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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影视桥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在京举行

用光影追忆历史，用歌声唱响和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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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主办，

CCTV-6电影频道、华夏电影发行公司承办的

《气壮山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重点电影推介典礼》日

前在京举行。《百团大战》《战火中的芭蕾》《诱狼》

《根据地》《开罗宣言》《穿越硝烟的歌声》《报国忠

烈之赵一曼》《燃烧的影像》《黄河》《抗战中的文

艺》《犹太女孩在上海2——项链密码》《铁血残

阳》和《受降前夕》等共计13部国产重点影片将

献礼抗战70周年。

此次获得推荐的13部影片，主题突出、内容

丰富、制作精良，是中国电影人凝聚颗颗炽热之

心的精诚之作，大多即将于8月底至9月在全国

陆续上映。电影频道希望通过推介这些优秀的国

产影片，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伟大时刻。在受推荐的

影片中，既有《百团大战》《开罗宣言》等反映重大

历史事件的鸿篇巨制，有《诱狼》等体现八路军战

斗智慧和勇气的战争片，有《战火中的芭蕾》这样

表现中苏军民共抗侵略的影片，还有《根据地》

《燃烧的影像》等纪录片和《犹太女孩在上海

2——项链密码》等动画片。其中，《诱狼》根据真

实历史事件改编，以黄土岭战役为背景，重现当

年担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三支队支队长

曾雍雅智诱日军中将阿部规秀及其所属部队进

入我军包围圈，最终被我八路军一举歼灭的故

事。《战火中的芭蕾》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通

过男女主人公在抗日烽火中的芭蕾情缘，讲述一

段跨越国界的凄美爱情，再现了日本宣布无条件

投降以后，黑土地上最后一战的残酷与悲壮，展

示了中俄两国军民患难与共、携手并肩共同抗击

法西斯侵略的战斗友谊。《根据地》以李延国、李

庆华的同名报告文学为基础，以冀鲁豫边区革命

根据地为背景，以党和人民群众亲密关系的鱼水

之情为主线，全方位展示了冀鲁豫边区革命根据

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在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英勇牺牲前赴后继的艰辛

历程，以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和感人故事，提炼

出“人民是共产党永远的根据地”这一崇高主题。

为了凸显推介典礼的时代气质，电影频道调

集了当今中国优秀的舞美制作班底，力图借助最

前沿的创意与科技，构建一个不同于往常的舞

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典礼还力邀词作家

王平久、音乐制作人常石磊，共同创作了典礼主

题曲《和平歌》。歌曲的主创团队还发起了“用实

力唱歌，用实力保卫和平”主题歌公益演唱活动，

萨顶顶、金池、胡维纳、孙伯伦等歌坛新势力代表

共50人联袂录制了这首歌曲。这首充满正能量

的歌曲同时在典礼现场唱响，并将作为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重点电影推介典礼的宣传曲，从8月21日至“国

庆”在电影频道滚动播出。此外，典礼中的文艺节

目加入了许多原创元素，并进行重新编排，力图

营造出一种凝重、庄严、充满朝气的氛围，打造一

个主题突出、特色鲜明的电影盛典。

推介典礼得到了成龙、陶泽如、刘之冰等众

多电影演员和廖昌永、阎维文、雷佳、王丽达、陈

思思、曹舒慈等歌舞演员，以及钢琴家李云迪的

热情响应，并现场助阵演出。

值得关注的是，推介典礼还邀请到抗战名人

的后代共同回忆那段激荡人心的岁月。音乐艺术

片《黄河》中主旋律《黄河大合唱》的作曲冼星海

的女儿冼妮娜，《穿越硝烟的歌声》的人物原型、

《游击队歌》的曲作者贺绿汀的女儿贺元元也来

到现场，并为观众展示父亲的珍贵手稿。

说起父亲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冼妮娜仍是

十分激动：“1939年母亲孕育了我，父亲则孕育

了《黄河大合唱》。我们是同年降生的。”冼妮娜

说，“父亲离开我时，我还很小，我对他的了解都

是通过母亲的讲述和他们的信件。我觉得他是一

个既平凡又伟大的人。”说到这里，她忍不住落

泪。冼妮娜表示，看到《黄河》这部以父亲的作品

为蓝本而创作的音乐艺术片，她感到非常荣幸与

自豪，“父亲以音乐为武器来抗日，我们便以音乐

来纪念他。”

