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责编：苗 春 邮箱：wenhuawanxiang@163.com

2014年9月8日 星期一文化万象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9月3日晚，北京首
都体育馆内万人大合唱，激荡人心。在光影纵横的斑驳
记忆中，全场观众重温4万万同胞的血泪情仇和960万平
方公里土地的苦难辉煌。

9月3日是我国第一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
日”，本场音乐会由此取名为“抗战”，这是近年来国内
舞台上首部以“抗战”为主题的大型声乐史诗。当晚，

“中国三大男高音”——戴玉强、魏松、莫华伦携手百人
交响乐团、百人专业合唱团，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倾情演
绎 《抗战——中国三大男高音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音乐
会》。音乐会曲目时间跨度从日本侵占东北三省直至抗战
胜利，视线所及从沦陷区、国统区到解放区，既有军歌、民
歌、艺术歌曲，也有诗词歌曲、影视歌曲、京剧选段。

当天，记者在现场。若不是亲眼所见，单看那座无
虚席的火热场面，还以为是周杰伦等当红歌手的演唱
会；若不是亲耳所听，不敢相信观众齐声合唱的澎湃，
是在共同演绎激情燃烧的抗日岁月。《义勇军进行曲》、

《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故乡》、《长城谣》、《嘉陵
江上》 等一曲曲脍炙人口的抗战歌曲，赢得了全场观众
阵阵的喝彩。

在歌声中，全场观众回首颠沛流离的流亡道路，回
首前仆后继的硝烟战场，回首饱受摧残的城市村镇；在
歌声中，全场观众重新感受激情洋溢的街头动员，感受
火热昂扬的边区号角，感受锣鼓喧天的胜利庆祝。

《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歌曲音乐一想起，现场观众们
沸腾了，那种深厚的情感让整个音乐会现场温暖满怀。69
年前举国上下欢庆胜利的激动场景湿润了每个人的眼睛。

“今天，我太激动了！每首歌都让我想起了过去的岁
月。今天，中国强大了，我们用歌声回顾中华民族抗击
外侮、浴血奋战并取得最终胜利的难忘岁月，更传递了
中国人民坚决捍卫国家尊严与民族梦想的不屈意志。”记
者身旁的一位老先生在整场音乐会上一直在做三件事：
高歌、鼓掌、拭泪。

现场，不仅有中年人、老年人，也有不少年轻人，
面对这样的场景，他们也格外受感染。“那首《歌唱二小
放牛郎》我会唱。”小学三年级的王明明告诉记者，这次
他随爷爷一起来听。“爷爷是老红军，今天对爷爷来说是
个重大的节日，他激动得几天前就与老战友相约来听音

乐会。”记者问他，这些歌能听懂吗？王明明有些
难为情，“虽然有些歌曲没有听过，但是歌

词内容非常振奋人心。今天也是给我
上了一堂教育课。落后就要

挨打，祖国强大了我
们很幸福，但

是更需

要我们努力学习，把祖国建设得更富强！”
“抗战胜利是音乐会的主题，但抗战胜利本身并不仅

仅意味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它也意味着世界人
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爱好世界和平、保卫世界和
平、反对军国主义、反对侵略扩张的胜利。”作为此次音
乐会的主办方之一，如新公司大中华区副总裁李潮东告
诉记者，如果把此次音乐会放在这个基点上去考虑的
话，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国的范畴，它的意义应
该还包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对和平的一种追求，对
法西斯主义和军国扩张主义的谴责和反对。

“今天，是我们胜利的节日！下面是抗战组歌联唱，
请大家跟我们一起纵情放歌吧！”演唱者之一的戴玉强动
情地说，他本人有着非常深厚的“抗战”情结。他的家
乡就位于当年的晋察冀抗战一线，那里至今还流传着很
多游击队打日本的民间故事，他父亲也是一位老八路。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音乐会邀请了 200 多位抗战将
领、抗战老兵及其后人免费到场观看演出。这一举措源
于戴玉强的倡议。“他本人也亲自为部分抗战老兵送上门
票。”

两个小时的音乐会演唱了 30余首抗战曲目，全景式
地反映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9月长达14年
的中国抗战历史画卷。音乐会即将结束之时，全场观众
不愿离去，高声呼喊“再来一首”。戴玉强等也非常激
动，再次放声高歌一曲《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一曲歌

