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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艺 术

《胜利与和平》，多么简洁而有力

的名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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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胜利与和平的名义，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隆重上演的这个夜晚，用大气

磅礴的视觉冲击力、荡气回肠的情感

旋律和感人至深的典型细节，把自己

刻写在中国文化的历史册页上！

《胜利与和平》是一次庄严盛大、

严肃隆重的仪式。其中有着极其严肃

的人类反思，为着不能忘却的历史！

既然是盛大而严肃的仪式，就必

然讲究内在的逻辑结构。全场演出，

没有按照自然时空顺序从抗战爆发时

中国人民遭受突如其来的生活苦难开

始，而是用一个老兵前来看望牺牲战

友塑像的“倒叙”作为开端，而且将这

个开场式命名为“胜利”，响亮地唱出

了胜利之歌，可谓独出心裁。这里面，

包含了艺术家们严肃的历史反思——

今天，是抗战胜利的大日子；今天，是

应该自豪庆祝的美好日子；今天，更应

该是中国人与全世界共同反思东方主

战场胜利的大日子！已经很久了，人

类对于二战中东方主战场巨大意义的

反思似乎不够深入，对于中国人民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付出的惨烈牺

牲和取得胜利的巨大贡献似乎认识不

够。因此，胜利，是晚会艺术开端的起

点，更是全人类反思历史的逻辑起点。

人类举行仪式，往往在仪式中表

达被提炼出来的抽象原则，更要融入

鲜活的历史生活。整个晚会分为 3 个

篇章——《浴血中华》、《正义力量》、

《和平梦想》，浓墨重彩地再现了波澜

壮阔抗战历史中的诸多画面。从黄河

发出的战争“警号”，到白山黑水间抗

联英雄的一个个深沉倾诉；从卢沟桥日

军发动战争的历史影像，到全国工农兵

学商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中国不会

亡”；从窑洞里唱出《延安颂》和《抗日将

士出征歌》，到《在太行山上》融合着《游

击队歌》，共鸣着《大刀进行曲》；从保卫

黄河的怒吼到《义勇军进行曲》以国歌

的旋律奏响；一幕幕，一场场，舞台歌

舞艺术表演的空间与大屏幕上极其丰

富的历史影像资料相互配合，把 70 年

前那段可歌可泣的中国战争史，鲜活

地呈现出来。我们必须说——

历史活着，活在卢沟桥依然醒目

的深深弹孔里；历史活着，活在广袤大

地的抗战传说中；历史活着，活在人们

的记忆深处；历史活着，活在中华民族

明晃晃的历史册页上！

《胜利与和平》是一座荡气回肠、

分量很重的艺术雕像。其中有着沉甸

甸的质感，为了缅怀那些永远活在人

们心中的先烈！

《胜利与和平》是重大历史题材的

主题文艺晚会，在抗战和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的历史时刻举行，

其意义不言自明。值得点赞的是，如

此重大题材，全场演出却从一组缓缓

升起的英雄雕像开始，从一个前来看

望先烈的老兵个人回忆入手，正所谓

出手不凡。当他满怀深情地说出“亲

爱的战友们，每年胜利日，我都要来看

望你们。今天，是第 70 个胜利日”，全

场响起了狂风暴雨般的掌声！我想，

这正是人们感情深处的共鸣。

这是一场历史纪念性质的演出，

全场演出的舞蹈设计，都非常注意突出