而另一部《穿越硝烟的歌声》描写的则是贺

绿汀创作《游击队歌》的故事，该片由高峰执导，

青年演员吕聿来出演贺绿汀。影片将贺绿汀刻画

成一位“硬骨头音乐家”。女儿贺元元认为影片的

诠释非常正确，她回忆起父亲时说：“爸爸是个老

‘天真’。他向来都敢讲出自己的心里话，不绕弯

子，也不考虑保护自己。”

此次推介典礼是一场多形式、多维度，向多

类型、多层次观众推介电影的光影盛典，对弘扬

抗战精神、激发爱国情怀、倡导珍惜和平、实现民

族复兴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和作用。（影 文）

“抗战题材重点电影推介典礼”举行：

1313部新片佳作集中献礼抗战胜利部新片佳作集中献礼抗战胜利7070周年周年

为了庆祝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特别创作的大型

抗战史诗战争故事片《百团大战》将于8月28日公映。该片由宁海强、张玉中执导，汇

集唐国强、王伍福、陶泽如、刘之冰、印小天、吴越、邓超等数十位优秀演员参与演出。

日前，两位导演讲述了影片拍摄的过程和思考。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献礼影片，宁海强表示，选择“百团大战”

这个题材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整个国际反法西斯战争都

属于低潮阶段。这个时候，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站出来，打响了这场战役，抗击日本侵

略者。百团大战是整个抗日战争在正面战场不断失利、出现新格局的重要节点，这场

战役一举粉碎了日军想几个月侵吞中国的美梦，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电影《百团

大战》就是要大气磅礴地展现百团大战的恢弘场面，不仅要突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

国军队和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勇气，同时也希望用电影的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了

解、走进这段历史。”

电影《百团大战》突破了以往同题材影片的表现手法，宁海强在整部影片的创作

中，要求“尽量减少口号式言论，减少会议，使中央指挥的戏份有层次、不拖沓”，且“全

片紧扣一个话题——整个仗到底打不打、怎么打”。将一百个团这样的规模融进一场

并不完整的战役，《百团大战》不但囊括历史事件，塑造情绪线索，并且充分展现中国

式的作战理念和群众智慧。

宁海强直言：“百团大战的仗要打大，打小了就不是百团大战。但是作为电影来

说，百团大战是什么概念？它有很多部队，不同时期的战斗，你不可能将每场战斗都表现出来。所以我们

选择有代表性的战斗来表现，但即使具有代表性，你也不能把打仗的过程完全反映出来。所以，我们要做

归纳总结，集中展现了当年不同阶段、不同打法的三场战役，即娘子关战役、西营坞战役和关家垴战役。正

是通过这一场场的战役，打出了中华民族的气节。”

对于影片的拍摄，宁海强自称“拍电影和打仗一样，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里的“粮草”其实是指

影片的场景、道具。宁海强说：“一般我们是根据剧本来设计整个场景、道具，但这部影片时间上不允许

我们这样，在一切都没有的情况下，你必须有果断的决策，所有的场景要有非常鲜明的定位，否则在搭

建的过程中，等剧本出来了，时间节点却错过了。”既要还原历史，又要赶上时间节点，宁海强在场景的

布置上用了“聪明”的办法：“我们一直都是借力的，没时间也不能在平面上搭一个车站，也不能在平地

上搭一组炮楼。当年的黄崖洞兵工厂也成了风景区，场景怎么办？”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源自导演丰

