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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讯

7 月 4 日，电视剧《我们的新时代》剧

组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与官

兵分享交流创作体会。

“理想照耀中国——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

作品创作展播活动”重点剧目《我们的

新时代》，聚焦基层青年党员，展现了社

区志愿者、技术工人、排爆手、少数民族

村医、大学生村官、民间救援队队员等

基层青年党员风采。其中，该剧第三单

元《排爆精英》就讲述了战士刘夕石从

新兵到排爆尖兵的成长经历，不仅展示

了排雷工作的艰辛与危险，更以“一个

排爆尖兵是怎样炼成的”励志故事，立

起青春榜样，展现新时代革命军人的风

采。

活动中，《排爆精英》中刘夕石母亲的

扮演者奚美娟，深情朗诵了作家魏巍的名

篇《谁是最可爱的人》，致敬勇敢无畏的中

国军人。该剧主要演员与仪仗大队的战

士们分享了他们在拍摄时的感受。该剧

导演兼编剧张挺表示：“《我们的新时代》

之《排爆精英》之所以聚焦排爆手，就是想

向观众展现年轻战士的风采，展现新时代

中国军人为人民服务、守边安民、不怕牺

牲、勇于奉献的赤子之心。”

《我们的新时代》剧组
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

■黄海涛

“战友们，我创作的这幅画叫‘民族

脊梁’。1940 年 2 月，东北抗联第一路

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在濛江县陷入日

军重围，他冒着严寒，同数倍于己的敌

人浴血奋战，最后只身一人坚持战斗，

直至壮烈牺牲……”近日，在沈阳联保

中心某仓库党史长廊，一场别开生面的

党史题材树皮画展吸引了官兵。班长

关庆一边向战友们展示自己创作的树

皮画作品，一边向大家讲解作品背后的

故事。一幅幅精心制作的树皮画，配上

声情并茂的讲述，把官兵的思绪带回抗

战的烽火岁月中。

一段时间以来，该仓库结合自身实

际不断将文化活动与党史学习教育紧

密衔接，把驻地特色文化——树皮画创

作引入学习教育。官兵在工作之余以

树皮为纸、以烙铁为笔、以烈火为墨，自

选主题，自定内容创作树皮画，加深对

党史的理解和感悟。

画展现场，“南湖红船”“航天精神”

“听党指挥”等一幅幅制作精美、栩栩如

生的树皮画吸引着官兵的目光。列兵

高海涛说：“我最喜欢这幅‘我们的征途

是星辰大海’。作为时代的见证者，我

为祖国的航天事业感到骄傲。”

树皮画使用的是白桦树的树皮，

其纤维紧密、层叠如纸、形态多样，是

一 种 特 有 的 原 材 料 。 在 大 兴 安 岭 地

区，过去鄂伦春人家常用白桦树皮制

作生活用品和工艺品。这个仓库官兵

常年驻守在深山中，库区内有着丰富

的白桦树资源。大家在日常巡逻时发

现被风折断的白桦树后，便剥来树皮

留作使用。谈及树皮画创作，班长关

庆有着自己的见解：“白桦树全身都是

宝，树皮上天然形成的纹理和皲裂的

结痂可以给作画者带来灵感，有一种

原始和古朴的美感，使每一幅画都是

独一无二的。”

