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第3本版编辑 武曼晖 王娅楠 孙泓轩 文化广场

“目前，我们正处于‘十二五’与‘十三五’对接的
承上启下阶段。我们要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更务
实的举措，在国家发展的大战略、大背景中深入思考和精
心谋划文化改革发展。”文化部部长雒树刚日前表示，要
以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为突破口，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
济支柱性产业。

在近日举行的2015年全国文化厅局长座谈会暨“十
三五”规划工作座谈会上，文化部明确了“十三五”时期
文化改革发展的总体思路：充分发挥文化工作对党和国家
工作全局的重要作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
路，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工作导向，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着力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着力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文
艺作品，着力造就优秀文化人才，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深入推进文化体
制改革，确保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加快构建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
性产业，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加强文化遗产保护
利用，推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
界，全面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雒树刚说，“十三五”文化改革发展主要任务有六个
方面：

一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创作生产更好更
多的优秀文艺作品。力争在“十三五”时期，创作生产更
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
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优秀作
品。

二是以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为抓手，加快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力争到“十三五”末，基本
建立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

三是以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为突破口，推动文化产业成

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力争到“十三五”末，形成一批
文化产业发展新的增长点和增长极，全面提升文化产业发
展的质量和效益。

四是以培育市场主体、激发市场活力、加强市场监管
为重点，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力争到“十三五”
末，基本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诚信守法、监管有力
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初步确立权责明确、公平公正、透
明高效、法治保障的文化市场监管格局。

五是以有效保护为前提，全面加强文化遗产工作，着
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力争
到“十三五”末，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让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拥有更多的传承载体、传播渠道和传习人
群。

六是以提高文化开放水平为着力点，推动中华文化走
向世界。力争到“十三五”末，形成更加完备的多渠道、
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和对港澳台文化交流格局。

经过近两年的工作，黑龙江省文物部
门已完成对“七三一”部队遗址细菌实验室
及特设监狱、锅炉房、回水池、动物焚烧炉
及部分细菌弹壳厂的调查勘探与发掘工
作，出土战争遗物1000多件。

俗称“四方楼”的细菌实验室及特设监
狱遗址是本次勘探与发掘工作的重点区
域。该区域位于“七三一”部队遗址核心区
南部中央，呈长方形分布，东西长151.4米，
南北宽101.3米，总占地面积超过15000平
方米，由细菌实验室、特设监狱、中心走廊
及四个庭院构成。其中细菌实验室是“七
三一”部队进行细菌研究、生产、储藏及活
体实验的主要场所，是“七三一”部队旧址

中最核心的区域。
据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

陈奇介绍，在对遗址的发掘工作中，研究人
员从遗址的排水管线中发现了大量玻璃器
皿残片。在对遗址的发掘中，研究人员还
发现了烧杯、导管、注射器及近百个装有液

体的瓶子。
据了解，出土的1000多件战争遗物中

包括铁器、玻璃器、铜器、陶瓷等，其中铁器
和玻璃器的数量最多。

在本次发掘工作中，研究人员还找到
了日军炸毁“四方楼”的爆破穴点和焚烧罪

证的灰坑。据资料记载，为销毁罪证，1945
年8月日军临撤退前，曾匆忙就近销毁实
验设备，并将细菌实验室炸毁。

专家认为，爆破穴点和焚烧灰坑的发
现，是日本侵略者毁灭犯罪证据的直接证
据，是不可多得和无可争辩的第一手例证。

据李陈奇介绍，根据黑龙江文物考古
研究所制定的《七三一部队旧址中远期考
古规划》，自2015年至2021年，文物部门
将陆续对“七三一”遗址核心区域内及附近
的锅炉房（含海鱼池）、南门卫兵所、动物焚
尸炉等旧址进行发掘，为进一步揭露日本
军国主义反人类罪行，研究、保护与展示

“七三一”遗址提供翔实的科学依据。

四川安仁古镇的建川博物馆聚落，设有专门的“不屈战俘馆”，以纪念抗日
战争中的中国战俘。出口处，背靠着古铜色的墙壁，一位年轻女人的全身照片
被放大制成一幅浮雕——她的名字叫成本华。

1938年，成本华的照片登上了日本的《支那事变画报》。照片中，成本华
抱着双手，挺着胸膛，面带一种高傲中又有几分轻蔑的笑容。她的身后，4个
手拿军刀、面目狰狞的日军刽子手正准备行刑。

