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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抗战时，总有一些文艺作品让我们心潮澎湃。
比如，现在的国歌，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

曲》，创作之初，就是为了鼓舞与鞭策所有中华儿女；《大刀进
行曲》，又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是著名作曲家麦新
为歌颂国民革命军第29军“大刀队”的英勇杀敌所作——据说
日本人非常迷信，认为人死后只有尸首齐全才能魂归故里，而

“大刀队”偏要把敌人的头砍下来。1933 年，第 29 军“大刀
队”在喜峰口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首次让日军尝到了大刀的
厉害。此后，据说每当中国军队向日寇发起进攻、把大刀从身
后拔出来的时候，都要唱着这首歌奋勇杀敌。

今年 9月 3日的盛大阅兵开始之时，从《抗大校歌》到《黄河
大合唱》，每一首音乐响起，都能让人民想起激越的民族感情。事
实上，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包括小说、戏剧、电影、音乐，在抗日
战争期间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表现了中华民族不惧外侵、争取
民族独立的优秀品质与精神，尤其是音乐，因为歌曲在任何时
间、任何场所、任何情况下都能大声歌唱。

作为一名抗日战争的亲历者，剧作家胡可回顾说：“抗战
时期文艺工作者的那种坚强意志和对艺术的完美追求，一直令
我怀念。今天，这种精神仍值得借鉴，广大文艺工作者更应从
民族的苦难和辉煌中汲取力量，从历史的艰辛奋斗中吸收养
分，更好地为广大人民服务。”

以文艺回顾历史、反思战争，也是国际

的
通行做法。无论是鸿
篇巨制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这里
的黎明静悄悄》，还是好莱坞大片 《拯救大兵瑞恩》、

《珍珠港》，都在极力还原战争真实场景的基础上的，通过这种
真实的残酷，描写战争中个人的挣扎、反抗与无力，点出反法
西斯人的坚强信念和刚毅形象以及战争的残酷、法西斯的残
暴，并引人进一步深思战争。

近年来，抗战题材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也同样良莠不齐。
如何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创新、创作出艺术和思想兼顾的作品？

对这个问题，导演高希希表示，当下抗战题材影视创作在
价值观引导上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影视作品应更多注入人文
关怀，加大对战争的反思，从深层次去揭露战争的残暴本质，
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从而唤起更多观众对国家与和平的
热爱，为国家和平进程而奋斗。”他说。

作曲家孟卫东则称，今天文艺工作者不能仅仅满足于在“高
原”上徘徊，还要勇攀文艺“高峰”。特别是在文艺界隆重纪念抗战
胜利70周年之际，要从历史进程中汲取营养，在精神传承中获得
力量，以生动的艺术创作，将伟大的抗战精神转化为鼓励万千民
众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强大动力，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
代的优秀作品来。

“抗日战争是一场改变中国
国家命运的战争，
是 中

华
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
的重大转折。鸦片战争中国进入近代
以来的百年间，几乎所有列强都参与过对中国的侵略和
掠夺。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反抗，但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失败
而告终。抗日战争以前所未有的气势，激发出全国人民的伟大
民族觉醒和空前民族团结，鼓舞中国人民走出历史低谷，重
新找回民族的自尊自信。一个世纪以来世界列强强加给中
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开始崩溃，中国重新确立了世界大国
地位。”《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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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很难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你必须刺痛他。在历
史问题上，日本右翼就是装睡的人。它不仅装睡，还
想催眠整个世界。对承载历史记忆的教科书进行修
改，对别国公布的档案进行攻击，是它的惯用套路。

日本右翼这类做法，有着不短的历史，也产生很
大蛊惑力。学者研究发现，自从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日本一些
中学历

史教材就不断被修改，“战争反省”等内容不翼而
飞，新增的一些表述匪夷所思。在右翼势力影响之

下，一批旧外交官、旧军人乃至战犯，用撰写
“秘录”、“传记”、“回忆录”、“历

史著作”以及发表“手
记 ”、“ 日

记”等多种看似真实的形式否认历史，美化侵略，因形
式的丰富，撰写者的身份，产生的影响不可小觑。

即便是到了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时，日本右翼在修改和否认历
史方面，依旧丝毫没有收敛，相反更加猖獗。今年4月，
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来年采用的初中教科书
中，否认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内容，大为增加。书中，甚

至把在中国推行的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改
为由于中国“抗日运动的展开，迫使日本军

队保证治安”。
在维护历史记忆方面，中韩

等二战受害国与日本右
翼之间，从来没有停歇
过无形的“抗日战争”。
日前，中国在这场“战

争”中，取得新的标志性胜利。10月9日晚，总部位于巴
黎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发布消息，《南京大屠杀档案》
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这一消息让人振奋，也刺痛
了日本右翼。