一次偶然机会，关庆看到了当地的

树皮画作品，想到库区有不少被风折断

的白桦树，便萌生了制作树皮画的念

头。刚开始由于没有老师，也没有绘画

基础，创作总以失败告终。后来，他通

过网络自学，经过慢慢摸索，终于掌握

了一套树皮画创作方法，并传授给了身

边战友。现在，在分队组织的“白桦夜

校”课堂上，树皮画创作已成为大家业

余休闲的兴趣课程。“首先要选好树皮，

利用天然纹理构思好画面后，清理掉最

上面一层树皮，把要创作的内容临摹到

树皮上，再通过控制烙画笔的温度，以

烙为主，套彩为辅，在桦树皮上勾画烘

烫。”课堂上，关庆一边给战友讲解，一

边示范创作过程。

读书是学习，作画也是学习，收集

到的每一块白桦树皮都被官兵视若珍

宝，经过灵巧的双手变成精美作品。该

仓库政委说：“老话讲‘桦木不扒皮，三

年烂成泥’指的是白桦树砍伐后如果不

扒皮，树木会很快烂掉。我们把库区倒

掉的白桦树树皮收集起来，让官兵在树

皮画创作中，把一个个党史故事不但记

在脑中，更刻在心中。同时，经过艺术

创作，这些原本没有用处的老树皮又重

新焕发出生机，以另一种方式存活在这

片大山中。”

