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由川籍抗战老兵烧制青

花粗陶抗战杯。上面的文字是：“我只

记得八年抗战，我和日本昨 （作） 战，

我的腿上中了一棵（颗）弹。”

为了未来，收藏灾难
苗 春

《小时代
》引观众

两极分化

郑子榆

樊建川 %$ 岁了，穿
件军绿套头 &恤、斜挎布
书包，远看仍是个小伙
子。头一次见面他没一句客
套、寒暄，上来就带着记者
在军博的展厅里从头到尾看
《建川博物馆抗战文物展》的
展品，同时他的解说就像打
开水龙头一样地滔滔不绝。如
果一时没有跟上他的思路，他
就拍你胳膊或者捅你肩膀。
那些展品，都有近百年或

者至少六七十年的历史，尽管
隔着冰凉透明的展柜玻璃，却
似乎随着樊建川的讲解，让你
感到它们的一种“温度”：烽火
连年，'(" 师战士龙光珍的父母
终于收到他写于 '")* 年 $ 月 +,

日的“万金”家书，) 页“八行
书”字迹工整，最后一页连边框
外也写满了未尽事宜，而第三页
上“儿时刻准备开赴前线与日寇拼
死命”的话，让人感到了中华男儿
的一腔热血；一个画有苍山野树茅
屋小桥、充满古意的瓷盘，细看空
白处题写的却是那首“起来！不愿
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做
（筑） 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是时
人为了纪念“九·一八”,周年特意烧
制的；聂荣臻送给下属的文件包由
“上海荣顺”制造，搭扣至今闪闪发
亮，一点没有生锈，包里不知装过多少
军机密文，跟着主人横渡多少关山；蒋
中正亲笔在“中统”有关汪伪人员有意
投靠，希望获得官职的文件上批了大段
表示“不行”的文字，红色铅笔的字迹
如新；细细长长的川军竹制旱烟杆，上面
刻着“上战场打日寇”的字样，不知哪位
将士在战斗的间隙曾用它来提神。展览上
好几幅画作引人瞩目：何香凝的 《送寒衣
与伤兵回营》 画着累累怪石边怒放的一枝
黄花，张大千之兄张善子为美国援华的飞虎
队所做的 《飞虎图》，两只带翅膀的老虎正
凌空翱翔，这两幅画分别作于 '"), 年和
'"-.年，都是为抗战募捐所画；而最小的那
幅《胜利之夜》，由丰子恺画于日本宣布投降
后 )天，画面上大人、孩子一家 /口在电灯下
团圆，战时灯火管制结束了，平民百姓的兴奋
心情展露无遗。一件晶莹透明的小印章，却有
很大的意义：'"-$年，中国派出数十人组成的
驻日占领军先遣队，上校参谋廖季威的这枚水
晶印章上刻了“购于东京”的字样，成为当时中
国以胜利者之姿进驻东京审判的历史见证……
展览展出了 ).. 多件珍贵抗日文物，).. 余

张图片，其中仅国家一级文物就有 /. 件。当然，
这些只是樊建川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上的博物

馆群落中 *..万件收藏品的
冰山一角。无论藏品来得容
易，还是来得艰难，樊建川
对每一件的来历都烂熟于
心，都能讲一个引人入胜的
故事，而且如同他第一次为
别人讲述一样充满热情：张
善子的画是十几年前一次拍
卖会上拍来的，但是当时为
什么拍卖在四川而不在北京
进行？陈香梅为什么说这画
是陈纳德的？究竟是不是？
见证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
的美国“密苏里”舰三号锅

炉铭牌，到底它的前主人是如何拥有它的？有多少
展品是遵照原主人的遗言，在他们去世后才由子孙
送给樊建川的？又有多少展品是抗战将士本人、抗
战将士的后人或者当年的侵华日军士兵本人亲自送
到建川博物馆的？樊建川随时开讲，随时根据能够
利用的时间讲出繁简不同的版本，每一个故事无论
繁简，都令听者、观者心绪难平。

抗战已经胜利 $* 年，对于这场波澜壮阔、慷
慨悲壮的全民族抗日战争，海内外已经进行了不知
道多少次的纪念，文艺界对抗日也进行着各种演
绎。那些耳熟能详的历史名人，那些早已湮没不闻
的战士和百姓，通过这个展览，仿佛一一来到我们
眼前。这个展览从“七七”事变纪念日开始，到 ,

