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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渴望登上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这愿望已经涌起很久了。终于在
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我到达了屹立在拉萨市西北方红山的布达拉宫。雄
伟壮丽的布达拉宫依山垒砌，巍峨壮观，气势雄浑，像巨人一样俯视着芸芸
众生。它里面收藏着珍贵的历史文献，有精美的壁画、灵塔，还有无数经卷、
珠宝等文物古迹。

因为正值中午，布达拉宫在阳光的照耀下格外的金光灿烂。这是一座
极具藏式风格的宫殿式建筑群。最初是松赞干布王为迎娶大唐文成公主而
兴建的，既是历代达赖喇嘛的堡垒宫殿，也是西藏最高的统治中心。从山下
远远望去，好似金光盖顶，金碧辉煌。这里是藏传佛教真正的代表，是朝拜
者最高的向往，信仰者梦寐以求的天堂。

布达拉宫始建于松赞干布时期。公元631年，松赞干布兴建布达拉
宫。最初共修建宫殿999间，经年战乱和累计破坏，现存宫殿800余间。宫
殿总体可以分为红宫和白宫两个部分。在藏传佛教中认为，白色是观世音
菩萨的代表，红色是普贤菩萨的代表。白宫横贯两翼，为达赖喇嘛生活起居
地。红宫居中，供奉佛像，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尺尊公主像等，以及
历代达赖喇嘛灵塔。“布达拉”在藏语中是“普陀”的意思，意为观音菩萨道
场，在藏民眼中观音菩萨就是松赞干布王的本尊佛。布达拉宫海拔3700
米，近乎占据整个红山。站在红山脚下，仰望布达拉宫，让人感受到气势磅
礴，心旷神怡。

进入宫殿一定要走布达拉宫正面的盘山石阶。抬头仰望着宫殿，一步
一步地接近着这神秘而古老的殿堂。布达拉宫是西藏政教合一的中心，是
西藏最高权力的统治中心，这一路走来不由得人们会心生敬畏。沿路上一
排排白色的围墙既庄重又沧桑。进入宫殿内部，建筑、壁画、经书以及无数
叹为观止的历史宗教文物都是无价的宝藏。宫殿内的佛像、器物由金、银、
铜、玉石等制成，上面镶嵌着松石、蜜蜡、玛瑙、宝石等数不胜数。进入白宫，
两侧是四大天王的画像，经过窄窄的走廊，穿过小广场，走到屋里，映入眼帘
的就是精美艳丽的壁画，壁画记载着文成公主进藏时的情景。白宫是历代
喇嘛休息和办公的地方，采光面积很大，能看见一天的阳光普照。

红宫是进行佛教事宜的殿堂。殿内有康熙皇帝所赐的长生禄位，上面
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所写的“当今吾皇万岁万万岁”九个金字。后面是一副
乾隆皇帝的唐卡画像，因为在藏传佛教中认定乾隆皇帝是文殊菩萨的化
身。进入西殿，设有六世达赖喇嘛的宝座，供奉着数千尊无量寿佛佛像。登
上三楼，从走廊进入正殿，依次供奉着六世到十二世达赖喇嘛等身像，以及
数尊佛祖、菩萨金像。但因历史原因，不少佛像金身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每尊佛像前面都供奉着一盏盏的酥油灯，酥油灯在藏传佛教信徒心中
十分的重要，把酥油灯比作是信徒们的精神之灯一点都不过分。生命的终
结，如果没有酥油灯的陪伴，灵魂将在黑暗中迷惑。酥油灯如同布达拉宫一
样，是藏传佛教显著的代表。每年到布达拉宫的朝圣者及旅游观光客不计
其数。1961年3月，布达拉宫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4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其为世界文化遗产；2013年1月，国家
旅游局又其列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布达拉宫是藏建筑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华民族古建筑的精华之作。布
达拉宫的建筑艺术，是数以千计的藏传佛教寺庙与宫殿相结合的建筑类型
中最杰出的代表，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例证。整座布达拉宫
堪称是一座建筑艺术与佛教艺术的博物馆，也是中华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
一的见证。

告别“手撕鬼子”“裤裆藏雷”等“雷剧”现象后，今年9
月起一批抗战题材电视剧“新面孔”在各电视台热播，其
中不乏传递热血青春正能量的好故事，获得高收视和网友
点赞。