照片的下方，两行注释这样写道：昭和13年4月，在中国战场上俘获的中
国军队女战士成本华，24岁，对于我军的刑讯，她始终面露微笑毫无惧色，将
自己的青春献给了国家。

“这是成本华仅有的两张照片，这两张照片激励了无数国人。”重庆抗战遗
址博物馆副馆长钱峰说，这两张照片中，日军的狰狞、残暴的面目与成本华大
义凛然、笑对生死的形象，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呈现在人们眼前，激荡在人
们心里。

面对日军肆虐的侵略进犯，无数中国人选择拿起枪上战场，但更多百姓
特别是大后方群众，他们顽强地面对严酷战争所带来的艰难、苦难和灾难。
在照相机的镜头下，这些笑容，穿越70多年的岁月，迸发出难以想象的力
量。

跟着摄影师的镜头，我们来到抗战时的大后方重庆。1938年至1944年，
日军为了消灭中华民族的抗战意志，对重庆进行了大规模、无差别的轰炸，造
成惨重的人员伤亡。然而，废墟上，战火中，他们的笑容依然绽放。

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的孔园展览馆里，一张张图片展示了大轰炸时期的
重庆。在一个被敌机炸毁的废墟中，有一张笑脸格外引人注目。照片上，这名
年轻的男子留着“茶壶盖”头，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咧着嘴巴露出两排牙齿。

“乍一看无法理解，但这确实是重庆大轰炸时期群众情绪的真实表达。”钱
峰说，虽然日军的空袭给重庆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但坚韧的山城人民却以
乐观的心态对待“乌云压顶”的战火，当时大街小巷写满的标语“俞炸俞强”就
是生动的写照。

摄影师镜头下，孩子们天真的笑容更让人过目不忘。1944年的缅甸，中
国远征军正在这片土地上与日军进行着激烈的战斗。由于抗战后期兵源不
足，当时远征军中有很多未成年的“娃娃兵”。

在一张著名的照片里，一个头戴军帽、身背两只大水壶、穿着及膝棉衣的
小男孩，面对镜头笑着，右手高高举起。由于太阳直射，我们甚至无法看清这个
男孩的长相，但其灿烂的笑容以及高举着的大拇指却格外清晰。

这个天真的笑容和一个高高举起的大拇指，向人们传递着不屈不挠、自信
乐观的讯息。战争给了这些孩子不该承担的重负，但他们却在战争中学会了
乐观和坚强。

还有无数个笑容，他们连同被日军摧毁的家园，连同中华民族承受的苦
难，连同中华民族的同仇敌忾，一起镌刻在中华民族的群体记忆里，成为8年
浴血抗战中最明亮的一部分。

重庆三峡博物馆副馆长张荣祥说，以前外国人眼中，中国人的形象是呆板
和木讷的，抗日战争让他们重新认识了中华民族。在艰苦的战争中，他们记住
了中国人的笑容，记住了笑容背后蕴藏着的乐观豁达、坚韧不屈、团结友爱、自
信高贵——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

由人民出版社主管，人民出版社、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中国金融思想
政治工作研究会共同主办的《雷锋》杂志日前在京创刊，并在全国公开发行。

据《雷锋》杂志编委会主任李东东介绍，《雷锋》杂志力求实现坚持正确
的舆论导向和办刊方向，深入阐释、大力弘扬雷锋精神，讲述新时代雷锋故
事，褒扬学雷锋道德模范，交流学雷锋成果和经验，推进全社会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据悉，作为一本以“好人家园，传递温暖”为主旨弘扬正能量的杂志，《雷锋》
杂志在栏目设计、叙事语言上力求创新，接得上地气、跟得上潮流，满足读者多
种阅读需求。全国“雷锋”门户网站、“好人雷锋”微信公众号等也将逐步推出。

此外，《雷锋》杂志将与中国文明网建立合作，第一时间公布月份“中国
好人榜”；与中国志愿者服务联合会合作，报道“全国志愿服务示范团队”等。

网传一月有余的“限真令”终于来了！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近日发出通知，要求真人秀节

