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70

年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打败

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

一伟大胜利，值得中华民族和世界上热爱正义

与和平的人们永远铭记！

抗日战争胜利那年，我是科尔沁草原一所

蒙古中学三年级的学生，我没有参加过抗日战

争。但是我在 1945 年冬参加革命时，不论是在

辽西前线，还是在内蒙古后方，我的首长或战友

们许多同志都参加过抗日战争，那时他们也都

很年轻，人们称他们为“年轻的老革命”，我就是

在这些老革命的引领下长大成人的。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一个艰苦卓绝的

过程，这段波澜壮阔、气壮山河的历史，是我们

广大作家取之不尽的创作宝藏。从国内看，我国

的几代作家，以抗日战争为题材，创作了大量经

典之作，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文学高度。从国际上

看，以反法西斯战争为题材的优秀文学作品也

是数不胜数。

今天，这一宝藏有待于我们更进一步地发

掘、传承、创新与发展。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

代，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国各民族人民

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充分表现出中华民族的爱

国主义精神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惊天地，泣鬼

神。在血与火中淬炼出的伟大的抗战精神，为

中华民族精神注入了新的更为丰富的内涵。抗

战精神是一面旗帜，抗战精神是冒着敌人的炮

火用血肉筑起的长城，抗战精神是无数战士与

烈士们共同谱写的英雄乐章，是我们的永远的

支撑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我们每一个作家，都应该以强烈的使命感

和忧患意识，重温中华民族这段悲壮的历史，将

它作为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永远铭记。我们应

该有更多的作家，继承发扬现实主义的优秀传

统，歌颂在抗日战争中涌现出的成千上万的英

雄，以鲜明的时代性、厚重的历史感，抒写中华

民族万众一心、不怕牺牲、百折不挠、争取胜利

的坚定信念，从中汲取智慧与启迪，获得开创未

来的信心与力量。

70 年，弹指一挥间，今天，我们的国家，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正在

高速、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胜利前行！一个气

场强盛、充满希望的中国，已经屹立在这个世界

上！我作为一个生命个体，虽已垂垂老矣，但我

们闯过昨天、走到今天，而且还能跟同志们站在

一起展望明天，我们

是幸运的、幸福的，我

们 愿 为 脚 下 这 片 热

土，继续努力，奉献出

我们的一切！

从历史记忆中汲取智慧与启迪
□玛拉沁夫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7月9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在京

召开。中国作协副主席、机关党委书记吉狄马

加，中直团工委书记吴佳松，中国作协机关党

委常务副书记李霄明、机关党委青年委员李

梅参加会议。

吴佳松代表中直团工委致辞。他对中国

作协团组织多年来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

就进一步突出团组织的先进性、不断扩大团

的工作有效覆盖面等方面，对作协团的工作

提出了要求和期望。

会上，胡嘉代表共青团中国作协总支部

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回顾了过去几年中国

作协团总支所做的工作，并对今后工作提出

了建议。大会经过分组讨论，审议通过了工作

报告。

大会经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共青团中

国作家协会机关委员会，刘戈、安殿荣、张月、

张浩、陈涛当选为团委委员。随即召开的共青

团中国作家协会机关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刘戈为机关团

委书记，安殿荣为副书记。

李霄明在讲话中对上一届中国作协团总支5年来的工作给

予充分肯定，向新当选的团委委员表示祝贺。同时，宣布成立中

国作协青年读书会，期望通过读书会的形式，进一步提升中国作

协青年的文学修养和业务素养，增进各单位各部门青年之间的

互动，搭建一个常态化的学习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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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行超）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之际，王树增的《抗日战争》近日由人民文学

出版社出版。这是王树增继《朝鲜战争》《长征》《解放

战争》之后的又一部纪实文学力作，写作过程长达6

年，三卷本共计180万字。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

办的《抗日战争》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

《抗日战争》以恢弘的篇幅记述了发生在20世纪

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该作品以抗日战争

的每一次事件和每一场战役为纵贯线索，以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国际视角全面真实地揭示了中华民族在近

代历史中第一次全民同仇敌忾、浴血山河所赢得的伟

大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会上，王树增分享了自己的创作过程及思考。他

说，抗日战争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每个

人都应该回顾一下7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先辈们的

献身精神至今令我们敬仰，忘却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对中国历史和我们民族的奋斗史也是不公平的。“我

们这个民族要实现自己的梦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

可能在历史的某一个时刻需要我们这个民族的青年

人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在这种考验面前，有一种

精神能够支撑我们，为我们的民族作出自己应有的贡

献，那就是向前辈致敬、向前辈学习。”王树增坦言，自

己写这本书和之前所有的战争系列作品一样，都是为

当代中国而写，为当代中国的青年读者而写。

《抗日战争》警示历史不容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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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中央宣传部、中国作协7月9日在京召开