抗战剧能吸引更多年轻人吗？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
抗战剧？近日，上海市文化主管部门主办的“上海影视四
季沙龙”就抗战剧创作举行研讨，电视剧《亮剑》策划人李
洋，知名编剧束焕和王丽萍等就抗战剧创作新趋势展开研
讨。专家认为，尽管创作力量显现年轻化趋势，但“艺术与
真实并重”的使命不可违，未来抗战剧的新一轮创作依然任
重道远。

一波抗战剧“新面孔”获点赞
抗战题材一直是我国影视创作的重要领域之一，近年

来抗战剧制作数量逐步攀升。今年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公布的2015年1月到6月全国《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
证》目录显示，今年上半年国产剧发行共159部，其中近代
革命题材约占发行数量的20％。

进入9月，一批抗战题材新剧赢得高收视和好口碑。
目前，反映八路军抗战历程的《黄河在咆哮》正在央视综合

频道热播。湖南卫视热播的抗日题材谍战剧《伪装者》，在
网络播放量突破3亿次，被认为是“抗战剧奏响青春主旋
律”的一次新探索。此外《铁在烧》《毕业歌》《卧底》等多部
抗战剧从小人物入手展现大历史，也取得了较好口碑。这
些影视作品共同形成了时下抗战题材热播的新现象。

面对创作“年轻化”艺术与真实更要并重
在最近的抗战剧“播出热”中，专家指出“年轻化”已成

为抗战剧整体制作的新趋势，“80后”演员普遍成为抗战剧
主角，“90后”甚至2000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成为收视主
力，与此同时撰写抗战剧剧本的编剧也开始向“80后”拓
展，被认为有“低龄化”趋势。

“影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艺术提炼。”曾创作《民
兵葛二蛋》的编剧束焕认为，目前抗战剧创作班底年轻化，
使如何把握此类创作的“艺术与真实并重”仍旧有点难，但
越难越不能放弃，越是要坚守“真实的底线”。

他分析：“有的作品，把抗战当作冲关的打仗游戏，然后
糅杂各种元素。这就没了真实的生活基础。”

针对一些抗战老兵及后代渴望把回忆录拍成电视剧或
电影的强烈呼声，束焕认为，影视界应当做到“在好看的基
础上尽量真实”。

策划并制作《亮剑》等作品的军旅艺术家李洋进一步分
析：“做电视剧、电影比作画册、纪录片更复杂，许多观众对
历史细节的坚守是十分较劲的，影视创作更是要在坚守和
想象、真实和虚构中间找到平衡。”

不轻易而为 对历史要存敬畏之心
“上海影视四季沙龙”发起人、编剧王丽萍提出，无论创

作班底和受众本身如何年轻，抗战剧的创作都不应随性而
为、轻易而为，而是要对历史有敬畏之心。

她说：“我的父亲也参加过抗日战争，他去世时留下了
一些日记给我。父亲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他和他的许
多战友都写过回忆录，他们的回忆是真诚的。我们今天的
创作，更要对得起前辈的真诚。”

王丽萍还提出，抗战剧走到今天，应该让观众、特别是
让年轻的观众通过这类剧作牢记历史、珍爱和平。“而究竟
以什么样的角度既还原事实，同时又让今天的观众看了振
奋，对于我们这些编剧、策划人而言，仍是一个很大课题。”

李洋则认为：“敬畏历史也是一个严肃的文化传承过
程。从早年的‘40后’和‘50后’创作军旅题材，到现在的

‘80后’写抗战剧，从心态上不刻意去追求作品之间差异
化，才能保证创作的品质，更忠于史实。”

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
销量突破300万册。在当今快
餐文化流行的泛阅读时代，图书
市场新作充盈、大浪淘沙，一部
28年前的作品凭借什么能够屹
立不倒、风姿犹健？

在主办方国务院参事室、中
央文史研究馆近日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
记、主任王仲伟说，古今中外，凡
是优秀作品，一定是时代精神的
代言，民族形象的写照；只有和
人类命运相契合的民族内容才
能走得远；回答全人类关心的问
题、直指人性的作品必定走得
远。28年来，《穆斯林的葬礼》