罢，观众还是意犹未尽，于是，戴玉强
又唱了一首 《歌唱祖国》，全场热烈呼
应，将整场音乐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真是没有想到！这和之前的音乐会
或者明星演唱会都不同。这场音乐会，
观众们的心是紧紧相连的，祖国情是大
爱，这样的场面让人振奋！”一位同行告
诉记者，他跑艺术娱乐这条线很多年
了，很久没有遇到这样热烈的场面了。
观众们陆续退场，依然在热烈地讨论
着，哼唱着，遇到媒体的采访积极地表
达心情。这场音乐会，唱响了中华民族
的精气神。这场音乐会，发出了抗战的

“最强音”。这个夜晚，因为这场特殊的
音乐会而让人难忘。

回报社的路上，记者想起了 69 年
前，中国抗战胜利之日，诗人艾青情不
自禁、饱蘸笔墨连夜写下了激情洋溢的
诗篇《人民的狂欢节》：

人群，到处都是人群
感激传染着感激
欢喜传染着欢喜
个个都挺着胸脯
高高地举着火把

跟随锣鼓队
拥向街市……
所有的门都打开
迎接欢乐
款待欢乐
欢乐是今天夜晚最高贵的客人……
八年抗战八年泪，一寸山河一寸血。从 1937 年的

“九一八”事变，到 1945年 9月 2日的胜利时刻，战败者
乘船远去的“落日”余晖中，英勇悲壮的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9月3日，四万万
中国人民举国同庆，庆祝属于自己的胜利。作为一名中
国人，必须牢记：每年的9月3日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
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

“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的东方主战场，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
民解放，为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彪炳史册
的贡献。”在卢沟桥畔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时，习近
平总书记如此评价抗日战争的重要意义。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岁
月的长河中，69年的光阴弹指而过，但960万
平方公里土地的苦难辉煌从未走远，中
华民族历尽坎坷、自强不惜的顽
强生机激励子孙后代铭记
——中华民族之魂
永存！

姜戎撰写的以
狼为主体的史诗小说 《狼图
腾》，自 2004年至今已经畅销近 500
万册，被翻译成 30多种语言，进入
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经过 7 年准
备和 3 年拍摄，这部小说以中法合
拍片的形式搬上大银幕，同名电影
已经进入了后期尾声。出品方中影
集团董事长喇培康感叹：“在拍摄这
个电影时，我们就一个心愿，那就
是‘尊重原著，敬畏市场，尽心尽
力，精益求精’。我们‘超额’做到
了。这是一部令人亢奋的影片，这
是一部讴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影
片，这是一部史无前例的影片。”

据介绍，《狼图腾》的拍摄是一
个非常艰辛的过程。养狼驯狼则是
拍摄 《狼图腾》“必闯的一关”，学
会“与狼相处”是导演让·雅克·阿

诺 及 工
作人员们遇到的
一个非常大的困难。阿诺
说，“狼是非常危险的动物，尽管我
们已经驯了这些狼，养了它们很长
时间，但它们还是有很大的野性。
所以，为了能拍摄一些非常困难的
场景，在狼还非常幼小的时候，我
们就得把这些狼买来驯养。”阿诺还
举了几个生动的例子，“有些狼喜欢
在地上打滚，满身都是泥，但拍摄
的效果又不希望狼身上有泥，但又
不能碰它，很难从它身上把这些泥
弄掉，有时我们需要等几天，狼身
上干净了才可以拍。” 再比如，“有
一些很难拍摄的场面，比如夜晚拍

暴风雪
的戏，而且还要
有马群，大概在零下30摄
氏度的气温下，大家可以想象，这
对整个团队来说条件是多么艰苦。
尤其是‘狼马大战’那场，我们都
是在真实场景下拍摄的。大家看到
的 99.5%的镜头都是实拍的。”他
说，拍摄过程中有 9 位法方工作人
员，600位中方工作人员，后期工作
则有两位法国人和上千位中方工作
人员。

不同于以往，《狼图腾》是中外
合拍电影的一种新探索。“影片的原
创是中国的，制作也是在中国进
行，几乎所有的元素都是中国的，
只不过我们请了法国的著名导演，
用了法国的投资，变成了一部合拍
片。”喇培康介绍。以往合拍片的剧
本和创意基本上都是外国提供，外
国元素较多，中国元素较少。喇培
康表示，希望通过和阿诺及其团队
的合作，带动中国电影走出去。目
前，这部影片在国外卖出了很好的
成绩。他透露，《狼图腾》很有可能
作为中国电影申报明年的奥斯卡
奖。根据奥斯卡奖的申报规定，一
个 国 家 每 年 只 能 申 报 一 部 影 片 ，
“ 《狼图腾》 是一部中法合拍影
片，也属于法国电影。如果中国不
报，法国也可能会报”。他说，《狼
图腾》 可能会在今年贺岁档开始到
春节期间的任何一个时间段推出。