树皮画 寄深情
■张铁梁

一组群像，凝聚着百折不挠的抗战

精神，呈现出不可遏制的爆发力，犹如

一首热血与烈火交织而成的雄壮进行

曲。这就是雕塑家潘鹤与梁明诚共同

创作的抗战题材雕塑《大刀进行曲》。

欣赏这座雕塑，不得不提及那首同

名的抗战歌曲。九一八事变后，日寇的

铁蹄在我国东三省肆意蹂躏，并准备向

关内进犯。我第二十九军官兵拼死抵

抗 ，在 喜 峰 口 击 败 了 猖 狂 的 日 本 侵 略

者，全国为之振奋。在上海参加抗日救

亡运动的麦新奋笔写下了脍炙人口的

《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

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一天

来到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首

雄壮激昂的歌曲激发了无数中华儿女

的爱国豪情。

创 作 于 1976 年 的 雕 塑《大 刀 进 行

曲》以此曲为题材，从不同角度塑造了

身 份 、年 龄 、性 别 不 同 的 抗 战 者 群 像 。

艺术家以雕塑语言展现了中国人民不

畏强暴、全民抗战的伟大精神。这组雕

塑形象，后来被应用到“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和纪念邮票的

设计中。

雕塑《大刀进行曲》的创作者从构

思 、造 型 和 艺 术 表 现 手 法 等 诸 多 方 面

围 绕 抗 日 战 争 的 主 题 进 行 创 作 ，体 现

出不同凡响的艺术功力。整座雕塑造

型 结 实 、动 态 组 合 ，线 条 简 练 粗 犷 ，呈

现大刀阔斧的块状形式。雕塑中的人

物 造 型 不 同 ，有 的 抡 刀 、有 的 握 枪 、有

的 拿 着 手 榴 弹 ，虽 然 每 个 人 物 都 有 不

同 的 动 作 和 气 质 ，但 他 们 身 上 所 共 有

的 是 对 革 命 必 胜 的 信 念 ，以 及 在 艰 苦

条 件 下 前 赴 后 继 、不 屈 不 挠 的 抗 战 意

志 。 雕 塑 中 的 每 一 个 形 体 都 饱 含 激

情，表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似有一股

蓬勃的力量向外迸发。

雕 塑 是 凝 固 的 音 乐 。 它 具 有 直

观 、生 动 的 艺 术 感 染 力 。 它 主 要 是 利

用 特 定 的 工 具 与 材 料 ，塑 造 出 一 定 的

形 象 来 反 映 某 一 历 史 事 件 ，并 通 过 凝

结其中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给人以

心 灵 启 迪 。 在 创 作 中 ，雕 塑 家 对 细 节

的 把 握 尤 为 严 谨 ，大 到 对 历 史 背 景 的

真 实 再 现 ，小 到 人 物 的 衣 着 、表 情 、动

作 刻 画 ，无 不 体 现 出 严 谨 求 真 的 创 作

态 度 。 他 们 重 视 形 体 的 塑 造 ，更 重 视

神韵的表现，所刻画的人物生动形象，

但并没有面面俱到，而是主次分明，有

形不到而意到之妙。

可 以 看 到 ，艺 术 家 巧 妙 运 用 人 物

在 衣 着 、动 势 、神 态 等 细 节 方 面 的 差

异，精心处理人物与人物的关系，人物

与 环 境 的 关 系 ，着 力 刻 画 人 物 内 在 的

精 神 气 质 ，特 别 是 对 面 部 表 情 进 行 了

精雕细琢。

雕塑的一侧是正举起大刀的农民

形 象 ，饱 经 沧 桑 的 脸 上 每 寸 纹 理 都 仿

佛交织着仇恨、悲痛，每条血管都仿佛

迸发着家仇国恨的火焰，隆起的肌肤、

咬 紧 牙 关 抿 起 的 嘴 角 ，显 现 出 坚 忍 与

不屈。他身后是持枪冲锋的八路军小

战士，稚气的脸上洋溢着“初生牛犊不

怕虎”的神情，暗示着革命之火生生不

息 ；群 像 另 一 侧 是 持 手 榴 弹 的 地 道 战

能 手 和 持 双 枪 的 武 工 队 队 员 ；背 后 则

是运送弹药的青年妇女。雕塑的正中

间 是 如 大 鹏 般 跃 起 、扑 向 侵 略 者 的 青

年 指 战 员 ，挥 舞 大 刀 ，振 臂 高 呼 ，横 在

空中的大刀威武凛然。这把重点刻画

的 大 刀 ，是 前 进 的 旗 帜 ，是 胜 利 的 号

角 ，也 是 信 仰 的 象 征 。 青 年 指 战 员 矫

健的身形，势如猛虎下山，刀劈斧皴的

塑造让人物具有强烈的艺术穿透力和

感 召 力 ，也 增 加 了 群 雕 纪 念 碑 式 的 凝

重 、庄 严 与 肃 穆 。 其 他 武 器 和 人 物 飘

动的衣衫以及肢体，粗犷豪放，构成几

条 大 的 横 线 ，不 但 加 强 了 前 冲 的 动

势, 而 且 具 有 一 种 力 量 的 美 感 。 指 战

员 的 神 态 ，使 人 感 受 到 从 他 胸 腔 中 迸

发出的强大战斗意志。

《大刀进行曲》塑造的是一个战斗

群体。创作者在注重人物思想情感表

现的同时, 通过雕塑中的刚柔、虚实、

明暗、浓淡、薄厚等关系，再加上呼应、

对 比 、疏 密 、弛 张 等 艺 术 法 则 的 运 用,

在各个人物之间构成了高低、俯仰、前

倾 和 后 倚 的 变 化 ，体 现 出 运 动 的 形 式

美，同时产生了一种节奏感，恰如不同

音 符 交 响 成 一 曲 昂 扬 的 主 旋 律 ，雄 浑

朴拙、大气磅礴，传达出一往无前的气

势 ，体 现 了 艺 术 家 严 谨 洒 脱 的 艺 术 造

诣 、深 切 的 历 史 情 怀 以 及 旺 盛 的 创 造

力 。 这 些 艺 术 手 法 在 雕 塑 中 的 运 用 ，

使 得 这 件 作 品 包 含 了 更 多 更 深 的 意

味 ，在 现 当 代 中 国 美 术 史 长 廊 中 闪 现

出别样的光芒。

抗 日 战 争 期 间 ，中 华 儿 女 不 屈 不

挠 、浴 血 奋 战 ，涌 现 出 一 大 批 民 族 英

雄。雕塑《大刀进行曲》通过艺术的形

式将抗战精神凝固成气势雄伟的视觉

史 诗 ，彰 显 出 中 华 儿 女 在 民 族 危 亡 时

刻，团结御敌、众志成城的民族气魄和

义无反顾、坚贞不屈的民族精神。

雕塑无言，精神不朽。如今，烽火

硝烟已沉淀于历史的长河，但经过血与

火淬炼的抗战精神，永远不朽。在承载

这一精神的艺术作品中，有一种力量也

浩浩汤汤，奔流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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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刀进行曲》雕塑