硝烟无形。自从中国宣布南京大屠杀申遗以来，日
本政府和右翼势力就百般阻挠，多次要求中方撤销申
报，“提出了8次交涉要求”。即便申遗成功之后，日方依
旧质疑中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声称将要求教
科文组织进行制度改革，不再被“政治利用”。

铁证如山的档案，尚且遭到日方如此阻挠和批
评，足见维护历史记忆的不易。日本的一系列倒行逆
施，与德国形成鲜明对照。德国反省战争，而日本否
认侵略。今年，一部名为《光明与阴霾——德日二战
反思录》的纪录片，将德日两个同为二战战败国的国
家，对待历史的截然不同态度进行呈现，引发强烈反
响。一些日本学者，同样认为此片有警醒作用。

战争因何而起，如何避免战争？70年来，问题早
有答案，那就是反省并铭记历史。而要维护历史记
忆，刺痛装睡的人，就需要更多的档案成为世界记忆
遗产，更多优质的纪录片、著作、研究成果普及开
来。

必须刺痛装睡的人
正 楷

说起抗战70周年的文艺作品，首先要说的就是最受大
众欢迎的电影和电视剧。相关数据统计显示，在电影方
面，《百团大战》、《开罗宣言》 等 65 部讲述抗战及战后秩
序建立的电影，吸引了超过10亿人次观影；而《东北抗日
联军》、《太行山上》 等一系列抗战有关的电视剧作品，更
是每天平均有6000多万观众准时收看。

影视作品拍宏大题材，不是件容易的事。不尊重历史，可
能拍成“手撕鬼子”、隔空打牛的“抗日神剧”；艺术性兼顾不
够，可能沦为生硬空洞的说教。今年的抗战影视作品中，有许
多就注意到了兼顾艺术性和思想性的问题。

今年8月4日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的电视剧《太行
山上》，从酝酿写作到搬上银幕，整整花了4年的时间。以
刘邓大军为主角的电视剧，就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二九师驻
扎最久的河北涉县完成。

“九千将士进涉县，30万大军出太行”，历史的画卷展
开时，用的是满满的细节。

比如，在电视剧开篇时，饿极的八路军取走老百姓地
窖里的红薯后，按照纪律留下了一袋钱和借条，留下了驻
军和名字，老百姓了解到八路军就是当年的红军，主动给
部队送来了粮食；鬼子正在搜山，庄子岭妇女主任李才清
带领群众和伤病员藏进山洞，为了战士、伤病员和乡亲们
不暴露，她紧紧捂住自己孩子的嘴，孩子窒息而死；邓小
平的夫人卓琳怀孕了，吃了老乡送给的榆钱，邓小平坚持
给老乡还钱，卓琳起初还顾忌面子，最后又想通了……

《太行山上》 的执行编剧张森林是土生土长的涉县人。
他告诉本报记者，为了写好剧本，他走访了许多历史的亲
历者、搜集了大量材料，剧中的很多细节都有历史依据。

涉县赤岸村村民郭玲娥，是八路军 129 师首
长房东的女儿。看完电视剧，她回忆
道：“那时八路军在我家和我们
共同生活，经常在一个
锅里吃饭，共
同 修

农
田 ， 干 农 活 ，
就像亲人一样，这种鱼水情
深我至今难忘。”

在今年上映的电影 《百团大战》，其叙事的恢弘
感则更强。据摄制方八一电影制片厂介绍，这部影片动用
的人员堪称八一厂出品影片之最：幕后工作人员多达 860
人，群众演员参演人次更是接近10万人次，且全部由实景
拍摄。在国内的一些电影网站上，片子的影评中，许多都
对片子的特效赞不绝口——全景战场的激战画面，日寇三
光运动的惨烈特写，战场的广角度俯拍，淋漓尽致地展现
出战争的残酷惨烈，可谓“大片感”十足。

而片中虚构的抗日青年，在这部史诗般的战争大戏
中，也用自己的人生为时代作了注脚。在历史的洪流中，
个体的情感际遇显得含蓄而若有若无，悲剧的结尾也为抗
日的大背景添加了一分惨烈的颜色。

早于《太行山上》上映的电视剧《东北抗日联军》，则
称得上填补了重大的“题材空白”——第一次将长篇镜头
对准了东北抗联这个群体。“九一八”事变之后，以杨靖
宇、赵尚志、赵一曼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员，在东北的
林海雪原中长期坚持游击斗争，最后壮烈牺牲。电视剧
播出时，在京工作的媒体人高严，每天晚上都要
和年幼的孩子一起观看，“让孩子感受历
史、感受英雄”。而谈到杨靖宇、
赵一曼等英雄牺牲时，
他 则 坦 言 ，