月 +/日结束，共展出 '*天，完全是免费的。“我
父亲是在面对面的拼杀中认识日本人和日本军队
的，我们这代人是在《地雷战》、 《地道战》 中认
识‘皇军’的，而我的女儿已经不知道了，她正享
受着日本先进的科技产品带来的舒适，至于‘日本
鬼子’，仿佛只是一个遥远的传说。”十几年前，樊
建川在他的收藏札记《一个人的抗战》中写道。插
过队、参过军、教过书、当过官、开发过房地产，
现在樊建川的主要经营项目就只有博物馆。“别人
收藏梅兰竹菊、春花秋月、才子佳人，我收藏的大
多是充满血腥和沧桑的民族灾难，是在收藏‘历史
的细节’，是在完成一本‘历史启示录’。”他感叹
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读书人，“我看的都是第一手
的原始资料。”关于日本，关于抗日，他觉得自己
有许多独得之秘，他希望与天下所有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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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 周年之
际，大型文献纪录电影 《情系人民》
在电影频道和 ;;&<=老故事频道播
出。该片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集团）与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全面展示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
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五代中
央领导集体“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的历史事实。

在创作形式上，该片避免了以往
同类题材宏大、全面的叙述方式，以
故事为主，娓娓道来，脚踏实地完成
了一次对重大政治题材的全新解读。
在整个影片中，关注的重点始终是老
百姓日常议论的话题，与老百姓的安
居乐业息息相关。

（胡师睿）

“看不够哈尼梯田，千年古道连天边，
白云生处百花开，红河绕山水绕田……神
奇的梯田，瑰丽的画卷，美丽的梯田，献
给你哟美好的祝愿！”这首由彝族青年歌
唱家姚林辉作词作曲并演唱的 《神奇的哈
尼梯田》，日前再次唱响北京人民大会堂。
听她唱起这首旋律优美、歌词动人的歌，
你仿佛被带到了气势磅礴的哈尼梯田上，
有身临其境之感。

姚林辉是红河人，也是“红河哈尼梯田
文化景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宣传大使”，《神
奇的哈尼梯田》这首歌是姚林辉专门为红河
哈尼梯田申遗创作的，是姚林辉的用心之作
和激情之作，更饱含了她作为家乡人对哈尼
梯田申遗成功的期盼和祝福。她说，#月 ++

日，当她在第一时间里听到红河哈尼梯田文

化景观成功“申遗”的消息时，一下子跳了
起来，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给所有她熟悉
的人打电话或者发短信报喜。

姚林辉为大家熟知，源于她集作词、
作曲、演唱于一体的才华，她也因此被
誉为“民歌原创歌者第一人”、“歌坛
的唱作才女”。姚林辉从小就看惯了农
家木楼，丰收田野，乡间炊烟。对于姚
林辉来说，家乡除了是生她养她的那
一方土地，同时还是她的精神家园，
是她一辈子的念想。她说：“哈尼梯
田不仅是红河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
傲、全世界的骄傲。今后我会一如既
往地将创作的目光集中在家乡的山
山水水、集中在神奇的哈尼梯田上，
为大家奉献更多的音乐精品。”

由郭敬明执导的青春电影《小时代》，#月 +,日
（星期四）登录全国院线，首周末 #月 >.日就以 +:#>

亿票房告捷。随着票房一路飙升，观众褒贬不一的评
价也汹涌而来。不同年龄层观众的争议呈现两极化趋
势，甚至有人夸张地形容为“小的尖叫老的退票”。

首映当天，著名影评人周黎明就发表题为《这是
一个物欲横流的“小时代”吗》的博文，称“《小时
代》之烂远远超过《富春山居图》，它的炫富和堆砌
达到一种病态的境界”，引来大批“郭粉”围攻。他
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老了，跟不上这个小时
代了。”

# 月 +* 日，著名编剧、学者史航发微博讽刺
《小时代》“导演把关把得好，全片没出现一个演技
派，大家水准一般齐。”并调侃影片中某些年轻女演
员念台词时手都放不下来是“贴春联的演法”，瞬间
引来《小时代》粉丝哄骂，而史航和周黎明一样不甘
沉默，选择奋力“回骂”，也让这场骂战达到高潮。

论战主要集中在 >个焦点：第一，“反郭”者认
为影片充斥着名牌，隐含着拜金主义的价值观，而
“挺郭”者则认为，影片中那些关于青春、梦想和友
谊的片段十分打动人心；第二，“反郭”者认为影片
大量使用追光特写配上主题曲的拍摄手法，更像是在
拍 ?< 而不是拍电影，“挺郭”者则认为郭敬明开
创了一种新的审美形式；第三，“反郭”者认为影片
情节散落，故事平淡，而“挺郭”者认为，这是小说
文本改编成电影的必然取舍。

总之，有人对《小时代》爱得多深沉，就有人对
《小时代》恨得多深沉。

郭敬明：“不是所有电影都是合家欢的，

能够打动一群人就很好了”