“雕像”的作用，因而具有了沉甸甸的艺

术气质，恰恰与历史题材相得益彰，与

缅怀先烈互为表里。开场的《怒吼吧，

黄河》，用多媒体与情境表演的形式，用

男演员赤裸的手臂、脊背，组成了大写

意的咆哮“黄河”之形象，引人联想到国

歌里“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

城”著名词句，引人联想到抗战史上发

生在长城古北口段先烈们用人墙堵住

长城缺口的真实抗日历史，先烈们的英

雄壮举，让人热血沸腾！

历史题材之舞蹈，需要特别的设

计才能突出历史的主题。值得指出的

是，如果说大合唱、小合唱、独唱等音

乐形式用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旋律为

晚会注入了许多闪光之点，那么，晚会

的舞蹈则铺陈出历史的粗犷线条和磅

礴画面。《大刀进行曲》里那一句“大刀

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多么生动地点

醒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驱逐强寇的坚

强意志。舞蹈没有再去单纯描述战斗

中的过程情节，不作外在的砍杀动作之

模仿，而是采用群舞“大刀”们围绕中的

三人舞形式，动作编排沉稳大气，雕像

式的艺术设计渲染了抗战英雄的典型

气质。表演唱和舞蹈《抗日将士出征

歌》，舞蹈编导充分利用斜面的大台阶，

用不断前进的步伐，勾勒出一个巨大

的、流动的“Z”字形行军队伍，简洁明

了地传达出“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送

儿打东洋”的历史情怀。当《在太行山

上》动人的歌声响起，人民大会堂巨大

的舞台上方出人意料地升起一轮红日，

一根斜刺里突向天穹的石柱上，一个八

路军战士的雕像伫立在苍穹，回肠荡气

的旋律与顶天立地的先烈雕像，把人们

的感情推向了深沉的高潮。

《胜利与和平》是一场磅礴气势和

感人细节完美结合的艺术演出，其中

有着跨越历史时空的巨大力量，为着

全人类共同珍爱的和平！

回顾历史，从 1949 年开始，用大

型音乐舞蹈史诗的艺术方式，在重大

历史时刻庆祝重大历史事件，已经成

为一种特殊的文艺行为。20 世纪 50

年代为庆祝新中国成立而出现的《人

民胜利万岁》，60年代为庆祝新中国成

立 15 周年问世的《东方红》，80 年代为

庆祝新中国成立 35 周年而问世的《中

国革命之歌》，都是这样的“大歌舞”。

这些艺术上的鸿篇巨制，浓缩了中国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可歌可泣的

革命历史进程。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

如何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创作领域有

所突破，显然是摆在创作者面前的一

个挑战。《胜利与和平》的问世，在艺术

上呈现出自己鲜明的个性和特色，艺

术突破充分表现在对于艺术时空的全

新概念和独特处理上。空前巨大的影

像大屏幕，甚至可以用影像覆盖整个

大会堂的穹顶，配合流动变化的斜面

大台阶，构成了独特的舞美语言，令人

感叹时空穿梭的冲击力量。影像资料

的“蒙太奇”剪辑，把各种经典的、极其

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链接在一起，让

人目不暇接地接受着历史情怀的涛涛

冲击。与此相配合，整个舞蹈创作与

表演也呈现出历史时空和艺术时空均

自由转换的新时代艺术特性。

例如，《游击队歌》的情景表演穿

插了一个刚刚入伍的小伙子对于“枪”