“非常

感动”。
同样被英雄打动的还

有电视剧的演员们。饰演赵一曼的演员
刘威葳就表示，在拍摄时，经常要遇到很多困难，比如
穿着厚厚的棉裤湿透了全身，被炮火的烟熏得难受，等
等。但是转念一想，女英雄当时这些都经历了，今天还原女
英雄，只是演戏，自己还有什么受不了的？

这些影视作品，或聚焦大场面、宏大叙事，或着力
刻画细节、栩栩如生，但共同的特点都是，拍
出了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的不屈不挠，
写出了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慷慨
悲歌。镜头的力量，
就在于此。

70多年前，当抗日战争如火如荼之时，文艺，成为了匕首和
投枪、宣传队和播种机，也是战火中鼓舞军民战斗的号角。70多
年后，当历史的硝烟已经散去，人们依然选择用文艺这种形式，
回顾历史、直面历史、致敬历史。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
中国推出了一系列的文艺作品和学术作品。它们当中，有电影，
有电视剧，有纪录片，也有研究书籍。

用作品纪念抗战胜利

用作品纪念抗战胜利7070周年周年
本报记者 申孟哲镜头里的中华儿女

文艺中的民族精神

艺术的力量穿透人心，但最打动人的还是
真实的力量。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也有一大批史料性

的作品问世。这其中，既包括《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这
样的官方著作，也包括《东方主战场》、《光明与阴霾——德
日二战反思录》等史料翔实的纪录片。

由军事科学院联合军内外抗战研究专家学者撰写的
《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甫一问世就得到了广泛关

注。这本即将翻译成英文向世界传播的著作，开篇就
将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定在了 1931 年——以“九一

八”事变为标志。过去，我们都习惯称“八年抗
战”，但其实这是全面侵华战争爆发

后的八年，在此前
的 6

年
， 还 有 东

北等地坚持的局部
抗战。14 年时间，足见抗

战之艰难曲折。
同样，在过去的研究视角中，大多孤

立地描写日本侵略中国和中国的抗战，但在这本书
中，中国的抗战被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事业当中，明
确指出，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
场，对世界大战产生了牵动全局乃至改变格局的重要影
响：中国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抗击和
消灭日军最多，付出代价最大，对彻底战胜日本法西斯起
到了决定性作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主任徐光
春认为，这样全面审视中国抗日战争，不仅使中国抗日战争
的历史更加完整，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也更加符合
历史的原貌。

在《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中，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
战当中的表现、地位和作用，也得到了客观公正和历史辩证
的描述和评价。它肯定了国民党军队在战略防御阶段以正面
战场大规模阻击日军、以巨大牺牲连续进行淞沪、太原、徐
州、武汉等会战，也指出共产党挺进敌后开展游击的做法，和
国军一道，形成了敌后与正面两个战场相互配合、夹击敌人
的战略格局，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图谋。

而这本书对日军暴行的揭露力量也非常强大。书稿以
大量确凿证据，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的野蛮与凶残；在二战
史上灾难超过德军“伦敦大轰炸”的日军“重庆大轰

炸”，书中也有详尽的描述；大量的资料和
事实，则指出日本是第二

次世界大战

中
唯 一 大 规

模使用生化武器的
国家；书稿还揭露出，在

二战中，全世界至少有 40 万妇女
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其中至少有 20

万以上中国妇女遭受旷古未有的苦难。
《光明与阴霾——德日二战反思录》，则用比较的视

野，采访了大量的专家、学者、历史亲历者、政客、民
众，比较德国和日本在对待二战态度方面的差别。在镜头
前，大量的事实让人触目惊心——不仅是历史，更是现实。

比如，面对镜头，日本老兵金子安次这样回忆 1937年
的南京大屠杀：“我们进了一个村子，老兵就把留在村里的
农民带过来，把他们绑在树上，喊口号，一号，冲，让我
们去刺他们”；但同样是面对记者，日本右翼作家加濑英明
则称：“没有杀人 （平民），我们1937年在那里没有进行任
何屠杀，完全是由中国人虚构出来的。我们也就杀了几千
人 （士兵），没有十万、二十万、三十万这样的数量。”

而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姬田光义
则表示，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
日本兵都闭口不说，所以到
好 久 之 后 才 发 现 这 个 事
实 。 中 国 以 及 全 世 界 在
1937年就知道了，在日本
是顶级机密，在战败后也
是顶级机密。日本的中学
生 ， 在 了 解 到 侵 华 战 争
时，说是老师“拿 DVD 给
我们看的”，因为“教科书
里没有”。

铭记历史是为了前
行。在抗战胜利 70 周
年之际，这样的史料
性记载，也能更好地
提 醒 全 人 类 这 一
点。

史料里的抗日战争

创作源泉
商海春作 （新华社发）

8月25日，河北省邯郸市邯郸县南吕固乡中
心小学组织学生观看抗战影片、向逝去的先烈致
敬，传承民族精神。 史自强 郝群英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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