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着眼满足少年儿童阅读需要，繁荣儿童文

学创作，研究如何更好地推动多出精品、多出人才，为少年

儿童提供最好的精神食粮。

会议强调，繁荣发展儿童文学事业，要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

针，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

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指出，广大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工作者要大力唱

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突出中国梦时代主题，大力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思想道德

宝库，推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

作品，为少年儿童思想道德建设、意志品格塑造和心灵健康

成长提供良好精神食粮，鼓励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从小学习

做人、从小学习立志、从小学习创造，争当学习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小模范。要牢固树立精品意识，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精益求

精、潜心创造，着力打造儿童文学的时代精品，培育优秀的

儿童文学品牌。要高度重视和进一步加强儿童文学创作生

产的评论工作，发挥好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

风尚的重要作用。

会议要求，各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儿童文学创作生产的组

织领导，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促进儿童文学繁荣发展的政策措

施，科学规划引导、健全评价标准、加大扶持力度，为创作生

产营造良好氛围。要重视人才培养，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对广

大作家、评论家和出版工作者政治上多关心、工作上多支持、

生活上多帮助，使潜心创作、甘心奉献在儿童文学界出版界

蔚然成风。要充分运用多种途径渠道，加强精品推介，使好作

品真正传播开来，发挥更大作用，产生更大影响。

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29家专业少儿出版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百余

位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参加会议。会议为期2天，于10

日结束。

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觅） 70年前，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

亡的关头，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结成

抗日统一战线。以救亡图存为主题的抗战文艺，为振奋民族

精神、鼓舞民众坚持抗战、坚定人民抗战必胜的斗志和信心，

发挥了重要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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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抗战文艺对抗战胜利的伟大贡献，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抗战与文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馆藏文物系列展”7月7日开幕以来，受到广泛关注。

此次展览共展出历史文物、历史照片、美术和摄影作品等

1109件（套），其中有近700件（套）为首次展出。

此次系列展由“文艺与抗战展”、“延安电影团史料展”、

“抗战木刻展”、“抗战摄影展”、“梁又铭抗战美术作品展”

5个展览组成。“文艺与抗战展”主要展出抗战时期有关文

献、题词、绘画、歌曲与戏剧、漫画、连环画、窗花、邮票、证章、

传单、墙报、锦旗、文艺图书报刊等475件（套），形象地反映

了抗战文艺的各个方面，其中255件（套）是首次展出。“延安

电影团史料展”主要展出了延安电影团拍摄的珍贵历史照片

138张、相关文物17件，都是首次展出，系统反映了延安电

影团的历史发展和摄制作品。“抗战木刻展”展出了抗战时期

以延安“鲁艺木刻工作团”为主的木刻作品及有关文献文物

146件（套），其中51件（套）为首次展出。“抗战摄影展”从馆

藏数万张抗战时期原版照片中精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方大曾、

沙飞、石少华等著名摄影家的233张摄影作品，另有8件相

关文物。“梁又铭抗战美术作品展”展出了抗战时期国民党军

旅画家梁又铭创作的反映抗战题材的水墨画41件、水彩画

14件，以及梁又铭收藏的37件历史资料。它们是其家属近

期捐赠给国博的重要收藏，也是首次在国博展出。

此次系列展览多角度、全方位地再现了广大文艺工作者

在抗战时期所发挥的齿轮和螺丝钉的作用，及其为抗战胜利

作出的巨大贡献。通过此次展览，观众可以进一步了解延安

文艺座谈会后革命根据地的文艺所发生的变化，了解我党文

艺事业的发展和文艺队伍的壮大。展览将持续至9月30日。

国博推出“抗战与文艺”系列展览

“创作要到老百姓中去”的艺术观，形成于

家庭的耳濡目染。在赵季平案头，有一本被他

视为珍贵之物的手绘册页，第一页上就写着

“艺术来源于生活”，这是他的父亲、长安画派

的奠基人赵望云为他而作。赵季平是这句话的

践行者。“我虽然没有子承父业，父亲却是我登

上乐坛的指路人。父亲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外

旅行写生画画，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他在乡间

细细地观察，深深地揣摩，要把活人活事放在

图画里，以求抓住民间的现实生活，使艺术不

寄存在虚无缥缈之间。父亲的这种经历，对我

影响很深。”

“几十年来，采风是我的常态性积累。”赵

季平几乎每年都会抽时间下乡采风，“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在他眼里不是一句空话，他认为

