抗战题

材文学作品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

构成我国文学景观中一幅雄奇壮丽、可

歌可泣的历史画卷。

在不同历史时期，抗战文学的创作

面貌有很大不同，评论家范咏戈认为：

“1945 年以前的抗战文学是以文学艺术

为武器，以唤醒民众为目的；1945 年到

1976 年，是有抗战经历的作家开始向大

众讲述这场战争，他们的文本通俗易

懂、故事性强，所以被广泛改编成电影；

新时期以来，亲历抗战的作家基本退出

文坛了，现在写抗战的作家大都没有经

历过战争，作品由鼓动到记忆、由亲历

到想象，这一点只要把刘知侠和莫言的

作品比较一下就清楚了。”

抗战题材作品在写法上一直有创

新、有突破。刘流的长篇小说《烈火金

钢》评书味道、传奇性十足；《风云初记》

以“武戏文唱”的手法，不是正面描写战

场，而是通过日常生活的侧面反映时代

风貌，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人物在战争

中心理变化的轨迹；《红高粱》则写了

民间的抗战，此后，各个行业、各个阶

层 的 抗 战 行 为 都 成 为 作 家 书 写 的 对

象；王火的《战争和人》三部曲全景式

展现了抗日战争时期大半个中国的社

会画卷……

历史不仅要口耳相传，更需要碑载

传承。评论家徐忠志表示，众多有良知

的中国作家还在不断搜寻那段悲壮的历

史记忆，不断焕发出新的灵感和激情，他

们将以更理性的姿态、更宽阔的胸怀、更

细腻的史料和更娴熟的艺术表现，写出

一批有分量、见精神的优秀作品。

以真实为根
让作品经得住风雨洗礼

“抗日战争作为中华民族经历的最

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不仅作为历史知

识存在着，还与当代生活、当代精神紧

密相连，这需要以文学和影像的方式对

其回忆、表达和解读，保持历史的延续

性。”范咏戈指出，“讲好抗战故事首先

要做到尊重历史。革命历史题材所反

映的复杂、严肃、艰巨的斗争，呈现给读

者的内容应该是真实、严肃的，不能用

娱乐消费这个题材，也不能以廉价的乐

观主义和英雄主义让读者或者观众获

得一种肤浅的满足和愉悦。我们的创

作应该专注于还原历史框架，还原真实

的战斗细节，用客观、理性、自省的逻辑

书写中华民族共赴国难、保家卫国的神

圣战斗诗篇。”

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表示：“抗

战题材文学作品是展示中国抗战胜利

70 周年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抗战题

材创作是持续不断的，但是同时喷发形

成的浓厚气氛对作家来说也是一种激

励、交流和督促，写作者可以作横向、纵

向的参考和检验，在如此多的作品中呈

现自己的特色是有积极意义的。中国

作家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向全国人

民、向世界人民显现了民族的英勇与牺

牲、不屈与奋进的精神面貌。”

最大限度地追求对历史言说的可

交流性和可理解性构成了《南京大屠杀

全纪实》极为鲜明的文本特色和写作伦

理。在作家傅逸尘看来，《南京大屠杀

全纪实》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搭建起了

一个交流、对话的平台，使得我方、敌方

甚至第三方能够在同一个历史场域和

精神时空中“互见”。而这种“互见”的

历史观，恰恰是中国当代抗战叙事中极

为稀缺的。以往那种二元对立的抗战

叙事、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往往会

遮蔽历史的丰富和驳杂，进而阻断对话

和交流的可能性。

以批评为鉴
把脉文学创作方向

战争不仅仅是两个国家在战场上

的角逐，背后还有政治、文化等方面的

博弈，而一些作家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

表现还不足。作家额尔敦其其格认为，

中国人在战争中水深火热的生活，其感

受确实需要从个体经验来写，但是在一

些更高的层面，面对历史的一些重要问

题，文学并没有发挥应该有的作用。我

们写肉体的疼痛非常多，但较少关注被

奴役的心理、被奴役的精神生活。评论

家施战军认为：“要正视在这场战争中

我们民族所付出的东西，看到我们民族

所缺失的东西，在对比中认清我们缺失

的是什么、使我们强大的是什么，这样

我们的民族才会更强大。”

战争其实是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

类创伤记忆的核心部分，脱离战争阴霾

的民族通过各种文艺方式反复书写战

争所留下的群体性创伤，这本身就是世

界性的行为。对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和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少有国

