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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抗战胜利 70周年，想让自己的孩子多读一
些纪念抗战的书籍，作为一个中国人，这是他不能忘却
的历史。”在北京王府井书店抗战、反法西斯史料主题陈
列区，正带着孩子买书的陈先生告诉记者。

抗战图书密集出版

几个月来，抗战主题的图书陆续亮相于各大书展和
书店。

8月19日，2015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正式
开幕，超过200种抗战主题图书亮相。此前，8月13日，纪
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
优秀出版物百家书城联合展示展销活动在北京图书大
厦启动。

作为全民族共同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抗战主题图
书的密集出版，正逐渐点燃人们阅读抗战经典、传承抗
战精神的热潮。

一批全景式描摹抗战史实的历史研究著作的出版，
为读者系统了解抗战奠定了良好基础。例如，人民出版
社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不仅完整呈现了
中国抗日战争史，而且对近期在中国抗战史问题上出现
的一些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进行了有力回应；李继锋
著《中国抗日战争全记录》回顾了自 1931 至 1945 年，中
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艰难曲折历史。

而亲历者的抗战回忆与抗战纪实，则使读者得以
近距离接触抗战历史。例如，新华出版社出版的 《亲
历抗战：20 位抗日老兵口述》，抢救式采访了 20 位 90
岁以上高龄抗战老兵；而作为抗日战争遗孤的中岛幼
八，则撰写了回忆录《何有此生》，讲述了自己在中国
的生活经历，及其与中国养父母之间的亲情。

此外，一些经由多方收集整理、具有重要史料价
值的抗战文献、档案资料也在近期推出。由上海科技
文献出版社推出的 12 辑 32 册 《淞沪抗战史料》，是出
版界首次以大型丛书的形式完整展示淞沪抗战全貌；
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 《抗战家书：我们先辈
的抗战记忆》，收录了抗战先烈近 100封家书及其背后
的故事，让国人得以透视宏大历史中个体的心灵轨迹。

主题活动助推高潮

除了推出抗战类图书外，相关平台机构还广泛开
展了层次丰富、形式多样的抗战主题活动，充分调动
社会各界的参与热情。

邀请作家等知名人士与读者进行面对面的阅读交
流活动，是推动全民阅读抗战作品的重要途径。5月20
日，“勿忘国耻，圆梦中华”《神圣抗战》 纪念版发布

暨主题阅读启动会，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
行，革命后代胡德平、车晴和张卓亚与现场的嘉宾和
小读者们分享了父辈的抗战记忆；8 月 1 日，《何有此
生》 共读会在北京东城区美术馆举行，作者中岛幼八
动情讲述了中国养父母抚育他成长的经历，使在场观
众对战争遗孤这一特殊群体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多场专题讲座的举办，则为读者进一步学习和思
考抗战提供了契机。8月8日，《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
抗战记忆》 主编张丁在国家图书馆举办了“民间家书
里的抗战”主题讲座，多角度介绍民间家书里的抗战
历史。8月15日，《东京审判——正义与邪恶之法律较
量》 的作者何勤华在 2015南国书香节举办了“东京审
判的伟大贡献与若干遗憾”主题讲座，系统解读东京
审判，并对战后日本对待侵略战争的态度及其成因进
行了分析。

此外，北京大学生读书节依托学生群体，深入校
园，开展了一系列抗战纪念活动。如华北电力大学法
学读书会举办的“追寻抗战足迹”社会实践活动，北
京交通大学知行国学社举办的“铭记历史，圆梦复
兴”主题征文比赛活动等。

对此，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主任李蓉告
诉本报，这些抗战主题活动，是对抗战图书出版的有
益延伸，不仅能够促进作者与读者交流，还有利于推
广抗战图书，促进全民阅读，引导广大群众关注抗
战，纪念抗战。

持续编读抗战读物

“这些抗战题材的作品对于我们以史为鉴看待中日
关系，对于在历史的烽烟中反思今天的生活和国家建
设，对于重温中华民族的那份血脉相连的感情，对于
加强中国人民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精神联系，都
具有重要意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北京大学中国语
言文学系教授金永兵对全民阅读抗战图书给予了高度
评价。

时代新媒体出版社总编辑李旭则对记者表示，这样
的活动要有持续性。

“集中出版抗战题材的图书，对于向国人尤其是广
大青少年普及历史常识，铭记那段历史，加强爱国主义
教育，增强爱国主义精神，是非常及时必要的，在今年集
中出版之后，还要长期坚持发掘抗战类题材的优秀图
书。”李旭说。