观察体验生活除了“身”到，还需“心”到、“情”

到，三者缺一不可。听过赵季平作品的人，都认

为他的曲子“钻心”，究其诀窍，即是他对生活、

对人的真挚情感，切实理解了老百姓朴实平静

的生活，和他们心贴心，这样才能创作出受群

众认可的作品。

回忆当年电影《黄土地》主题曲的创作，赵

季平、张艺谋、陈凯歌三人一同住进了陕北农

村的窑洞，一住就是一个多月，虽然很苦、很

难，但就是这样的生活，让赵季平真正了解了

创作的方向，更激发了创作的激情。那段日子，

除了赶路，就是在老百姓的窑洞里听民歌，和

老百姓拉家常。赵季平说：“这样到生活当中去

磨砺，对创作大有好处。”也就是在当时，陕北

青年农民贺玉堂站在自家门前石头上，为赵季

平等人唱了一夜陕北民歌，歌者涕泪俱下，听

者如醉如痴……而后产生了电影《黄土地》苍

凉凄美的音乐。民间音乐有一种独特的韵味，

在现场倾听的感受与看谱子完全不同，这种韵

味在曲谱中是体会不到的。赵季平在山西民间

采风时，一位70多岁的老艺人表演二人台，唱

得荡气回肠，动人心魄；当地的吹打乐更是让

同行作曲家听得感动不已。“民歌本身就是在

这样看似贫瘠的土地上，生发出的一种从心底

流淌出来的歌儿，它有爱、有恨、有对生活的赞

美，这些感触都是从我深入农村和当地老百姓

沟通中形成产生的，在艺术上，我与民族音乐

的血脉贯通了；在情感上，我与普通百姓和人

民的心紧紧相连，我知道他们想什么，需要什

么。这些情感成为我所珍视的，并且在我随后

的创作中体现。”