目摒弃“靠明星博收视”的错误认识，摆脱引进境外版权的
“路径依赖”，不能把节目办成“有意思、没意义”的无聊游
戏，对低俗有害的真人秀节目，坚决查处纠正直至取缔。

“发令枪”已鸣，国内百余档娱乐类真人秀面临“可能
有意思、但却没意义”的含金量检测。赢了收视、赚了票子
的真人秀怎样才能走出“拼大咖、购版权、搏出位”的制作

“俗套”，迎来“名利双收”？业界展开热议。
统计显示，2015年，国内真人秀节目将达到200档，

是去年的5倍。粗略估算，如果按一档真人秀一季播出13
期、每期90分钟计算，这相当于观众“不眠不休”，也要5个
多月才能全部看完。

除节目数量呈“井喷之势”，真人秀的题材也几乎到了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阶段：撕名牌、开飞机、宿军
营、比歌喉……五花八门的真人秀场，“模式雷同”的问题
如影随形。

“从《极限挑战》《极速前进》《真心英雄》等明星挑战类
节目，到《冲上云霄》《壮志凌云》等明星航空类节目，再到
《我们相爱吧》《为她而战》《出发吧爱人》等明星婚恋节目，
我怎么总感觉，拿着遥控器、傻傻分不清！”上海大三学生
李楠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抱怨道。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朱春阳认为，“真人秀节目的
研发成本非常高，创新过程中如果成功一个，之前可能要
失败一百个。”

明星，是许多真人秀节目的“金字招牌”；大咖，意味着话
题、吸引力，也带来收视率的基础；如若再加上引进国外成熟
的真人秀制作、包装团队，可能这就是“讨巧观众”的捷径。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从国外购买版权引进节目能够
降低创新成本，但要与本国文化进行融合创新，才能避免
因“水土不服”而带来的“昙花一现”，其中的关键，就是节
目的“价值观”。

《非诚勿扰》总出品人王培杰说，节目如果仅仅在开头
是现象级的，但价值观不好，这是不安全的。《爸爸去哪儿》
的总制片人谢涤葵也认为，一档节目如果价值观好，就不
仅仅是娱乐节目，还可以给观众在意识上留下深刻的印
记，甚至影响国人的行动。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喻国明表示，借
鉴创新是必经阶段，但借鉴了还要进行“中国化”，才能在
市场中有所收获。

喻国明举例，东方卫视今年暑期播出的《我去上学
啦》，版权引自一家韩国电视台，“但韩国版本中有很多戏
谑、搞笑的元素，引进后，中方在原有基础上加入更多青春
体验、教育反思类元素，这就是一种比较地道的‘本土化改
造’。”

中国社科院世界传媒研究中心秘书长冷凇认为，真人
秀节目在追求高收视率的同时，还应当搭载更多价值内
容，并为其注入更深远的精神内涵和社会意义，在体现社
会价值的同时，获得更持久旺盛的生命力和活力。

朱春阳提醒，鼓励国内真人秀节目进行本土化创新，
有积极意义，但同时，还要及时出台配套措施，对国内节目
的创新成果进行版权保护。

文化视点■

“有意思、没意义”，真人秀怎样才能“名利双收”？
●新华社记者 王琳琳 郭敬丹

弘扬雷锋精神杂志《雷锋》在京创刊
●史竞男

黑龙江公布“七三一”部队遗址

发掘成果新发现千余件战争遗物
●许正 马晓成

中央歌剧院历时两年多精心打造的大型
原创歌剧《北川兰辉》，近日再度在北京天桥剧
场上演。

《北川兰辉》是中央歌剧院自文艺工作座
谈会以来推出的首部以当代英雄人物为原型
的歌剧作品。此剧以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
副县长兰辉为原型，选取兰辉生前工作生活的
四幕场景。第一幕场景开篇即闪回“5·12”特
大地震发生那一瞬，音乐声骤急，天地失色，在
群众的彷徨无措中兰辉及时出现，积极指挥幸
存群众转移并带领着乡亲们徒步走出了大
山。第二幕场景是在灾后县政府办公室，群众
找到兰县长要求解决各自面临的问题，音乐在
悲伤中充满了激荡，表现了北川人民灾后家园
重建和心灵重建的痛苦历程。第三幕场景是

在兰辉的家中，通过兰辉的家人从侧面体现兰
辉先公后私的高尚情怀，音乐细腻深情，充分
展现了兰辉为人子、为人夫的一面。第四幕场
景呈现了北川及羌族文化之美。剧尾兰辉在
恢宏的大合唱中渐渐远去，深情圣洁的音乐寄
托了北川人民对他的无限怀思。