富的工作经验。

对于历史场景的还原，宁海强和张玉中两位导演都有近乎“执拗”的执著。影片中有段游击队员和

当地老百姓半夜破坏敌人交通线的情节，为了还原当年的铁路，摄制组在拍摄期紧张的情况下，还特地

搭建了一条枕木铁路以供拍摄。

据悉，为了让更多观众看到该片，中影股份特别推出“最大限度让利院线、影院”、“9月3日看阅兵，

9.3元看百团”等多项惠民利好举措。首先，片方、发行方将在9月3日之前（含9月3日当天）最大限度让

利院线、影院。其次，中影将联合淘宝电影进行独家预售，于8月25日至8月27日3天开展“纪念反法西

斯胜利70周年 百团9.3元淘宝专场抢票活动”。8月28日至9月3日，中影将联合微票、中影票务通、格

瓦拉、抠电影、网票网五家票务网站推出“9.3元低价抢票观影”活动。期望能够让更多的观众走进影院观

看《百团大战》这部有内涵有情怀、有创新有细节的正能量之作，为市场、为观众争取更多的放映空间；

也为重大历史题材影片谋求社会效益、赢得口碑与市场影响力做切实努力。

电影《百团大战》由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紫禁城影业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中联华盟文化传媒投资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策划，中

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影发行分公司、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八一电影制片厂发行。

（小 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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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全景展现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