回看赵季平的音乐作品，善于运用民族乐

器、传统戏曲及民歌元素，已成为他音乐的独

特标志。赵季平认为，创作要有根，要用自己的

母语和母语的思维去创作。20多年的剧团工

作经历让赵季平对传统文化有了扎实的了解

和认知。当年父亲的一番话犹在耳边：“你们在

学校里缺了一课，就是民间艺术的洗礼。中国

戏曲音乐是民族民间音乐的根，不论你学了多

少西洋作曲法，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是你今后音

乐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经父亲的

启发，赵季平开始用大量时间了解秦腔、碗碗

腔、眉户剧，并与其他剧种作比较，寻找它们不

同的特点。“在戏窝子待了那么长时间对我的

影响非常大。因为我了解了传统音乐，就了解

了音乐的母语。”如今，作为西安音乐学院的院

长，在学科建设中，赵季平秉承这一理念。他专

门找来一位陕北民歌专家，为作曲系学生讲

课，并带着学生去陕北采风。他告诉学生，民族

音乐就是自己的母语，在作品中展现优秀的民

族民间文化，并在这一基础上进行创新，这样

的音乐家才会有自己的风格和独到之处。

今年4月至7月，为创作“大秦岭”交响组

曲，赵季平又先后两次率创作团队深入秦岭腹

地采风走访，了解秦岭及山里群众的生活。在

这次交响组曲的创作团队里还有几位年轻的

作曲家，其中一位就是赵季平的儿子赵麟，父

亲的这种创作态度同样也影响到了他。赵麟

说，虽然自己从小就在这一带长大，对这里的

人和生活有一定的了解，但随着年龄和创作层

次的变化，对生活观察的重点也会不同，每次

深入都会有收获。赵季平希望，年轻的艺术家

能在自己的影响下，把心沉下来，沉浸在民族、

民间音乐的海洋之中，从中获取丰富的滋养，

更快地成长。

（辛 雯）

本报讯 阿尔丁夫·翼人是生活在青海的撒拉族诗人，从上

世纪80年代开始，他的《漂浮在渊面上的鹰啸》《沉船》《神秘的

光环》等诗作的出现，彰显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7月3日，由青

海民族文化促进会、青海大昆仑书画院、《大昆仑》杂志社联合主

办的“全国百位名家书《黄金诗篇》作品展”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

馆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以及屠岸、谢冕、张清华等诗

人、评论家参加了开幕式。

“撒拉尔/珍藏千年的/秘密黄金诗卷/在十二万张/更多熟

悉的星空/永远绽放出/今明的/三十部天象”。这首39字的《黄

金诗篇》是由阿尔丁夫·翼人所作，这首诗是他的早期作品之一，

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据诗人介绍，这是他所有诗歌作品中最

短的一首诗，创作此诗的灵感来源于珍藏在他撒拉尔家乡的千

年《古兰经》手抄本。《黄金诗篇》创作完成后，颇受好评。大约10

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书法家以《黄金诗篇》为内容创作了

一幅作品。这让阿尔丁夫·翼人有了集字的念头，之后便想举办

一次书法展，以书法的形式展现诗歌之美。

在展览现场，吉狄马加、陈忠实、莫言、高洪波、贾平凹、沈

鹏、屠岸、洛夫、谢冕、钟明善、肖云儒、韩作荣、李铎、杨炼、欧阳

江河、唐晓渡、王久辛等作家、书法家、学者的作品都得到了展

示。这些作品风格各异，为青海民族文化增加了绚丽的光彩。

正如阿尔丁夫·翼人所说：“诗歌是文学的重要门类，与书法

则是互通共生、交相辉映的关系。”传承书法艺术是华夏子孙义

不容辞的责任，他认为，“举办这次书展，是希望能够续接诗歌与

书法之间的文脉，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

（行 超）

本报讯（记者 武翩翩） 7月3日，由中国作协创作研

究部、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周

大新长篇小说《曲终人在》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

席李敬泽出席会议并讲话。

李敬泽谈到，在当下的“反腐”浪潮中，公众对官员群

体有着较高的认识欲望，对这一群体生活状态的想象也很

普遍。周大新在《曲终人在》中有力地回应了这种想象，在

这样一个话语场中作出了自己的创造、判断和表现，难度是

很大的。另外，在我们的文化中，对恶和黑暗的想象很充

沛，但在精神主题的建立上相对较弱，可凭借的美学资源、

精神传统和社会背景、文化背景都相对欠缺。周大新在作

品中，并没有简单地写一个好官或一个坏官，而是塑造出一

个在审美意义和伦理意义上都站得住的人，这也是很具挑

战性的事，周大新在这方面作出了令人赞叹的探索。

关注现实，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构筑了周大新创作的

基本风格。在与会专家看来，周大新也一直在突破自己。

从《第二十幕》的历史题材到《21大厦》的现实关注，从《湖

光山色》的农村生活到《安魂》的个人境遇，他从未忘记作为

一位作家的使命。他的小说注重人心理的起伏变化，并在

精神向度、人物塑造和艺术探索上呈现出一种开放的现实

主义风格。《曲终人在》是周大新继长篇小说《预警》之后，又

一部直接反映当下社会现实的力作。作品关注腐败问题，

没有回避现实中的矛盾，而是直面矛盾、深入思考，追求人

物的饱满真实。周大新在这部书中以“拟纪实”的手法，通

过20多篇采访记录，将他的忧思传递给每一位读者。作者

通过这些互相矛盾又互相佐证的采访，尽可能地还原出一

个完整的欧阳万彤的形象。《曲终人在》这种纪实性，保留着

生活的粗粝和尖锐，却又深刻触动社会现实本质。这部作

品更为深刻的地方在于探讨了人生的意义：每个人都面对

着一个自己的世界，不论身份，都有曲终的时候，但人生的

意义还在。

与会专家认为，这部作品讲述人的使命和责任、道德和

操守，呼唤风清气正、刚健有为，也呼唤全社会关注健康的

心理状态和正面价值体系的建立。该书对现实题材的把握

和所秉持的价值立场，都体现了作家的忧患意识和责任心。

雷达、胡平、吴秉杰、梁鸿鹰、彭学明、张陵、王山、贺绍

俊、高叶梅、孟繁华、牛玉秋、陈福民、李建军、李洱、李朝全、

徐虹、肖惊鸿等参加了研讨会。会议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副

总编辑应红主持。

周
大
新
长
篇
小
说
《
曲
终
人
在
》
在
京
研
讨

赵季平：创作要到老百姓中去

百位名家书写《黄金诗篇》

以书法展示诗歌之美

7月 9日至 12日，“国
家大剧院歌剧节·2015”闭
幕大戏《爱之甘醇》在京上
演。这部由意大利歌剧作
曲家多尼采蒂创作的喜歌
剧于1832年在米兰首演，
其旋律琅琅上口，节奏明
快，情节诙谐幽默，展现了
一个温暖而曲折的爱情故
事。此次演出的版本由皮
埃尔·马埃斯特里尼执导，
弗朗切斯科·梅里、赛蕾
娜·冈贝罗尼、张建一、黄
英等中外歌唱家主演。演
出期间，首都精神文明办
与国家大剧院还联合邀请
500名从外地来京的建筑
工人观看了演出。

王觅/文 凌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