内作家去涉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

创作必须在这个前提下来认识。

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历史研究，我

们目前所取得的成绩与在二战中所付

出的惨重代价是不匹配的。评论家雷

达说：“从 1949年至 1966年，文学作品当

中一半以上是写抗战的，而其中写得最

多的是山东省和河北省，比如小说《苦

菜花》、《烈火金钢》等。然而，我们似乎

还没有出现具有世界广泛影响的反法

西斯文学的伟大作品。战争文学最根

本还是写人，我们的抗战题材文学里很

强的民族性和中国特色在世界范围来

看是不可小视的。”

近日，2015 中国（广元）女儿节

暨首届中国剑门蜀道诗歌节文化

展示活动在四川广元举办。广元

女 儿 节 是 当 地 特 有 的 传 统 节 日 。

据说，1300 多年前，武则天在广元

诞生，由此留下了“正月二十三、妇

女游河湾”的民间习俗。后来，这

一习俗逐步演变成一年一度的女

儿节和赛凤舟文化展示活动。图

为独具特色的凤舟表演吸引众多

摄影爱好者。

梁 娜/文 张玉洁/图

本报讯 （驻陕西记者秦毅）

日前，来自陕西省歌舞 剧 院 民 族

乐 团 的 46 位 艺 术 家 飞 抵 澳 门 ，

将 参 加 澳 门 国 际 艺 术 节 演 出 且

与 澳 门 中 乐 团 进 行 联 合 排 练 ，

并 将 于 9 月 11 日同台演出民族交

响音乐会《长 安·澳门——丝路畅

想》。 而 这 一 陕 澳 交 流 活 动 也 是

《对 港 澳 文 化 交 流 重 点 项 目 扶

持 办 法（试 行）》2013 年 颁 布 、全

国 对 港 澳 文 化 交 流 重 点 项 目 申

报 工 作 实 施 以 来 ，西 北 地 区 首

个 成 功 获 文 化 部 立 项 的 全 国 对

港 澳 文 化 交 流 重 点 项 目 ，是

2015 年 12 项 全 国 对 港 澳 文 化 交

流重点项目之一。

本次音乐会由 著 名 指 挥 家 彭

家鹏担任指挥，音乐会以共建“丝

绸之路经济带”重大战略构想、推

进“一 带 一 路 ”建 设 为 主 题 ，在 突

出 传 统 文 化 和 地 方 特 色 的 同 时 ，

融入新鲜元素，反映时代特 点 ，展

现 当 代 陕 西 与 澳 门 的 文 化 艺 术

成 就 。 作 为 两 地 文 化 交 流 的 互

动，9 月 14 日，澳门中乐团将来陕

参 加 第 二 届 丝 绸 之 路 国 际 艺 术

节，并将于 9 月 17 日、18 日与陕西

省歌舞剧院民族乐团的艺术家再

度 携 手 ，在 西 安 奏 响 民 族 交 响 乐

的“丝路畅想曲”。

陕澳艺术家将用民族交响乐“畅想丝路”

安徽采取新举措促进居民文化消费
本报讯 （驻 安 徽 记 者 乔 国

良）2015 年文化部、财政部拉动城

乡居民文化消费试点项目之一、安

徽（合肥）试点于 8月 31日在合肥启

动，提供文化消费优惠的“文化汇”