《北川兰辉》由中央歌剧院院长兼艺术总
监俞峰、中央歌剧院剧作家胡绍祥共同编剧创
作。谱曲是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系主
任、博士生导师张大龙，中央歌剧院国家一
级导演李丹丹担任导演，俞峰担纲指挥。主
演阵容亦十分强大，国家一级演员杨阳扮演
兰辉，中央歌剧院一线歌唱家田浩、莫爽、郭
橙橙、王红、陈艺宝、王艺清、贾令等人在
剧中扮演重要角色。

中央歌剧院上演《北川兰辉》：

用歌剧艺术谱写时代英雄赞歌
●周玮

图为大型歌剧《北川兰辉》剧照。

由人民出版社、长江日报联合举办的“父辈的旗帜——《1927，他们都从
这里出发》新书首发座谈会”近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10多位开国将帅、元
勋后人出席。

该书由长江日报编著、人民出版社出版。通过鲜活的故事、细腻的笔触，
展示了开国十大元帅十大将在革命转折时期汇聚武汉的珍贵史实。开国将帅
后人的回忆和讲述，展现了开国将帅们的精神品格与家风传承。专家指出，这
本书对于缅怀革命先辈的事迹，传承革命优良传统，丰富党史军史研究，都有
重要意义。

1927年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大革命因国民党反动势力
叛变而失败，武汉从北伐革命的“赤都”，进入“宁汉合流”的酷暑，城头变色，血
雨腥风。这一年，在革命转折时期，开国十大元帅十大将不约而同地汇聚到武
汉，在这里工作、学习，他们中的一些人正是在革命者遭受大屠杀的时刻加入了
共产党。他们从武汉出发，走向斗争和胜利，迎来人民解放和新中国成立。这
段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历史的珍贵篇章。

《1927，他们都从这里出发》
讲述十大元帅十大将的武汉往事

●史竞男

25卷本影像志书《日本侵华图志》新书发布暨专家座谈会日前在京举
行。全书以2.5万幅历史图片、250万字的文字论述，再现和固化了日本军
国主义侵华的主要历史事实。

据悉，该书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
与山东画报出版社合作，是一项国家级大型学术出版工程。自2010年初开
始策划并搜集资料，至2015年5月底完成，编纂工作前后历时五年。

《日本侵华图志》以第一现场的历史图片为视角，客观、系统、生动地记
录了日本自明代倭寇窜犯中国东南沿海以来，尤其是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
到1945年战败投降，直至1946年东京大审判的全过程。

该丛书主编、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宪文说：“以图像展现和解说历
史，是历史研究最为有效的方法。图像的直观性，能使人们对历史产生最直
接、最深刻的认识与理解。”他表示，这套丛书的出版，为反击日本右翼势力
否定侵华历史行径提供了可靠的学术文化支持。

据了解，这套丛书由4家国家级文博单位、9所全国知名高校、5家文史
研究机构、3家新闻出版机构以及其他学术文化单位的48位专家学者编
纂，百余人参与。丛书编纂始终追求“一高四性”的目标，即“高水准”和“原
创性、科学性、学术性、权威性”；入选图片严格遵循“重要性、稀缺性和高清
晰”三原则，所有图片均注明出处或来源。其图片主要来源于日本、美国、中
国内地及港台地区公私珍藏。其中上万幅图片为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

“在有关日本侵华历史的影像文献中，《日本侵华图志》堪称史无前例的
鸿篇巨制，是一部揭示日本侵华历史影像图书的典范之作。”我国台湾民国
史学者张玉法说。

专家指出，面对数以万计的历史照片，特别是那些由日本随军记者抓拍
的大量现场照片，使侵略者的谎言不攻自破。

“用图片来说明，图史互证，证明日本侵华历史铁案如山，事情清清楚
楚。”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汤重南说。

山东画报出版社总编傅光中表示，策划并出版这套丛书的主要目的，是
要向包括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厘清历史事实，揭示历
史真相，明辨是非，批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维护中日友好和世界和平。

该丛书已被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哈佛燕京图
书馆馆长郑炯文说：“《日本侵华图志》汇集了大量难得一见的第一手的图像
史料，是一部值得珍藏的影像历史文献。”

《日本侵华图志》出版：
以图为证揭示固化日军侵华事实

●史竞男 肖泰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