作 为 广 受 观
众喜爱的实力演员，李

幼斌在 《亮剑》、《闯关东》、《国
门英雄》 中曾经塑造了许多让人印
象深刻的角色。近日，李幼斌再登
央视荧屏，主演《爱的保镖》，化身
为当代都市中一个与以往角色完全
不同的小人物——“柳杨拳”传人
孙海山，讲述他化身“保镖”坚守
中华传统武术精神、守卫婚姻与家
庭的精彩故事。剧中，李幼斌成为

“功夫高手”，为了家庭、事业和情
感“出重拳、秀功夫”。

剧中的孙海山一身功夫，深藏
不露，但他的家庭、事业、情感经
历却颇为坎坷：虽然是“柳杨拳”
的第七代传人，却因为不肯背弃传
统武术精神，其武馆经营惨淡；作
为丈夫，他和妻子分分合合，家无

宁日；他教
女儿从小习武，使得

女儿一身男儿气，30多岁了还没
有找到对象，他身为父亲愁白了

头 。 剧
中，李幼斌大秀功

夫，一招一式都极具大师风
范，而在家庭中流露的铁汉柔情，
让人倾心。李幼斌与李菁菁饰演的
麻辣夫妻更是精彩有戏。他们一个
是武馆掌门，侠义心肠，心直口
快；一个是网店掌柜，抠门小气，
斤斤计较；一个脾气倔，性子急，
嗓门大，一个嗓门更大，说话更
急，虽不会武，却磊落豪迈。两人
是天生一对，却也是十足的冤家，
终日吵吵闹闹，笑料百出。两个人
动不动就离婚，又一次次复婚，演
绎了一段最热闹的中年情感。

李幼斌说，他接拍这部剧，就
因为故事情节和人物打动了自己。
至于孙海山这个角色的主要特点，
他认为首先是“怕老婆的硬汉”，

“面对学生说一不二，在家却屡屡受
老婆‘欺负’”；另外，“他是一位
非常朴实低调的人，其实是个有钱
人，但还蹬个三轮车上街，武馆面
临经营压力，也咬牙坚持，最终获
得圆满的结局”。

左图：李幼斌在 《爱的保镖》
中

由文化部、外交部、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主办
的第三届阿拉伯艺术节日前在京启动。

将于 9 月 10 日在京正式开幕的第三届阿拉伯艺术节是
为庆祝“中阿合作论坛”成立10周年，落实中央“一带一
路”战略部署，进一步促进我国与阿拉伯国家及丝绸之路
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而创办的综合性文化艺术活
动，同时也是 2014 年和 2015 年“中阿友好年”的重要内
容。本届艺术节将覆盖北京、西安、银川、泉州等近10个
省区市。在延续近3个月的艺术节期间，将有中阿文化部长
论坛、阿拉伯知名艺术家访华采风作品精品展、阿拉伯文
艺精品汇演、中阿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展等活动陆续举办，
活动数量创历届之最。 （嘉 蓝）

由中共广东梅州市委宣传部主办，梅州市楹联
学会、广东客天下旅游产业园承办的“中华梅州‘客
天下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楹联大奖赛”日前
启动。

该活动旨在借助楹联这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独特形式，讴歌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庆祝中国人
民经过8年浴血奋战取得的最后胜利，纪念千千万万
为抗日而流血牺牲的中国军民。

该项活动目前正在征稿，将于明年7月7日中国
全民抗战截稿。组委会将组织全国著名联家、学者
进行评奖，于明年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公布，并
同时颁奖。 （闻 文）

李幼斌为爱“出重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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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

第三届阿拉伯艺术节在京启动第三届阿拉伯艺术节在京启动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楹联大奖赛启动

中法合力打造影像“狼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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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 日，中国迎来首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当晚，

“中国三大男高音”——戴玉强、魏松、莫华伦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倾情演

绎《抗战——中国三大男高音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音乐会》。全场近万名

观众放声高歌，唱响了中华民族的精气神，发出了抗战的“最强音”。

中华民族之魂永存中华民族之魂永存
——三大男高音大男高音““抗战胜抗战胜利纪念日音乐会利纪念日音乐会””侧侧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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