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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

抗日军歌——大刀高扬 军魂不灭

在抗日救亡时期，人们以音乐鼓舞抗争，用歌声传
达力量。纪念馆内讲述了许多抗日歌曲的故事，吸引了
众多前来参观的游客。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一首慷慨悲壮的《大
刀进行曲》，唱出了抗日军民的英勇无畏，激励着中华
儿女为抗战胜利而奋战不止。78 年前，《大刀进行曲》
与卢沟桥的枪炮声几乎同步传遍全国，唱出了中国人民
的抗日斗志。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卢沟桥事
变。但是，日军遭到驻守北平 （今北京） 29军的迎头痛
击，冯治安率领的部队打出了中国军人的血性。第29军
将士手持大刀，拼死肉搏，勇猛杀敌，英勇抗战的消息
激励了广大爱国志士。于是，23岁的麦新一气呵成创作
了抗日救亡名曲——《大刀进行曲》。 在表现“七七事变”的半景画前，观众们都不由自

主地跟随抗战馆内的背景音乐，合唱起这首歌。北京市
民陈阿姨已经是第二次来这里参观了：“在我们小的时
候，人人都会唱这首歌。现在唱起来这些革命歌曲，仍
然振奋人心。现在的年轻人真应该多了解历史，了解民
族英雄们的故事。”

创作于卢沟桥事变之后的 《大刀进行曲》，至今仍
让人心潮澎湃。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网上纪念馆的网民
留言中，这首歌和它歌唱的29军大刀队被屡屡提及。

抗战故事——口口相述 代代相传

从“九一八事变”声援东北同胞到“一二九运动”
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从长城抗战发出民族危亡的
最强音到卢沟桥事变掀开全民族抗战的大幕，当时的北
京人民始终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线。

“家住北京密云的英雄母亲邓玉芬，将自己的丈夫
和 5个儿子都送上了抗日战场；为了保护藏在山洞里的
区干部和乡亲们不被敌人发现，最小的儿子小七儿也死
在了她的怀里……”讲解员在展厅里惟一一尊单独的女
性塑像——邓玉芬像前说，这位看上去很普通的中国农
村妇女，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无私奉献了 6位亲人的
生命，被后人称为“当代佘太君”。

就在家人都为国捐躯后，邓玉芬便把战士们当成
自己的儿子，把自己的家当做八路军和伤员们的经常
性住所，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和救治八路军以及伤病
员。“这位英雄母亲也许一辈子都不知道‘共产党’这
三个字怎么写，但她却为共产党奉献了一切。”讲解员
最后总结道。

讲解员的讲述让在场的每一位参观者都唏嘘不已，
就连刚才几位大声争论的小朋友也安静了下来。“她的

小儿子和我一样大，真可怜。”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王
远小朋友依偎在妈妈身旁忍不住说道。

听过了邓妈妈的故事，不少游客在一张委任状前驻
足。这张委任状承载着一个“七七事变”中守桥连队的
故事。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宛平城北约400米处进行
攻击式演习，第二天凌晨开始向城内轰炸，当晨 5 时
许，10连连长孔宪全带领全连在卢沟桥附近与日军展开
战斗。在 3个小时的激战中，10连打退了敌人的 3次冲
锋。后虽被日军重兵包围，但10连全连坚持抵抗，英勇
无畏，在十几个小时的激战后，终于击溃日军，守住了
卢沟桥，形成了日军进攻以来中华民族第一道坚固的屏
障。但是在激战中，这位年仅29岁的年轻连长，不幸中
弹牺牲。

抗日英雄们的故事一次次地被参观者提起，在口口
相述、代代相传中更加深入人心。

卢沟桥因横跨卢沟河——即今天的永定河而得
名，是北京市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联拱桥。1937年 7
月7日夜，密集的枪炮声把人们从睡梦中惊醒，日军
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七七事变”爆发，中
国全民族抗日战争由此揭开序幕。如今，时隔 78
年，笔者一行走进坐落在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纪念馆，重温峥嵘岁月，体悟革命精神。

“立正！敬礼！”在抗战纪念馆里，来自河北唐
山的郭大爷身着旧式军装，向一座宏伟的浮雕敬了
一个标准的军礼。“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

当过20多年的兵，特地从老家赶来这里，穿上军装
留影，既是纪念我的军旅岁月，也是向抗日战士们
致敬。”

这座名为《铜墙铁壁》的浮雕，展现了在“九
一八事变”之后的14年里，中国人不分老幼、不分
南北，同仇敌忾奋勇抗争的场景。络绎不绝的参观
人群纷纷在这里合影留念。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表
示，《伟大胜利 历史贡献》展览自7月7日开展1
个月来，已累计接待参观群众23万人次，除去闭馆
和专场不开放外，平均每天接待观众近万人次。