李旭建议，在新媒体时代，可以探索利用一些新兴
技术手段，策划出版一系列适合音视频传播的优质视频
书、有声书，并利用 3D 技术重现抗战历史，让更多中国
老百姓听得到、听得懂，在亲临其境中铭记历史。

国家大剧院重磅打造首个国际
戏剧季，在长达 110 天的时间里，
荟萃95场戏剧佳作，甄选了来自英
国、法国、德国、以色列等 7 个国
家和地区的舞台精品，打造了一场
戏剧艺术的饕餮盛宴。戏剧季无论
在演出规模、艺术成色，还是在剧
目的广博度上，都让很多专业人士
竖起大拇指，认为这是一次非常难
得的戏剧精品集群式呈现。统计显
示，戏剧季演出票房飘红，前期销
售率达82%。

随着国际戏剧季渐入高潮，由
大剧院举办的戏剧论坛也于9月7日
正式拉开帷幕。大剧院副院长王争

鸣、著名导演王晓鹰、陈薪伊、易
立明、张曼君，编剧喻荣军等艺术
家围绕“当前新创作戏剧的题材与
发展趋向”这一主题分享了创作经
验。作为一个展现国际戏剧创作发
展的平台，此次论坛让戏剧家和院
团管理者们了解了国际戏剧行业的
前沿动态，还能让更多的人来关注
戏剧艺术，将助推中国戏剧发展。

据悉，本次研讨会为第一单
元，由大剧院艺术总监徐晓钟主
持。9 月下旬还将举办第二单元，
由著名戏剧评论家童道明召集戏剧
人共话“戏剧的民族化发展”。

（宋 冰 刘格非）

今年大年初三，央视主办的农民春晚上，歌
曲 《好上加好》 酣畅淋漓地演绎了现代农家日子

“好上加好”的主题，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中国音
协和湖北省作协会员黎耀成。

黎耀成的歌词创作源于警言短论写作。2006年
他写的《幸福是什么》在《北京文学》首发后，在全国
引起转载热潮，广西、浙江等多个省区教育出版部

门更是将其编入中学生课外读物《麻辣热读》。
诗言志，词抒怀，歌咏情。从2008年始，黎

耀成的创作悄然转到歌词上来。这一年北京征集
第29届奥运会主题歌，黎耀成的《放飞梦想》一
举入围，刊登在 《中国文化报》 上。2009年中国
作协和《人民日报》联合主办“放歌60年”征文
竞赛，黎耀成的 《和谐是金》 入围优秀作品。同

年，歌词 《中国永远和春天在一起》 在“感动中
国——2009全国第四届原创歌词歌曲大赛”中荣
获一等奖；之后他的 《笑看人生多芬芳》 被选为
25集电视连续剧 《黄梅戏宗师传奇》 主题歌，此
歌随同该剧在央视热播后传遍全国；另一首歌词

《好班长》在全军和武警部队“百名好班长新闻人
物”评选活动主题歌曲征集中荣获优秀奖；《荆楚
传雅韵，八方唱和谐》 被选为文化部主办的第八
届中国艺术节主题宣传词。此外，他为中国·湖北
第七届黄梅戏艺术节精心创作的主题歌曲 《黄梅
飘香》 一举夺得该节会歌词创作大赛一等奖和第
四届鄂东民歌大赛金奖，一时风靡荆楚大地，被
评选为“湖北形象歌曲”。

由国家大剧院、都灵皇家歌剧院
联合制作的歌剧《参孙与达丽拉》9
月9日至13日与广大观众见面。

法国作曲家圣·桑创作的 12 部
歌剧中，最为著名的是1887年创作
的三幕歌剧《参孙与达丽拉》，该剧
百余年来在世界各大剧院中久演不
衰。9月9日亮相国家大剧院的此版
歌剧是大剧院继 《阿依达》 后制作
的第二部“大歌剧”，由国家大剧院
与主创艺术家确定创作方案，并在

中国完成制作。这是该剧在中国的
首次上演，在中国首演后还将登上
意大利都灵皇家歌剧院的舞台。国
家大剧院 3 年多前便邀请了世界著
名男高音歌唱家何塞·库拉来饰演男
主角参孙。在这位有着“男高音天
空中最闪亮的星”之誉的歌唱家所
塑造的众多人物中，参孙是其“招
牌”角色之一。该剧由法国指挥家
让·伊芙·奥松斯执棒，著名歌剧导
演乌戈·德·安纳执导。 （刘格非）