潘 鹤、梁明诚作

6 月 28 日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在国家

体育场盛大举行。这是一部气势恢宏、

波澜壮阔的大型情景史诗。这是一台

主题高扬、美轮美奂的舞台艺术精品。

当代文艺创作有着深厚的史诗传

统。新中国成立以来，曾诞生过多部大

型音乐舞蹈史诗，如《东方红》《中国革命

之歌》《复兴之路》《奋斗吧中华儿女》等，

分别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

年、30周年、60周年和70周年而创作的。

伟大征程呼唤伟大史诗。中国共产

党的百年征程本身就是一部壮丽史诗。

本次演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用艺术形式

将这部史诗再现在舞台上。

一

音乐是再现历史的重要方式。《伟

大征程》继承了《东方红》等作品在思想

艺术层面的精湛品格，以不同年代的标

志性歌曲和舞蹈为载体讲述历史。

本次演出，除了部分新编作品之外，

许多是各个历史时期脍炙人口、流传久

远的优秀歌曲和舞蹈。这些作品根据主

题发展的需要都被予以合理地编排。从

《保卫黄河》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再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以排山倒

海的气势唱出了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壮丽征程。那见证战火硝烟的铿锵旋

律，在现场久久回响。与此同时，语言鲜

明、质朴、生动的民歌如《秋收起义歌》

《苏区干部好作风》《八月桂花遍地开》

《十送红军》等，生动反映了人民的真情

实感，再现了当时的生活和斗争情景。

艾青在《诗论》中说过：“最伟大的

诗人，永远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最忠实

的代言人，最高的艺术品，永远是产生

它的时代的情感、风尚、趣味等最真实

的记录。”新中国成立以后，从黑暗走向

光明的中国人民，告别了苦难的岁月，

踏上了新的征程，涌现出了新的经典，

如《咱们工人有力量》《祖国颂》《春天的

故事》《我的中国心》……这些歌曲都

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解码一段旋律，就打开了一段记忆；

听懂一首歌曲，就重温了一段历史。直

到今天，那些经典旋律依然在人们心中

回响，这不只是音乐自身的魅力，更是因

为音符承载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

承载了伟大的精神。时间虽逝去，但伟

大历史会永远被铭记，伟大精神将永远

矗立。因此，这场演出所提供的不只是

美的享受，更让观众在欣赏演出的过程

中，感受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

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

可以说，这场演出是一堂生动的党

史学习教育课。

二

演出所选择的这些音乐作品中不

仅有党史，也有人民的心声。表达人民

心声的音乐，人民才会传唱。演出中，

无论是经典战歌、民歌，还是近年来新

创作的《江山》《不忘初心》《小康之歌》

《人民至上》、主题曲《领航》等，都从不

同角度表达了人民的心声。

人民的心声是什么？我们党来自人

民，党的根基和血脉在人民。为人民而

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

人民利益而奋斗。我们党的历史就是我

们党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

与人民团结奋斗的历史。

作家王蒙2009年写过一篇回顾新中

国成立六十年来的歌曲作品的文章，他

说：“你觉得这歌声不是从喉咙，而是从心

底的深处、含着泪、又破涕为笑了才唱出

来的。人民，只有人民，让我们永远记住

人民的支持和信赖，期望和贡献。这样的

歌词与真情千金难换……在革命战争

中，歌曲属于革命者，属于人民……”从

“歌曲属于人民”的意义上说，歌曲虽然是

作家写的，但表达的是人民的心声。在演

出现场，当经典的旋律响起，观众脑海里

浮现的是一个个共产党员为了新中国抛

头颅洒热血的感人瞬间，记起的是一个个

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感人事

迹。生动反映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真

切反映人民的心声，这也就是为什么“这

样的歌词与真情千金难换”。

这也启示我们，音乐创作必须要扎

