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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洪波写入观众的胸怀间

在人民大会堂阔大的舞台上，回

荡着一首首铭记中华民族危亡时刻

的悲愤、呼唤、斗争和期盼的历史歌

曲，呈现着一幅幅镌刻在抗日战争和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长廊上的逼

真画面——从抗联艰苦卓绝地战斗

在白雪皑皑的森林，到华南游击队为

抗击日寇而进出的香江；从战士们在

喜峰口挥舞寒光闪烁的大刀，到太行

山上的八路军士兵迎接初升的太阳；

从平型关大捷的号角，到台儿庄血战

的硝烟；从飞虎队的空中鏖战，到远征

军的殊死搏斗……

这些歌声与画面由《义勇军进行

曲》的深沉而清晰的乐句连缀在一起，

形成了滔滔的历史洪波，呼啸着，奔腾

着，激扬着，犹如“黄河落天走东海，万

里写入胸怀间”——那些对法西斯侵

略者骇人罪行的控诉，必定走进铭记

历史的进步人类的心间；那些对前赴

后继抗日英雄的讴歌，必定走进缅怀

先烈的有为后生的心间；那些对编织

祥和世界梦想的描绘，必定走进珍爱

和平的善良百姓心间；那些对开拓各

国人民命运共同体事业的追求，必定

走进开创未来的仁人志士的心间；那

些对正义的炽烈呼唤，必定走进新世

纪山海天地的心间！

这就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文艺

晚会《胜利与和平》对广大观众视觉、

听觉与心灵的强烈震撼。

这种强烈的震撼是怎样发生的？

可以追索的原因可能会是数不

胜数的——历史音乐闪烁着鲜明的

抗战时代的火热光彩，蕴涵着国人共

同的憎爱；创作音乐承续着铿锵，发

扬着豪迈，奏响出新时代的主旋律；

舞蹈创作将历史的风貌与现代的情

感巧妙地融为一体；舞台呈现多维空

间多元画面多种光影的交错与综合；

主创人员的创新与精心，全体演职员

的激情与真挚……

在这诸多成功的因素中，我们不能

不欣喜地发现晚会“运用与情境相结合

的戏剧化表演，打破以往文艺晚会歌伴

舞、舞伴歌的常用套路”，从而将观众的

思绪与情绪引入逼真而生动的历史生

活的具体情境中，让舞台上再现出来的

历史洪流直接涌入观众的心田。

情境创造的核心是人物设置

具有戏剧元素的情境创造的核心

是人物形象的设置。

首先是那位贯穿整个晚会的老战

士，他身上凝聚的是铭记历史的诚恳，

是缅怀先烈的真挚——他走近台中的

那组抗日军民的金色群雕，拿起战友的

军号，深情地说：亲爱的战友们啊，每年

胜利日的这一天，我都要来看望你们。

今天，是我们的第 70 个胜利日啊！立

即，那组历史的雕像恢复了生命，打开了

抗日战争的血与火的长卷……

这位老战士还是连接舞台历史场

景与观众现实心境的桥梁，是引导观

众关注那浩瀚历史画卷的望远镜——

当鲜亮的礼兵们举着立下赫赫战功的

抗日功勋部队的荣誉旗帜走出时，他

却掏出了一面布满弹孔的破旧旗帜，

上面依稀可辨的只有三个字“××英

雄连”。骤然间，这面旗帜无声地把观

众的心带向了那个枪林弹雨的年代。

当他站在胜利纪念碑下，面对孩子献

上的鲜花时，浮现出一面鲜红的纱巾，

那是他在讲述一个为了和平而献出生

命的少女的感人故事，从而把整场的

战争记忆转向对和平与未来的祈盼。

直至最后，无论是欢庆胜利，还是

憧憬未来，这位抗日战争的老战士的身

影都融汇在当代人群之中，显示了历史

的承接，现实的铭记和永远的缅怀。

在东北，覆盖着厚厚积雪的大森

林里，在抗联战士们的仰望中，先后

出现了整场晚会唯一的一组特定人

物——六位著名的抗联英烈：赵尚志

自述，从 7 个人的队伍发展成 6000 人；

周保中以诗明志，“何时尽除倭寇去，

佩剑铿锵渡九州”；冷云呼唤战友亲人

“替我们报仇，抗日到底”；李兆麟高歌

“逐日寇，夺回我河山”；杨靖宇誓言“宁

可饿死，战死，不当亡国奴”；赵一曼对

儿子发出了殷切的遗言，“不要忘记，你

的母亲是为了这片土地，是为了将来孩

子们能过上幸福生活而牺牲的！”