一直畅销不衰，“叫好又叫座”，
创造了严肃文学长期畅销的奇
迹，成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
最具生命力的经典之一。

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
讲述了一个穆斯林家族60年间
的兴衰，三代人命运的沉浮，两
个发生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内
容却又交错扭结的爱情悲剧。
梁亦清、韩子奇、梁君璧、梁
冰玉、韩新月、楚雁潮等一系
列栩栩如生、血肉丰满的人
物，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作品含蓄蕴藉，如泣如诉，以
细腻的笔触拨动读者的心灵，曲
终掩卷，回肠荡气，余韵绕梁。

出版方北京出版集团总经理
曲仲在发布会上说，这部50多万
字的作品，创作完成并发表于
1987年，1988年由北京十月文艺
出版社出版，甫一问世便好评如
潮，许多作家、评论家、穆斯林学
者和广大读者给予充分肯定和高
度评价，认为这是一部成功地表
现回族人民悠久历史和现实生活
的长篇小说，具有民族史诗的品
格。该书自出版以来所获奖项和
荣誉不计其数，其中最重要的是
1991年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其销量从200万册到300万册只
用了短短的3年时间，可以说是创
造了个严肃文学的市场奇迹。

作者霍达说，她表示最要感
谢的是未曾谋面的300多万读
者，正是他们给《穆斯林的葬礼》
注入了活力，让她在28年后仍然
青春焕发。这也证明了一个真
理：文学的生命，在于读者之中。

据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电影资金办数据显
示，截至9月11日，《捉
妖记》累计票房 24.29
亿元，观影人次 6543
万，打破了《速度与激情
7》24.27亿元票房纪录

和6245万的观影人次
纪录，成为中国影史票
房新冠军。

《捉妖记》由许诚毅
执导，白百何、井柏然领
衔主演，自7月16日公
映以来，先后创下国产

电影首日、单日、首周、
海外首周最高票房等多
项市场纪录。7 月 26
日，该影片票房超越《泰
囧》成为国产电影票房
冠军。

业内人士指出，《捉

妖记》代表国产电影技
术水准，开创了国产电
影新类型。

据悉，截至 9 月 5
日，今年全国电影票房
已超过300亿元大关，
超越去年全年 296.39
亿元的票房成绩。其中，
国产电影票房 182.8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72.89％，市场占有率已
突破60％。

抗战老兵、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家属代表以及专家学者近日齐聚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
区胜利70周年。馆长朱成山透露，
三期新馆将着重展示南京受降典礼
和南京审判日本战犯两个主题，预计
年内开放。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
本投降签字典礼在南京的中国陆军
总部大礼堂举行，日本投降代表冈
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战区
日军投降典礼正式宣告了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
利，是继9月2日在东京港美国军
舰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
后又一个具有国际性的投降仪式重
要节点。

当年受降典礼举办地中国陆军
总部大礼堂，如今成为南京军区军史
馆的一部分，展厅内多尊仿真人像凝
固受降历史性一刻。南京军区军史
馆负责人徐建说，2005年，南京军区
对受降典礼旧址进行原貌不变、修旧
如故地保护性修缮，并有序对申请参
观客流开放至今。

为纪念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
典礼70周年，纪念馆委托南京艺术
学院创作了大型油画作品《审判谷寿
夫》。该作品长8米，宽3.3米，以中

国公开审判侵华日军乙级战犯谷寿
夫为内容，作品融入了一系列南京大
屠杀罪行的重要物证。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审判谷寿
夫》主要创作人张玉彪说：“油画刻
画了庭长石美瑜挥臂怒斥日本战犯
谷寿夫犯下南京大屠杀罪行的主要
场景，其中遇难同胞的头骨遗骸、
勘验笔录等资料都是法庭的重要证
物。画中400名听审者象征着四万
万同胞。”

当日，美籍华人鲁照宁再次向纪
念馆捐赠史料，包括9件（套）图片、杂
志、画册、书籍，多数与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相关，其中包括1945年9月
17日美国《生活》杂志刊登的1945年
9月2日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无条
件投降的签字仪式多幅照片等。鲁
照宁透露，今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
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之前，他还有一
批史料将带回南京捐赠，如美国发行
的2枚日本投降纪念银块等。