官方微信公众号同日发布并运行。

今 年 ，文 化 部 、财 政 部 在 东 、

中、西部不同区域选择了 4 个试点

省（市），采取不同的促进文化消费

措施进行政策试点。作为中部试

点的合肥，其政策措施主要由武汉

大学文化财政政策研究基地设计，

安徽省文化厅参与策划论证，采取

公共文化与文化产业相互联通、相

互促进的消费激励政策。比如居

民进入部分公共文化场所参与各

种活动，可通过微信公众号“文化

汇”对文化单位的服务、设施、环境

等进行评价，有效评价可获得积分

奖励，在参与活动的文化企业或门

店进行文化消费时，这些积分可用

作现金抵扣。

参加文化消费试点活动的有

安徽博物院、安徽省图书馆、渡江

战役纪念馆等 6 家在合肥的公益性

文化场馆，以及合肥市新华书店有

限公司、合肥市电影放映发行有限

公司、合肥保利大剧院等 7 家文化

企业下辖的 15 个门店。据了解，文

化部、财政部专项补贴资金 300 万

元 用 于 补 贴 参 加 活 动 的 文 化 企

业。该试点活动将于 10月底结束。

上海民营院团打造平民抗战题材话剧
本报讯 （记者洪伟成 实习

生黄思宇）9 月 2 日、3 日，上海首部

描写平民抗日的原创话剧《阿拉是

中 国 人》在 上 海 艺 海 剧 院 连 演 两

场。9 月 4 日，作为剧目主创的上

海民营院团，安可艺术团携手上海

市文广局、上海戏剧家协会、徐汇

区委宣传部和上海师范大学谢晋

影视艺术学院，邀请业界知名专家

学者召开创作演出研讨会。

该剧描写 了 上 海 平 民在上海

沦陷时期面对日寇的血腥统治不

屈不挠、顽强抵抗的故事，通过塑

造抗日战士、民族资本家、文化界

人士、工人、家庭妇女等人物形象，

表现了社会各界、广大市民在民族

存亡之际的血性与精神。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从该剧剧

本、导演、舞美、演员表演等方面发

表 了 各 自 的 看 法 。 专 家 们 认 为 ，

作 为 一 个 民 营 剧 团 ，能 够 适 应 时

代 需 要 ，立 足 历 史 和 人 民 之 间 的

共鸣点，以作品来展现民族精神，

难能可贵。

（上接第一版）

“作为一名编剧，最渴望得到的是素

材，是灵感，是能够打动自己也能够感动

观众的情节。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再

华丽也是苍白无力的。站在广袤的生

活原野，创作中常有的忐忑、惶恐、犹疑

会不自觉地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满满的

自信。”作为中央歌剧院的编剧，胡绍祥

在一次次创作中反复深入生活，很多采

风的片段一直存留在他脑中，“创作《北

川兰辉》时，我们找到一对重组家庭的中

年夫妇，他们是兰辉的生前好友，和我们

边吃边谈，本来气氛融洽，话题转到他们

的孩子，顿时泪流满面。在他们柔软的

内心深处，有不可触碰的废墟。这些情

感给予我们创作的力量。”胡绍祥说。

经典、力作传精神

以艺术作品反映广大民众心声的

精 神 在 国 家 艺 术 院 团 一 代 代 传 承 下

来。《抓壮丁》、《上海屋檐下》、《这是最

后的斗争》、《暴风雪》……浏览中国国

家话剧院的剧目长廊，所产生的数百部

作品无论题材、艺术风格还是演出样

式，无不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2014 年

10 月，中国国家话剧院派青年导演白皓

天赴西藏帮扶西藏自治区话剧团。为

创排话剧《共同家园》，白皓天克服严重

的高原反应，先后 5 次入藏，多次深入到

高寒缺氧的西藏边陲，在农牧民家中体

验最真实、最生动的藏区生活。

7月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中国油画院

写生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36 件

主题实践活动采风成果中的优秀作品

与观众见面，这 36 件作品凝结着画家的

真情实感，是画家们奔赴各地，先后走

街道、进农村、看厂矿，体察劳动者艰苦

奋斗精神的结晶。

经历 5 年创意锤炼和 2 年舞剧编创

的芭蕾舞剧《鹤魂》，同样从生活中汲取

到情感和力量。中央芭蕾舞团拥有优

良的采风创作传统，1964 年创作第一部

大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时，演职人

员便深入海南岛采风，下部队体验生

活，让娘子军更像“军”。如今，中央芭

蕾舞团平均年龄只有 24 岁的演员队为

创排《鹤魂》，赴江苏盐城和黑龙江扎龙

自然保护区，体验鹤工生活，观摩鹤的

生活习性，以“自然界的舞蹈家”丹顶鹤

优雅独特的体态入舞。如果说《红色娘

子军》是中芭的“传家宝”，《鹤魂》则是

对中国芭蕾未来发展的一次探索。

民乐作品《天南海北茉莉花》将在

“2015 年 国 家 艺 术 院 团 演 出 季 ”中 上

演。“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积

累了丰厚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到浙

江、海南搜集浙江十番锣鼓、海南黎族

鼻箫、民歌合唱，创作《天南海北茉莉

花》。每当听到原汁原味的民间乐曲

时，大家的感觉都异常兴奋，总是请艺

人们再次演奏。”中央民族乐团作曲家

赵东升说。

在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之际，为了

续写《黄河大合唱》的精神，中国歌剧舞

剧院推出歌剧《星海》。5 月，《星海》主

创及主演团队回到延安进行采风，站在

《黄河大合唱》首次试演时的舞台上，主

创人员感受到《黄河大合唱》当时的轰

动场景。“看着、听着，怎能不让人心潮

澎湃、热血沸腾。站在鲁艺旧址，主创

人员重温历史、反思过去，深感一个文

艺工作者的责任。”中国歌剧舞剧院剧

目创作部代表孙鸣迪说。

无论是 20 岁、50 岁还是 70 岁，长期

深入生活的这些老中青艺术家总是神

采奕奕，这份神采源于他们共同的内在

精神——艺术工作者出于对艺术的责

任，从实践中来，到艺术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