他们的肺腑之言犹如黄钟大吕，

立即点亮了彼时彼刻的战斗情境——

高寒、严峻、残酷、殊死，他们捐躯赴国

难 的 意 志 ，“ 声 驱 千 骑 疾 ，气 卷 万 山

来”，我们仿佛看到了茫茫雪原上，铁

骑飞奔，子弹呼啸，血沃坚冰……

对如此气势恢弘历史长卷而言，

人物设置绝不能有呆板的模式，多种

方式的使用是与再现丰富、厚重的历

史场景相适应的。例如，在歌唱《游击

队歌》的时候，情境是战斗胜利之后的

间歇，队员们向着前来投军的新兵自

豪地唱起“我们都是神枪手……”而新

兵急切地要拿枪打仗，为亲人报仇雪

恨 ，却 只 得 到 了 一 顶 灰 色 的 军 帽 。

这 时 ，游 击 队 员 们 正 在 唱“ 没 有 枪 ，

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个新

兵 仿 佛 理 解 了 ，认 真 地 空 手 训 练 杀

敌动作……直到最后，老兵为他拿过

一杆枪，并指导他瞄准，射击……此时

歌声正在反复：“我们都是神枪手，每

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就是在

这样的情境里，抗日游击队员们的英

勇、乐观、自信以及队伍的壮大都非常

流畅、自然地表现出来了。

在《延安颂》里，在多维度多画面

多场景的舞台上，设置出不同动态的

人物群像，令人再次感受到了民主圣

地延安的壮美：在“夕阳照耀着山头的

塔影”之下，有开垦荒地的八路男兵，

有纺纱编织的八路女兵，有征战归来

的红旗飘飘，有苦练刺杀的喊声阵阵，

还有舞动红绸，打起腰鼓，热烈欢迎投

奔延安的热血青年的亲切场面……特

别是在舞台角落，那几个举着小手欢

呼 雀 跃 的 孩 子 ，更 增 添 了 活 力 和 希

望。不应忽视的是，此时，多媒体画面

映现了古元等画家在延安创作的木

刻，让这个情境更富有历史的肌理，更

逼真鲜活。

而在《抗日将士出征歌》里，黄河

渡 口 升 起 风 帆 ，抗 日 将 士 们 整 装 待

发——即将走上杀敌战场的青年人向

白发苍苍的老娘叩头告别，新婚的女

子为丈夫佩上大红花，丈夫则趁人不

备，亲吻了自家新娘子的面颊，然后毅

然走向抗日的队伍……愈加彰显了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这种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爱国豪情。

在《铁血雄师》里，十几个战士抱

着炸药包冲上陡坡，却都牺牲了，只有

最后一名战士炸掉了陡坡上的碉堡，

在熊熊烈火中，高高举起了胜利的红

旗……这无异于《国殇》里的忠诚与悲

壮的再现：“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

兮为鬼雄！”