“《审判谷寿夫》将在新馆永久展
出，其他相关文物我们将组织文物专
家进行鉴定评审后充实到新馆展陈
中去。”朱成山说，备受关注的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三期
新馆将于年内开放，将着重展示南京
受降典礼和南京审判日本战犯两个
主题。

日前，在贺敬之干净整洁的家中，记者见到了这位91
岁高龄的著名诗人。他创作的《南泥湾》《白毛女》《回延安》
等作品，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望着家中
墙上挂着的剪纸作品《回延安》，贺敬之情不自禁地念起了
这两句诗，思绪仿佛也跟着回到70多年前的抗战时期。

“一心要到延安去”
贺敬之的家乡在山东枣庄。1935年，出身贫寒的贺敬

之在亲友的资助下到一所私立完小读书。那时，抗战虽然
还没全面爆发，但日本已经占领了东北三省，民族救亡的呼
声遍及华夏大地。当时，学校里有两位老师常常给学生们
讲日本侵略中国的事，从“九一八”事变到塘沽协定，从红军
北上抗日到西安事变；课本中林觉民的《与妻书》，还有鲁
迅、巴金等的作品，让11岁的贺敬之心中开始萌发民族救
亡意识，对代表人民力量的红军也十分向往。

1937年，从完小毕业的贺敬之进入兖州乡村师范学
习。没上几天课，日本的炮火就打到了齐鲁大地，学校被
迫内迁。回到家乡的贺敬之在山头上目睹了台儿庄大战的
硝烟。

冲天的火光，肆意开动的坦克车，还有隆隆的机枪大炮

声……看到原本美丽的家园在战火中满目疮痍，14岁的贺
敬之受到极大震动，他和4名同学踏上了寻找母校的道路，
一路从湖北武汉追到了四川梓潼。同学随身带的《大众哲
学》《新华日报》等进步书籍和刊物，成为贺敬之宝贵的精神
食粮。

“鲁迅在我心里非常伟大，知道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
后，就更加向往。后来，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鲁艺的招生
简章，便下定决心一定要到延安去。”贺敬之说。

“写人民、为人民写、请人民评判”
1941年，贺敬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贺敬之

创作大量传唱至今的经典名作。
贺敬之说，当年在写歌词、秧歌剧以及诗歌时，首先想

到的是人民。“尤其是秧歌剧，反映的都是人民的现实生活，
采用的也是民间艺术形式。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对我来说，印象深刻，影响终身。”

贺敬之回忆，讲话发表后，延安文艺界人士开始广泛接
触干部战士、人民群众，从民间文艺、陕北民歌中汲取营
养，用于自己的创作中。而年仅20岁的贺敬之也迎来了
他文艺创作的重要收获，写出了《南泥湾》《翻身道情》等
广为流传的歌词，创作出在边区影响甚远的秧歌剧《栽树》

《瞎子算命》，还与丁毅执笔集体创作了我国第一部新歌剧
《白毛女》。

“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一般……又学习来又生产，
359旅是模范……”贺敬之说，《南泥湾》这首歌是1943年
鲁艺秧歌队到南泥湾359旅慰问时所写。除了动听的旋
律，这首歌更表现出抗战时期延安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的精神，鼓舞了一代又一代接班人。如今，《南泥湾》跨越时
空，在今天仍广为流传。

而《白毛女》更是从延安演到张家口、东北、北京，
继而演到全中国乃至国外，并一直演到今天，成为中国歌
剧里程碑。

“为何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面对记者的问题，贺敬之
认为，作为人民文艺，白毛女以时代主题为背景，象征着人
民和国家的命运，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我们有歌剧理想，歌
剧理想与革命理想是分不开的。这部歌剧正是写人民，为
人民写，请人民评判。”他说。

“一生经历是对‘三个必胜’的诠释”
“我已经91岁了，回想这漫长的一生，个人经历非常平

凡，对国家的贡献也很有限。”贺敬之淡然地说，回顾往事，
最使自己思绪难平的，是身心所系的伟大时代，是那个时代
的当时和未来。

贺敬之说，能见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胜利70周年纪念，十分荣幸。

“9月3日，当我在天安门城楼东观礼台观礼时，眼前看
到了强盛的国力，心中却回想起70多年前战火纷飞的岁
月，非常激动。”抚摸着胸前金光闪闪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
念章，他感慨道，自己的一生，正是对“正义必胜！和平必
胜！人民必胜！”的诠释。