历史地位及其贡献的8集大型纪录片《东方主

战场》日前已制作完成。该片自8月25日起，在

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科教频道播出，从8月

26日起，央视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及5个

外语频道也将同步播出。

70年前，80多个国家和地区、2200万平

方公里的大地上，全球约20亿人口被卷入无

情的战火，经历正义与邪恶的殊死搏斗，中国

人民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

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消灭日军最多，付出代价

最大，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对

彻底战胜日本法西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战争的硝烟虽已飘散，悲壮的历史却有着

史诗般的回响。历史属于过去，但同样可以昭

示未来。为了全景式展现这一光辉历史，中央

电视台举全台之力，从多个部门抽调创作骨

干，全力打造一部经典纪录片。

纪录片《东方主战场》自1月29日正式启动

创作以来，始终秉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

和平、开创未来”的创作宗旨，他们夜以继日，殚

精竭虑，力争将该片打造成一部格局宏阔、史料

准确、影像精彩、手段高超，能够代表国家观点、

国家立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水准的“扛鼎之

作”。

为了使这部纪录片具有国际水准，经得起

历史的拷问，该片的学术文本由军事科学院组

织专家撰写，前后历时两年，修改近20次，大

小研讨数十次，党史、军事学、历史学、哲学、社

会学、文学等多方面权威专家参与其中。在历

史观点正确，史实准确无误的基础上，主创团

队撰写适合摄制组运作的电视脚本。为此，他

们科学布局，慎重取舍，条分缕析，字斟句酌，

为完成创作的初衷夯实了基础。

与此同时，6个摄制组、一个航拍组、一个

应急采访组共8路人马，马不停蹄地奔赴全国

22个省区市实施紧锣密鼓的前期采访拍摄，

共记采访抗战老兵、当事人、见证者100余人，

抗战遗址、遗迹187处，总行程近2.5万公里，

累计拍摄素材5000多分钟磁带及近30T的数

据素材。不仅如此，央视还充分发挥驻外分台

(站)优势，分别在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组织

拍摄，采访权威专家学者数十人。这些弥足珍

贵的采访在片中形成80多个故事点，使曾经

的历史更趋鲜活、丰满、生动，战场之上的悲壮

激烈令人感动，胜利背后的家国情仇令人感

喟，战火点燃的人性光芒令人缅怀，战争凝聚

的民族精神令人振奋……

作为历史题材纪录片，真实而全面且鲜为

人见的独家影像资料的拥有与艺术呈现至关

重要。为此，剧组自建组伊始，即与中央档案

馆、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中国电影资料

馆、军事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

单位反复沟通，成立专门联络组，据不完全统

计，该片搜集了180余部相关的专题片以及美

国、俄罗斯、日本、加拿大等关于二战的影像和

图片资料，通过对这些珍贵资料科学合理的运

用，为艺术的表达和呈现中国作为“东方主战

场”这一该片的核心本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

撑，也是该片力求深刻表达主题不可或缺的重

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为了呈现更好的视觉

效果，央视还组成了近百人的三维动画制作团

队，总时长近3000秒的精彩动画为该片增色

添彩；伦敦交响乐团90位优秀乐手为《东方主

战场》演奏主题音乐，气势恢弘，情感充沛，令

人击掌称赞。

纪录片作为一种再现历史、唤醒当代人对

历史认知的重要手段，在当下及未来反映二战

史实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纪录片人理

应承担起向世界宣传和传播作为东方主战场

的中国在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的使命。纪录片

《东方主战场》是一部首次将中国抗日战争定

位在世界格局中去回顾那段历史的纪录片，它

的成功推出，是中国电视人用影像对中国抗战

的再思考，再追索。

《东方主战场》不是一部应时之作，创作者

们呕心沥血、孜孜以求的是以国际的视野和大

战略思维，在世界反法西斯大格局中真实反映

中国人民抗战为争取世界和平所作出的巨大

牺牲；他们至言不繁、慎重取舍的艺术把控，是

要正本清源，客观认识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和伟大贡献，还历史本来

面貌，发出中国的声音；他们观点鲜明、以史为

据，就是要牢牢把握本质和主流，理直气壮地

反映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

作用，用史实批驳歪曲历史和美化侵略的种种

谬论。因而，这是一部以影像为笔，以情怀为担

当，全面反映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最终取得胜利作出不朽贡献的精品

力作，是一部不容忽视的关于“东方主战场”的

影像志。其史料价值，社会影响和历史意义，或

将随着对“东方主战场”研究的日趋全面和深

入，彰显其巨大的作用。

《东方主战场》共8集，分别是《东方危急》

《共赴国难》《浴血坚持》《艰苦卓绝》《同盟抗

敌》《民族血脉》《大地坚韧》和《正义必胜》。由

中央电视台、军事科学院政治部、江苏广播电

视总台、陕西广播电视台等单位联合摄制。

（央 文）

大型纪录片《东方主战场》今晚央视开播——

铭记国殇 彰显国魂

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际合作司主办的中国国际影视

节目展“丝绸之路影视桥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日前在京举行。来

自印度、印度尼西亚、老挝、约旦等国家的影视从业者共同出席了

论坛。

此次论坛共分“主旨演讲”、“经验交流”与“合作签约”三个

环节。“主旨演讲”环节，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际合作司副

司长周继红以“传承丝路精神 共建影视文化交流互鉴之桥”为

主题做了发言；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副总裁唐世鼎在“深化合

作、促进交流”的演讲中，提出加大探索“共同投资拍摄节目”、

“版权交易相互输出引进”、“节目译制发行合作”、“媒体开办时

段合作”四大类模式的建议；“经验交流”环节，与会影视行业同

仁分别就“共建亚太节目交易市场的设想”等议题开展了深入交

流与探讨。此次论坛还深入探讨了国家间影视合作的话题。

各国代表通过论坛增进了彼此了解，与会者表示，未来国际影

视合作前景会越来越广阔。 （许 莹）

由中国视协主办的电视剧《一个人战争》创作研讨

会日前在京举行。该剧采取独特视点，用抗战洪流中

小人物的坎坷命运，反映出抗战时期中华民族遭受的

巨大创伤，还原了战争本身的残酷和惨烈。与会专家

肯定了该剧的艺术探索，认为其很好地呈现了真实的

历史，体现了时代感和担当精神，真正反映了当时战场

上的残酷。与其他抗战剧不同的是，该剧加入了一些

新的元素，如强化了美好与残酷的强烈对比，叙事结构

的张力和视角的选取也富有新意。

有专家认为，抗战题材电视剧创作应该把握好

度，即如何处理好市场需要同引导受众方面的关系。

抗战题材电视剧应努力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思想的深

度、精神的力度，通过电视剧培养民族的审美情感至

关重要，不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味追求视听感官

上的刺激，依靠外在的手法博取收视率，这样下去，

只会冲淡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探索。该剧中不少的人物都有原型，但

在改编的过程中，与会专家表示还存在不少遗憾，尤其体现在主要人物

的塑造上。电视剧将主角贾大力展现得过于“神通广大”了，致使人物

有些失真。

（夏宁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