不难看出，人物的戏剧性表演造就

了富有生活质感的历史情境，这样的情

境又使得整个历史画卷充满了鲜活的

生气，令人不能不打开自己的心扉。

把情境升华为诗的意境

把情境升华为诗的意境是晚会

《胜利与和平》感人至深的奥秘之一。

意境，“上焉者意与境浑”；诗意，

情感与“物境”融为一体，含蕴着语言

无法道尽的情愫与思辨——在《卢沟

烽火·南京——永不忘却》里，在“黑云

压城城欲摧”的南京古老的城头下，一

群身穿白色旗袍的青年女子悲痛欲绝

地抖动着，扭曲着，却无法甩掉旗袍上

沾着的灰黑色污垢，她们只能无助地

举手伸向黯然的天空……就在这些青

年女子的背后，高高的石级上，站着一

位形同槁木的母亲，她怀抱着已经死

去的孩子，双目燃烧着刀绞的伤痛，缓

缓地一级一级走下，就像走进地狱的

深处……这样的悲惨意境，用怎样的

语言才能说尽！

在《怒吼吧！黄河！》里，日寇飞机

野蛮的轰炸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

日先遣队如铁流滚滚，红旗飘扬，直指

抗日战场……此时，随着“掀起你的波

涛，发出你的狂叫”昂扬的歌声，整个

剧场，从舞台天幕到四壁，再到硕大无

朋的天花板，都是飞流直下的激浪巨

涛，真正呈现了“黄河之水天上来”壮

烈景观。只有这个壮烈的景观才能表

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

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历史境

遇。因此，这个景观实际上已经升华

为饱含激情的诗的意境。在《太行山

上》里，一名持枪的八路军战士登上高

处警惕地远望，一轮红日随着这名战

士的向上而冉冉升起，成为这名战士

红光灼灼的衬景。这种过去用于赞美

“神仙和皇帝”的手法，现在用于八路

军战士，其深蕴是令人体味的，那就是

“兵民是胜利之本”。

“看吧，千山万壑，铁壁铜墙！”天

幕上映现的千山万壑霎时变幻成抗日

战士的巨型石雕，个个顶天立地，人人

坚如磐石，屹立在乱云飞渡之中……

在《到敌人后方去》里，随着战斗

的鼓点急促地敲响，演员们用激情四

射的踢踏舞蹈表现八路军战士骑马奔

袭的战斗场面，天幕出现急速后退的

崎岖的山谷，弯曲的小路，马蹄哒哒，

嘶叫长鸣，尘石飞扬……让人立即联

想到“三军甲马不知数，但见动地银山

来”的诗情画意。

在《红纱巾》里，伴随着“你已变作

一只白鸽，在蓝色天空飞翔……”天幕

上随风飘扬着一条红纱巾，飘着飘着，

它越来越大，直至铺向大地……热爱

和平是进步人类的共同愿望，就像大

地，高山一样，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

就是这样，舞台呈现的历史长卷，

也是诗的长卷，是史诗。

晚会《胜利与和平》大气磅礴，恢弘

巨制，精彩地呈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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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宗旨，表达了永远值得中华民族珍惜

的抗战精神，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期待。

9 月 3 日 晚 ，以 纪 念 中 国 人 民 抗 日 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为主

题的文艺晚会《胜利与和平》在人民大会

堂隆重上演。我作为 70 名抗战老战士代

表之一受邀观看演出。从休息厅入场时，

全 场 观 众 起 立 鼓 掌 ，我 走 在 队 伍 的 最 前

边，心情很激动。我的许多战友为了祖国

的独立，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英勇地牺

牲了。

《胜利与和平》的演出，形式新颖、气势

恢弘，很精彩、很成功。《胜利与和平》的节目

充分展现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

平、开创未来”的主题，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高

举民族解放的旗帜，联合各党派组成广泛的

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伟大政策，彰显了毛主

席《论持久战》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演出

展现了抗联、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和

工农兵学商救亡战斗的精神，展现了中国军

民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演出真实感人，当

看到南京大屠杀，日本鬼子杀害我们 30万同

胞的惨烈场景，我也回忆起家乡同胞被日寇

杀害、自己遭受日伪军欺辱的情形。看到百

团大战格斗、阳明堡袭击炸掉敌机、狼牙山

五壮士、刘老庄连英勇战斗和东北抗联杨靖

宇、赵尚志、赵一曼等同志不怕牺牲坚持抗

战的场景时，立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禁不

住一次次热烈地鼓掌。习主席阅兵的威武

画面和《强军战歌》铿锵有力的演唱让人觉

得大气磅礴、荡气回肠。

第二天，我碰到干休所里的老同志都说

昨晚看了电视，晚会很精彩。我跟他们说现

场看更好，场面更震撼。《胜利与和平》是表

现伟大抗战精神的史诗。晚会获得好评说

明这些节目有底气，说明广大群众、抗战老

战士希望抗战精神永远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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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 日上午天安门广场的大阅