日前，郭敬明接受了笔者的邮件采访。对于微博
上大家的论战，他淡定地回答：“不是所有电影都是
合家欢的，不是所有电影都是针对无限制的人群的。
一个好的作品，能够打动一群人就可以了。”

至于很多观众质疑他用男演员色相来吸引眼球，
郭敬明毫不避讳地说，他的读者 ".@都是女生A电影
就是拍给她们看的，“她们会乐意看女演员挤出的乳
沟吗？所以我要更多地展示男演员”。

对周黎明指出的该片隐含的拜金主
义价值观，郭敬明反驳：
小说原著

和影片的故事就是讲述 -个女孩的成长史，影片是一
个传递正能量的片子，“你贫穷不要害怕，你平凡也
不要害怕，在这个世界里每一个人都可以变得更美，
都可以为了自己的梦想有勇气去坚持。”

郭敬明承认，影片从导演到演员都是新人，都还
很稚嫩。但是他也希望大家能够看完电影再来评价。
“我们拍了一部商业片、青春片，没有什么严肃的话
题，有争议很正常，我们会客观看待，任何意见都会
接受，刻意的抹黑不会去理会。”

无论有人说了什么，这部影片在商业上的成功是
毋庸置疑的。郭敬明表示，他还会继续尝试做导演，
把他的另一部小说《幻城》搬上大银幕。或许是因为
他自己也没有料到《小时代》上映后会引发如此大规
模和极为尖锐的争议，郭敬明表示， 《幻城》 的投
拍，“没有充分准备我轻易不会尝试。”

年轻“郭粉”：“美与丑本来就没有界

定，观众审美应该包容一点”

不少影迷觉得微博“加 <”的名人，如史航、周
黎明等，拥有很多的社会关注度，更应具有肚量，
“何必如此苛刻？”

李雨晨是中国人民大学大四的学生，她说自己就
是冲着原著小说和主演的帅哥美女去看电影的。《小
时代》原著最早作为长篇连载刊登在郭敬明担任主编
的杂志 《最小说》 上，它伴随着许多“". 后”的中
学时代，这帮书迷如今大多 +.岁上下，正是电影消
费市场的主力军。影片选在毕业季上映，也暗合了学
生成长和别离的情绪。
“我觉得电影虽然不接地气，却能把爱情、亲情、

友情、学业、事业、家庭等展现出来，试图拉开一张
网，让每个看电影的人从里面找到一点自己。”

她觉得电影市场就是要百花齐放才有意思，“美
与丑本来就没有明显的界限。只要在观感上能够满足
自己，能够引起一点共鸣，我就会觉得自己没有白白
浪费这张电影票。”

《小时代》 之所以能
引发这么

大的社会争议和观众分化，除了跟制片方的宣传造
势有关之外，更大的原因是它集结了各方矛盾冲突，
并且放大出来。

这场持续升温的争论也引起了许多“学院派”
影评人的关注。

作为这场论战中被封为“骂神”的史航的朋
友，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编剧崔子恩告诉笔者，
“我觉得这不能笼统地说是年龄层的差异，应该
是文化层的差异，是经过培训的观众和未经过培
训的观众的差异。当然未经过培训的这部分观众
也有消费的自由和权利，这又是另一个问题
了。”

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刘淑欣也持同样的
观点，她说，“周黎明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
消费的观念把人的欲望给释放出来了。”她
认为，其实这部电影最大的遗憾在于价值观
太过狭隘，没能深入地去探讨人性的深层意
义和共同命题，“这种所谓的都市时尚片
只会成为过眼烟云”。她说，目前中国电影
的生态环境确实需要净化，大家的心态也
需要净化。毕竟电影关乎社会文化和精神
导向，电影生产者、学者和观众应该心平
气和地交流自己的想法，形成良好的对
话机制。

有关 《小时代》 的论战还没有结束，
人们的思考也不会停止。它就像一个打
水漂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浪花，而郭敬
明和他背后庞大的团队，就是那个扔石
子的人。或许正如乐嘉在《我眼中的郭
敬明》 中所说的那样，“任何情况下，
一棒子打死都不是高明的做法。这个
人之所以成为这个人，必定与我们所
不知的他的某些经历有关；即便你
非常喜欢这个人，他身上也可能存
有你看不见的龌龊和不堪；从这个
人身上，我们要学会吸取到对我们
自己有用的东西。”

时间会证明，这究竟是个怎样
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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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军民使用的大刀和地雷

樊建川近影

配图所示藏品均为

建川博物馆聚落收藏

英国名记者田伯烈编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

暴行》。其中记载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冯

玉祥亲笔在封面上题记：“纪法细读 冯玉祥”。“纪

法”指冯玉祥的随从副官冯纪法。

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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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影评人：“这是经过培训的观众与未经

过培训的观众的争论，希望形成对话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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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文献纪录片
《情系人民》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