的渴望。他没有枪，自觉不像是一个

战士；他羡慕有枪的人，因为那才是真

正的“兵”！这一组表演在细节处理上

非常细腻、真实。当小战士最终得到了

一支枪，他迫不及待地向假想中的敌人

瞄准射击，枪声响起之时，正是下一个

群舞《铁血雄狮》的开端！配合着平型

关大捷、血战台儿庄、百团大战等等历

史影像，舞者用 8个梯子构成了多变的

“攻坚”武器，梯子上的舞蹈令人耳目一

新。当舞台上方出现了一条“栈道”而

勇士们前赴后继冲向敌营，舞蹈场面把

观众的目光最终引向一条红色的攻城

之路。此时的舞蹈，完全转换成一场向

着高空肢体力量的盛宴！

全场演出，特别是其中的舞蹈，容

纳历史之内容更加丰富，艺术手法却

更加洗练；影像世界和舞台表演空间

配合更加巧妙，艺术上却更加具有概

况性。舞台画面和舞蹈动作自由穿越

了时间、跨越了空间，直接到达观众的

心底，这正是现场观众大呼过瘾、深感

震撼的重要原因。

《胜利与和平》是一篇诗意盎然、

回味无穷的赞咏宣言，其中有着动人

的旋律，发出中国人的黄钟大吕般的

声音，向往着美好的未来！

应该说，这是一场充满了诗意的

演出，是当代中国人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痛定思痛，居安思危，呼唤和平，

开拓未来的一次艺术盛宴。一般来

说，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最普通的黎

民百姓，总是对和平满怀期许的。也

许是出于人类的趋利避害之本能吧，

人们总是希望忘记过去的痛苦。但

是，历史告诉我们：前事不忘，后事之

师。《胜利与和平》晚会用高度艺术化

的手法诉说痛苦的过去，也用高度洗

练的美好画面期待未来。我非常欣赏

整场晚会中两处“高调子”的艺术场

面。一个是舞蹈《卢沟烽火·南京——

永不忘却》，一群白衣女子为战争的苦

难而哭泣、呐喊、悲伤，舞蹈动作悲怨

愤懑之情溢于言表。另外一个是第三

篇章《和平梦想》中的第一个舞蹈《红

纱巾》。特别是那个由著名舞蹈家山

翀身着一袭白色衣裙扮演的母亲形

象，那样无助又无辜地紧紧怀抱着已

经死去的孩子不肯放手，催人泪下，感

人至深。舞蹈编排得静气十足，多用

背影的魅力，却更突显出对于和平的

深情翘望，对于未来的深深期待。

《胜利与和平》用艺术的盛大仪式

告诉我们，二次大战痛苦，最苦是中

国；人类文明发展，期待于中华；人类

和平希望，升起在东方！

七十年关山觅渡，洪流滚滚中华路。回首

望英雄何处，血染尽丰碑如簇。

70年前，坎坷的中国在艰难中走向胜利，从

战争中走向和平。14年抗战，66年国成，百年复

兴中国梦。共和国的故事，也要讲给儿孙去听。

打破时间的界限，贯穿空间的节点，《胜利

与和平》带我们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那

些过往，是黄河的咆哮，是英雄的长征，是松花

江畔的冰雪，是太行山上的雷鸣，是枪声响起

的北平，是骨血烙印的南京。这些血与泪，家

与国，我们怎敢忘却。这些艰与难，生与死，我

们热爱和平。

言语会让英雄的故事苍白，我唯有颂之以

诗、赞之以歌。胜利与和平凝结着英雄血泪，

我不禁肃然起敬、斗志昂然。

这一夜，我看见无数战士，那是铁血铮铮

的汉子，为国尽忠的男儿；这一夜，我看见无数

学子，那是忧心家国的青年，山河犹在的脊梁；

这一夜，我看见无数孩子，那是永不熄灭的希

望，中华民族的光芒。我看见有一面红旗，屹

立在山岗河岸。这一夜，我也看见落泪的老

人，徘徊在我梦里的延安。

若能回到延安，我会是那陕北公学的学

子，也会在那 800里秦川上守着中国的血脉，在

印着镰刀和斧头的旗帜下走向前线。我愿死

在冲锋的道路上，用枪炮声为我悼念，用祖国

的黄土将我埋葬。让我踉跄的脚步成为生命

的舞，让我的呐喊成为中国的歌。

我愿这歌雄壮，这舞悲怆。我愿这中国不

再经受苦难，愿和平与富强停驻在世界的东方。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已是 70周年，而在一夜我看尽中华儿女大大小

小的家国心愿。我铭记没有一寸土地不是鲜血

守护的经历，没有一寸土地不写着壮阔的波澜。

我们是今日中国的青年，年轻的中国是我

们的家园。我以当代大学生的眼光看着这一

场庆典，也以青年人的身份感动着祖国的今

天。有些事情，历史告诉我们不能遗忘；有些

仇恨，时间告诉我们可以冲淡；有些生活，先烈

告诉我们必须珍惜；有些明天，祖国告诉我们

肩负重担。百年前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中写

道：“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及至今日，中国犹有我少

年。艰难的中国，虽已过去，不能忘记。富强

的中国，虽已到来，敬在胸怀。

少年若有志，请去看看这 960 万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如何求得安宁的平日，去看看这 13

亿的父老乡亲，怎样展开单纯朴实的笑颜。请

将这中国的希望背在肩上，请将这民族的梦想

烙在胸膛。70 年前，为这胜利，我们已经洒过

太多的热血；为这和平，我们已历经太多的苦

难。那你的今日，请让这胜利的果实地久天

长，请让这和平的白鸽永远在天空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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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世