兵，充分展示了国威、军威。中国告诉

世界，只有成为军事强国，才能为世界

和平安宁与繁荣昌盛做出担当。当

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文艺晚会，无疑

是一次软实力的“阅兵”，是一次文化

的“阅兵”。在这纪念胜利的时刻，我

们太需要一台具人文情怀、含深刻思

想、集听视觉强烈冲击和高艺术品质

的晚会了。通过半年的努力，主创人

员用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极具创意的

舞台表现手法，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从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中，不难听出

他们深深地为之动容。作为整台晚会

最重要的根基之一——音乐，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为一名专业音乐工作者，我认

为，无论是作曲指挥或是演唱演奏员，

音乐的最高境界，是对曲式的把握，不

能拘泥于一城一池。

纵观整台晚会的架构，可谓文本

创意独具匠心，立意新，起点高，紧扣

抗战胜利的重要节点，同时又不乏诗

情画意之美。所有历史歌曲串联与当

代新作呈现巧妙结合、浑然一体，没有

丝毫生硬勉强。既严格遵循主创团队

的整体布局安排，又充分展现各自的

鲜明特征，整台音乐会丰富多彩，毫无

冗长繁缛之感。

由于选用具有代表各历史节点的

歌曲，须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如原封

不动地呈现这些老曲，势必会出现“歌

曲联唱”这种老套路。有些歌曲虽家

喻户晓，但毕竟由于年代变迁，音乐语

言过于简单，已不再满足现代人的审

美需求。在主创团队和作曲家的共同

努力下，几乎所有的作品，既保留了基

本历史特征，又运用了丰富和声语汇

与配器色彩，将原曲巧妙地变形拓展，

从而赋予老歌全新的生命。《山丹丹开

花红艳艳·延安颂》中，作曲家用灵巧

的技法、自然的调性转换以及个性迥

异的节奏，将革命根据地节庆的喜悦

气氛与对革命圣地的敬仰完美结合，

现场观众无不为悦目的舞蹈和醉人的

歌声所打动。印象较为深刻的当属男

声小合唱与情景表演《并肩战斗》。为

表现远征军不畏艰险，在异国他乡与

盟军并肩作战的场面，作曲家成功地

将一首简单的小曲，改编成一个音乐

内涵丰富，管弦乐手法高超的交响作

品。如果说，好的歌剧音乐抛开歌词

也一样耐听，那么舞蹈音乐当你闭上

眼睛同样有画面呈现，作曲家在这里

真正做到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钢琴

与合唱《黄河·义勇军进行曲》。由于

时间有限，钢琴《保卫黄河》不可能全

部演奏，无痕迹删节的版本与《义勇军

进行曲》时而呼应，时而交融，可见作

曲家的良苦用心。

晚会音乐中的旧曲见证了历史，

唤回了记忆。耳熟能详的作品总能引

起观众内心强烈的共鸣，完成了“铭记

历史、缅怀先烈”的使命。而“珍爱和

平、开创未来”的音乐责任则由作曲家

的创新来承担，这恰恰是晚会最为可

圈可点之处。《胜利之歌》激情豪迈、鼓

舞人心，铿锵有力的歌声昭示着昔日

与今日的“胜利”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希

望与梦想，为整场晚会开了个好头。

《天耀中华》词曲典雅柔美，编配行云

流水，童声与女声合唱如天籁之声。

在以激情、奋进为主色调的晚会中，凭

轻柔唯美一枝独秀，在观众 90 分钟的

欣赏过程中无疑起到了兴奋点的调节

作用。领唱与合唱《和平——命运共

同体》是整场晚会的重中之重，不仅因

为它的政治意义所在，更因为它是整

体音乐构架的最高潮。作曲家的男女

独唱重唱写得抒情大气，旋律动听，二

重唱时更加富有表现力，而合唱的部

分则十分丰满，恰到好处地烘托了男

女声独唱重唱，并强调了本次纪念活

动最重要的主题——开创未来。

晚会落幕，走出大会堂听到观众

的称道，看到他们脸上洋溢的满足，不

禁为音乐创作团队审美趣味的提高、

创作技巧的臻善感到欣慰。

粗糙拼贴式的综艺晚会不再。

向艺术家们致敬！

《胜利与和平》的音乐印象
张国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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