根 人 民 ，走 进 实 践 深 处 ，表 达 人 民 心

声。“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

速，非一足之力也。”文艺工作者以人民

为中心，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

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

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

职，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

三

有记者问文艺演出总导演陈维亚，

这次的文艺演出为什么叫“大型情景史

诗”？陈维亚解释说：“情”就是情感，

“景”就是情景、环境，我们就是要让观

众感到这不仅是个舞台，而且是一个真

实的情境……

为了营造真实的情景，本次演出付

出巨大努力，克服重重困难，树立了中

国文艺演出史上的新标杆：

更加注重综合表达。所谓情景史

诗，就是借助音乐、舞蹈、戏剧、绘画、视

频、服装、道具、化妆、特效等多种艺术手

段的综合体现。演出过程中，几乎很难

看到一段纯舞蹈或纯歌唱，每一支舞、每

一首歌、每一段音乐、每一个戏剧表演，

都是相互诠释、相互补充的综合表达。

更加注重运用屏幕增强情景呈现

效果。国家体育场首次架起了前中后

三层屏幕，除了 180 米长的大屏幕，还

有两侧旗帜状的副屏，中间一块 30 多

米长的翻屏。伴着地面投影，“鸟巢”仿

佛成为一座大型的沉浸式剧场。

更加注重舞台与大屏幕之间的配

合。两小时浓缩百年历史叙事，是一个

不小的挑战。为此，舞台“情景”和屏幕

做了分工。大致地说，屏幕的任务是把

百年历史，用诗一样的语言和影像表达

出来。而舞台“情景”的任务是表现党

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是画龙点

睛之笔。因此，大屏幕上显示的内容成

为演出的重要的部分，弥补了一首歌一

支舞无法完整诠释的历史叙事。

更加注重运用电影技术。据介绍，

演出依靠“戏剧表演 5G 即时电影拍摄”

技术，实现了大型舞台剧“即时摄影、瞬

时导播、实时投屏”。演出当晚，情景化

的戏剧表演拍摄画面通过多路 5G+4K

超高清视频实时传输至导控台，经过镜

头实时剪辑、实时调色等处理，在现场主

屏幕上同步呈现出细腻的电影质感画

面，为观众奉献了更完美的审美体验。

四

演出没有满足于仅仅呈现历史，而

是综合运用特效、影像、烟花等多种艺

术手段朝着体验历史的方向做出了很

多努力，让我们见证了一次次特殊的

“时空对话”。

当开国大典的彩色纪实影像在大屏

幕上出现，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的瞬

间，现场焰火准时燃放。紧接着，大屏幕

里，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抬头望

向天空。而此时，漫天的红闪礼花在夜

空中形成一片红色的海洋，五个金色五

角星在中间不断闪现，与开国大典的画

面相互映照。这一幕不知让多少人泪

目。有网友评论说：“他看见了，五星耀

华夏，这盛世如您所愿”“看万山红遍，层

林尽染”“他看见了今天的中国，他在

笑。我们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

整场演出亮点纷呈，最让人感动的

莫过于演出尾声的万人大合唱。伴随

着主题曲《领航》的旋律，高达 16 米的

金色党徽在广场中间缓缓升起，舞台上

10 面巨型红旗徐徐展开，流光焰火随

之腾空升起，党徽熠熠，金光万丈。紧

接着全体起立，现场近 2 万人齐声高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热烈的

掌声经久不息。党徽熠熠、党旗高扬，

这是对共产党人浴火前行、百折不挠的

深情礼赞；党徽熠熠、党旗高扬，这是对

共产党人筚路蓝缕、攻坚克难的热情讴

歌；党徽熠熠、党旗高扬，这是对中华民

族阔步前行、伟大复兴的无限憧憬。

上图：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现场。

冯凯旋摄

党徽熠熠 党旗高扬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观后

■本报记者 郑茂琦

阅图

这幅照片拍摄的是新疆军区某

合成团在高原驻训时，3 名新疆籍

战士利用周末制作馕饼的情景。作

者运用广角镜头进行拍摄。画面

中，不远处的雪山依稀可见，点缀画

面背景。在条件艰苦的高原之上，

能吃到家乡美食，从战士笑意融融

的表情就能读出他们此刻的心情。

（董 浩）

家乡风味
■摄影 周凯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