界迎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在

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中，各种冲突与动

荡也如影随形。中国首次在这样一个

重要的时刻，举行了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的

系列活动。最引人关注的当然是 9 月

3 日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大阅兵，以及当

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上演的题为

《胜利与和平》的文艺晚会。如果说大

阅兵向世界发出了直接而响亮的中国

声音，那么文艺晚会则以更全景和柔

性的方式表达了我们的历史认知、情

感诉说与精神追求，更具有文艺打动

人心的独特力量！

巨大的金色浮雕上，长城蜿蜒于

巍巍河山之中，下方是中国人民斗争

的身影，托起河山的是他们不屈的脊

梁。浮雕前矗立着战士的群像，凝固

的身躯挺立天地，坚毅的眼神穿越时

空。灯光渐暗，在老战士的追忆中，群

像“活”了起来，把我们瞬间抛入那热

血挥洒的历史……晚会以这样一种方

式拉开帷幕，让我的思绪之中不由回

荡起一句话——“静穆的伟大”。这本

是德国古典主义美学家温克尔曼对希

腊雕塑美学特征的评价——在单纯静

穆的外表下蕴藏着激动人心的精神力

量——成为这台文艺晚会的绝佳注脚。

在我看来，《胜利与和平》文艺晚

会在艺术表达上有两大可圈可点之

处，一是表演方式上的情境营造，二是

舞台语言上的化繁为简。

首先是晚会中的戏剧、舞蹈、音乐

等表演样式都大量运用了与情境相结

合的方式，从而为观众建立了一个很

好的“情感通道”。即通过人物和背景

的设置，迅速而准确地唤起观众的情

感体验。例如在表现东北抗日联军的

《松花江上·抗联英雄》那场戏中，演员

化身为那些耳熟能详的人物，但又不

进行具体的故事叙述，而是让他们以

最凝练动情的语言进行独白的述说，

配合着群众角色的默剧表演，让观众

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引起

情感的共鸣。即使没有具体的人物，

类似的情景式表演也始终贯穿整个晚

会，所有的故事并不展开，只是萃取最

典型的场景进行“点穴式”的呈现：如

《铁血雄师》中百团大战的浴血攻城、

《南京·永不忘却》中无辜妇孺的劫后悲

痛、《并肩战斗》中入缅远征军的密林行

军，还有《红纱巾》那个遗憾中寄托无限

美好的女孩……因此情境既不是具体

的故事也不是单纯的环境，而是能够通

过联想唤起情感的语境，贵在简练而准

确。表演方式上情境的营造，使得整场

晚会虽然是散点式的抗战全景呈现，但

却凝聚了情感，凝聚了精气神，真正体

现了史诗性的艺术风格。

也正是由于这种情境营造的表演

方式，要求舞台表达的语言宜简不宜

繁——过于繁复的样式会冲淡情境的

准确性与指向性。这一点尤其在舞蹈

的表演上非常突出。整场晚会的舞蹈

编排颇有惊艳之感，完全没有通常大

晚会中炫技式的铺张，而是在凝练中

充满了雕塑感。《南京·永不忘却》中的

母亲，怀抱逝去生命的孩子，几乎没有

多余的舞蹈动作，只是曲起身体仰天

无声地呐喊，一步步前行。悲怆的脸

上没有眼泪，弓起的身体却蓄满了悲

愤。这种介于舞蹈和肢体戏剧之间的

动作与调度，简洁中却极致地呈现出

肢体内在的情感张力。《同仇敌忾》中

《大刀进行曲》的舞蹈编排，也没有通常

男子舞蹈中铺天盖地的技巧，3 位主演

和群舞演员以静制动，完全以充满力量

感的造型和简洁的劈砍动作取胜，反而

让人感到抑制不住的热血与冲动。而

且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整场晚会中所有

的演员都投入在了内在的表演当中，适

度地夸大了面部神情但又不夸张，在电

视转播中几乎完美地填满了镜头。这

与很多晚会转播中由于演员“出戏”而

导致观众“跑神”的情况有着很大区

别。由此可见，繁复的表现往往就模糊

了焦点，简洁而准确的表达才清晰动

人；完全释放掉的力量就没有了力量，

蓄势而发的力量才激动人心——这才

能构成静穆而伟大的“壮美”。

当然，真正支撑这一切文艺形式

的都指向其背后不朽的精神！一段时

期以来，中国的文艺晚会不可谓不多，

在经济和商业浪潮的冲击下，很多晚

会甚至陷入了比拼服装、舞美、灯光等

外在视觉冲击的误区，忽略了舞台文

艺内在表达的精神实质。长此以往，

难免造成对晚会的审美疲劳。我特别

注意到抗战 70周年文艺晚会的视频在

网络上的点播数和好评率都相当不

错，并且在 20 岁至 30 岁的人群比例中

很高，各行各业的好评度也差别不大，

显示出很高的认同度。这说明，大家

认同的不仅是晚会的艺术样式，更是

艺术样式所传达的一致的精神追求。

鲁迅先生曾说：“文艺是国民精神

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

的前途的灯火。”抗战 70周年文艺晚会

的成功之处，当在于其用艺术之美诠

释了可贵之民族精神！战争是残酷

的，胜利的不是战争，而是追求美好与

和平的精神。静穆的伟大不需要虚张

声势的喧嚣，只需要处变不惊的坚定

与从容。

胜利与和平 静穆与伟大
许 锐

老兵讲述《红纱巾》

舞蹈与情境表演《铁血雄狮》 （本版图片由林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