四川省双流县大力推进廉政文化专区建设，将廉政文化普及
与群众生活有机融合，起到了警示育人、润物无声的效果。

在双流县图书馆的大门口，硕大的LED屏幕上滚动着“反腐
倡廉”的字幕 （图①），一股廉政清风拂面而来，图书馆廉政书刊
专区里，一些市民在翻阅着廉政文化的图书。“自从图书馆设立了
廉政书刊专区后，每天都有不少群众到这里来借阅相关书籍，观
看廉政方面的视频。”双流县文化旅游和广电新闻出版局监察室主
任徐菊说。

在一排排书架上，整整齐齐排列着党史知识、道德教育、廉
政理论研究、反腐文学作品、廉政文学作品等各类图
书3000余册 （图②）。“这里是从各种渠道买回来的新
书，不定期进行更换。”图书馆负责人介绍，这次上架
的1000册廉政方面的新书被放在了最显眼的位置。与此
同时，双流县还进一步延伸触角，在全县180余个村（社
区）图书室设置了廉政书柜专区，全县大小图书馆向群
众推送廉政图书2万余册。

在国家AAAA级景区黄龙溪古镇，“三县衙门”这
个景点备受关注 （图③）。在清代，“三县衙门”“为民
做主、执法如山、清正廉明”的执法作风在当地广为
流传。双流县将廉政文化建设与历史文化相结合，利
用 “三县衙门”这一历史资源，打造旅游景区廉政教
育专区，今年以来，“三县衙门”参观游客超 10 万人
次。 （肖蜀韵/文 张 伟/图）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

年，出版界推出一系列“抗战”主题图书，并在全国各地开展

各种读书活动，让大众在书香中学习抗战史，弘扬抗战精神。

太行、王屋两座大山，方圆有七百里，高达万丈，本
来位于冀州的南面，河阳的北部。

山北有一位老人，名叫愚公，快90岁了，他家住在山
的正对面。他感到山北交通阻塞，来回得绕道儿，很不方
便，就将全家人召集在一起商量说：“我和你们一起用全力
把这两座大山搬掉，开辟一条通往豫州南部、直达汉水的
大道，能行吗？”全家人异口同声地表示赞成。

只有他的妻子表示怀疑，对他说：“凭您这点力气，连
魁父那样的小山也平不了，又怎么能把太行、王屋这两座
大山平掉呢？再说，挖出来的泥土、石块，又往哪里放
呢？”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把那些挖出来的泥土、石
块，一部分扔到渤海的边上，一部分扔到隐土的北面去。”

于是，愚公就带领子孙中能挑担子的3个人，凿石头，
挖土块，用畚箕和箩筐把泥土石块运到渤海边上去。他的
邻居京城氏的寡妇，有一个遗腹子，才七八岁，也蹦蹦跳
跳地来帮忙。他们从冬天到夏天，才能往返运一次。

河曲有个名叫智叟的老人，他见愚公率子孙挖山不
止，便来取笑并劝阻愚公说：“你真是太愚蠢了，像你这样
大把年纪，这么点力气，恐怕连山上的一根茅草也拔不
动，还能把这些泥土石块怎么样呢？”

北山愚公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即使我死了，还有我
的儿子在呀！儿子又生孙子，孙子又生儿子，儿子又生儿
子，儿子又生孙子，子子孙孙，无穷尽的啊！可山是不会
再增高了，挖一点，少一点，何愁挖不平呢！”河曲智叟被
说得没话可说了。

山神听到愚公的这番话，害怕愚公再不停地挖下去，
就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报告了天帝。天帝被愚公的精神所
感动，就派大力士夸娥氏的两个儿子，背起这两座大山，
一座放在朔方的东部，一座放在雍州的南部，从此以后，
从冀州的南部到汉水的南岸，便没有高山阻隔了。

点评：《愚公移山》是一篇古老的神话色彩比较浓厚的
民间寓言，最早记载于 《列子·汤问》。这里发表的是白话
译文。

《愚公移山》的故事，阐明了一个真理：群众是真正的
英雄，只要依靠群众，大家齐心合力，就没有克服不了的
困难。愚公移山精神，贵在持之以恒。它同夸父追日、精
卫填海、铁杵磨成针一样，都是传统的中国精神。愚公移
山，改造中国。数千年来，这种精神，一直鼓舞着中国人
努力地改造着中国。

——选自《中国传统故事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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