2323 万人走进抗战纪念馆万人走进抗战纪念馆
刘雅睿 刘居星 赵鹏飞

观众在观看北京密云县普通农村妇女邓玉芬的事迹。 罗晓光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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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以其巧夺天工的造
桥绝唱享誉天下。“卢沟晓月”的唯
美画面也激发了后人无尽遐思。但是卢沟
桥所有的风花雪月记忆，都定格在 1937 年 7
月7日那一天。文人墨客之前所有的浪漫诗情都
被一场惨烈的炮火炸成碎末，日寇的铁蹄彻底踏破
了国人酣睡的梦乡。

于是，我想起著名作家许地山《忆卢沟桥》说过的
话：“卢沟桥的伟大与那有名的泉州洛阳桥和漳州虎渡桥
有点不同。论工程，它没有这两道桥的宏伟，然而在史迹
上，它是多次系着民族安危。纵使你把桥拆掉，卢沟桥的神
影是永不会被中国人忘记的。”

当年“七七事变”爆发，卢沟桥和宛平城是日军争夺的主要目标。凡到
卢沟桥参观的人们，大都会想到一个问题，即日军是从哪个方向进攻卢沟桥
的？按照正常的军事行动，一般应从长辛店打到卢沟桥，渡河后由西往东进攻
北平。明代建拱极城的目的，就是为了抵御由西南、西北方向侵犯北京的敌
人。但“七七事变”却出了反常现象。日本人是从北平方向调动丰台的军队经
大井村、五里店、大瓦窑由东往西进攻卢沟桥的。这究竟为什么呢？

前年，我为写抗战题材的纪实文学，多次采访抗日战争史学家郭景兴先生，
从中得到了答案。郭老担任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筹建处主任，也是卢沟桥
文保所的第一任所长。郭老自诩“守桥翁”，耄耋之年，仍鹤发童颜，超逸洒脱。
他谈到，“七七事变”前夕，北平的北、东、南三面都有日军和汉奸的军事势力，
只有守卫卢沟桥的驻军是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零旅二一九团三营，约1400多人。

1937年7月6日，日军以穿城到长辛店地区演习为名，妄图占取宛平城，我军
不允许，双方相持十多小时。7日夜，日军又借演习期间丢失一名士兵为由，要进
城搜查，预谋诈取城池，再遭我军拒绝。不久，丢失的日本兵归队，但日军仍欲武
装进入宛平城，又为我方严词拒绝。日军多次夺城未果，图穷匕首见，遂于8日晨
炮轰宛平城，进攻卢沟桥，酿成“七七事变”。我省悟了，“倾巢之下，安有完
卵”？一个内忧外患的国家，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除了全面抗战，是没地儿向侵
略者讲理的。

8日、10日、20日三天战斗最为激烈，日军几次攻下铁路桥和回龙庙，甚至
打到河西岸刘庄子，最后一次炮弹已打到了长辛店，宛平城却一直未被攻破。尽
管日军几度占领了卢沟桥、平汉铁路桥，但只要宛平城在我军手中，仍可将日军
击退，两桥照样能夺回。

48年后，国人在修复宛平城墙时出土了大量二十九军士兵在战时佩戴的钢
盔、帽徽，使用过的子弹、弹壳，还有让日军闻风丧胆的大刀……昨天的厮
杀、弹痕、苦难、艰辛，后代人是不应忘却的。我想，让卢沟桥作为所有中
国人都该知道，都该了解的“桥”，不为过吧？

怀旧并非只为了沉湎往事，也应为了那个既崇高又伟大的信念。“命令
前线官兵坚决抵抗，卢沟桥既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

这是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为与日军决战，组织全线反攻，在1937年7月28日下达的命
令。原件是日军在南苑战死的中国军官公文包内发现的，由驻中国第二步兵联队

津九井广收藏。
站在卢沟桥头，我脑海里迸发出“虽败犹荣”这四个大字。卢沟桥，

我想对你说：人只要有了梦想，心就可以飞翔。无论你脚下的道路多
么崎岖，无论阴霾密布的天空多么灰暗，梦想是藏在心底最绚丽

的花朵，会激励你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走出泥泞的小路，
去感悟今朝那别有洞天的碧水蓝天。

（剑钧，本名刘建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
散文诗学会理事、中国报告文学

学会会员。）

日前，西城区什刹海街道
“探访抗战遗迹 聆听抗战故
事”活动在北京师范大学北校区

（原辅仁大学旧址）举行。活动
中，主办方发布了辅仁大学旧
址、梅兰芳故居等9处抗战遗迹。

“民国知名学府辅仁大学与
抗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
城区党史办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九一八事变”震惊了北平，1931
年 9 月 24 日，北平 60 余所大、中
学成立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
会。在学联的领导下，位于什刹
海地区的辅仁大学等开展集会
游行、街头讲演等活动，抗日救
亡运动开展起来。

抗日战争期间，辅仁大学与中国大
学、燕京大学是坚持留平办校的3所私立
高校。在校长陈垣的主持下，辅仁大学
坚决抵制日伪奴化教育，始终坚持不挂
日本国旗、不用日伪编写的教材、不把
日语作为必修课，成为沦陷时期北平高
校中的一片“净土”。