作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重点
影片，文献纪录电影《根据地》在京首
映，不日将在全国上映。影片通过普
通民众口述的形式，讲述了抗战时期
发生在冀鲁豫根据地的残酷而壮烈
的抗日故事。

据出品方之一中央新影负责人
介绍，《根据地》以普通人的视角再现

了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不畏强暴、英勇抗争、艰苦奋
战，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历史。

据介绍，影片中的讲述人均是抗
日战争的亲历者，也是这段历史最后
的证人。“人民，是胜利之本。人民，
是真正的根据地。”影片的这句结尾
语，昭示了影片主题。

“全国动刀兵，一起来出征。你看那大旗飘扬多威风，
这路人马哪里来，西北边区陕甘宁。军民要齐心，救国打先
锋，这一个主张全国都响应。今番渡得黄河来，要把敌人消
灭净……”

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王昆演唱的《抗日将士出征歌》，
如今听来依然简单明快，但又给人坚定信念。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建立
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使陕北成
为革命的中心根据地。1937年9月6日，根据国共合作的
协议，中国共产党将陕甘苏区改为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
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

为了配合伟大的抗日战争，大量的抗战歌曲迅速流传，
形成了凝聚民心、奋勇杀敌的精神力量。《抗日将士出征
歌》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根据陕北民歌填词而成，其曲调朗朗
上口，简单明快，再加上进行曲的节奏，气势如虹、雄壮有
力，一经填词就广为流传。

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主席尚飞林告诉记者，这首作品原
来名为《革命将士出征歌》，最早的记载是1937年填词，
但什么人填的词已经无从查找。然而可以确定的是，这首
词一定是出自一位有较高文化素养，且对全国抗战形势比
较了解的人之手。

“从存在的几个不同的版本可看出，这首歌后来在不

同的革命时期，大概是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求，又进行
了多次的改动、扩充，尤其是对歌词中人物姓名的追
加。”尚飞林说。

比如，20世纪70年代初，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主席关
鹤岩率领陕西的歌词作家赴延安采风改编创作的五首风靡
全国的民歌中，《工农齐武装》就是《抗日将士出征歌》
再一次重新填词的作品。

“这首歌曲有很多个演唱版本，而最常见的演唱版本
有两个，一个是已故老艺术家王昆的，她的声音与这首歌
非常吻合，简单直白，个性鲜明，把人们心中的情感表达
得淋漓尽致，非常动人，现已经很难听到这么美好、自然
的声音了。另一个是由歌唱家韩芝萍1977年演唱的版
本，这个版本也有它的特色。”尚飞林说。

歌声是现实的写照，而现实又升华了歌声。“杀退鬼
子兵，一齐下关东，百姓们欢呼咱们子弟兵，工农大众要
解放，中国革命要成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首经典
歌曲释放出不同的能量。但对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坚定信
念，通过这首歌传递到每一位中华儿女心中。

革命理想铸就经典之作
——访著名诗人贺敬之

●新华社记者 王思北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新馆年内开放
将着重展示受降与审判战犯
●新华社记者 蒋芳 倪瑞捷

《捉妖记》24.29亿元票房 问鼎中国影史票房榜
●新华社记者 史竞男

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
销量突破三百万册

●新华社记者 王薇

抗战剧如何传递青春正能量？
●新华社记者 许晓青 周文其

布 达 拉 宫
——西藏的雪域传奇

●刘家宁

金秋时节，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胡杨林迎来了一年中色彩最为炫目
的季节，树叶由绿变黄，并在10月中上旬完全变为黄色，成为这一沙漠小城
每年吸引数十万国内外游客最亮丽的风景。在秋天的阳光中，千年不死的
胡杨迸发出金色的魅力，展示它在沙漠中穿越时空的生命力，遒劲而绚烂，
苍凉而璀璨。图为夕阳下美丽的额济纳胡杨林景色。

新华社记者连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