据悉，什刹海街道发布的9处抗战遗
迹分别是：辅仁大学旧址、陈垣故居、
武庙旧址、景山、北平图书馆旧址、梅
兰芳故居、黄浩情报组联络点旧址、平
西情报站地下电台旧址 （南北两处）。

8 月 7
日，由北京市
东城区东花市
街 道 主 办 的

“勿忘国耻 圆
梦中华——纪
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
胜 利 70 周 年
红 色 收 藏 展

览”拉开帷幕，由社区收藏爱好者提供的150多件珍贵展品与观
众见面。图为孩子们在东花市社区博物馆听金铁华介绍抗战故
事。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社区街道办起抗战展社区街道办起抗战展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临近，北京市属公园从
近期开始布置主题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
未来”的花卉景观。

天坛公园将在主要景点摆放6处主题花坛，其中南门、北门两
大门区分别布置“浴火重生”“上善若水”主题花坛；北海公园将在
南门、东门、琼华岛东厅布置3处主题花坛；紫竹院公园将在东门
外广场摆放“太平盛世”主题花坛，其主体由拱形图案做背景，左
侧是双手放飞和平鸽的立体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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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情中国元素 玩转特效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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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沁诗

北 京 城 的 抗 战 记 忆 · 走 进 卢 沟 桥

图为展览展出的冯玉祥送给第29军军长宋哲元的大刀
形铜墨盒。 张传奇摄 （新华社发）

国产动画电影 《捉
妖记》 自 7 月 16 日上映
至今，票房已过 20 亿元。
影片中炫酷的视觉特效、
活泼的动画形象，让观众
回味无穷。然而，鲜为人
知的是，这些栩栩如生的
动画形象出自于一家由
洋 人 创 办 的 中 国 公 司
——位于北京市三里屯
的Base FX。

公 司 的 创 始 人
Christopher Bremble被员
工亲切地称为“老克”，

来自美国，毕业于南加州电影艺术学院。2002 年，
他因为自己执导的第二部影片第一次来到中国，便
对中国文化的活力和变化之迅速产生了浓厚兴趣。

“那时，我就决定要关注这儿的变化，尝试找到参与
其中、促进发展的方法。所以到了我的第三部电影，
我决定将所有后期制作带到中国。”“老克”对公司的
创立津津乐道。2006年，Base FX在北京诞生了。

万事开头难。创立之初，由于对公司发展方向不
认同，部分员工选择离开。“向你在乎的人说‘再
见’是非常难的，就像胡巴在笼子里那时候一样。”

“老克”这样形容当时的心情。幸运的是，公司逐渐吸
引、培育了很棒的团队和伙伴，得到了有关政策的帮
扶，并由此吸引了更多艺术家参与到这种国际化的创
作中来。

在中国生活13年之久，“老克”已经习惯并爱上这
里的工作和生活，出门用“滴滴打车”，喜欢吃火锅、
水煮鱼、烤鸭。在他看来，中国是一个很舒服的国家。
这 13 年中，他也见证了中国巨大的变化。就饮食来

说，“2002 年的时候，我只能吃到中式的餐饮，而现
在，北京已经国际化，很多餐馆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优
秀厨师。”他看见，北京的邻居在变，社区在变，建筑
在变。“社会的变化急速而温和。虽然人们接受国际
化，但是内心仍然是‘很中国’的。”

“老克”喜欢看贾樟柯的 《二十四城记》，最喜欢
的中国电影是张艺谋的《菊豆》。当他看中国电影的时
候，不仅是看故事，还要学习其中的文化。他认为，
与大多数美国电影只是用动作、喜剧、特效取悦观众
不同，成熟的中国导演仍然视电影为分享人生观的媒
介。“中国有很多既有意义又不失乐趣的故事值得去
发掘，中国也到了告诉世界她深厚丰富的文化故事的
时候。”“老克”的团队最初组建于上海，但是大家都
认为，如果想加入中国电影行业，应该离北京更近。
这里不仅有更多的电影资源、一流的导演，也能学
习到更纯正的中国语言，体味到更悠久的传统文化。

中国的电影市场隐藏着巨大的潜力，这也是
“老克”最看好的方面之一。“我能感受到新生代对
于娱乐的渴望，而电影是其中的方式之一，比如

《泰囧》 和 《煎饼侠》 就是很好的例子。”在他看
来，娱乐电影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便是视觉特效，中
国的导演和制片人同北美的电影人一样对于特效有
很大的期待。而这对于他的团队，既是机遇，也是
挑战。

2014年4月，Base FX和中国近20家影视技术
公司结成中国影视后期产业联盟，专注于影视后
期领域，旨在以行业合力推进中国影视产业的发
展壮大。

另外，他对自己的员工赞不绝口：“公司里
95%是中国人，他们很聪明、有创造力、有天
赋，对电影制造业热情、努力。我的工作就是帮
助他们实现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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