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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3日 星期三 编辑：咏娟 校对：大鹏 组版：思雨
文 体12

9月 12 日，“月光女神”莎拉·布莱曼将在国家体育
馆举行个人演唱会。刘欢将作为特邀嘉宾和她共唱《我
和你》，这也是两人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再度携手
亮相。

此次北京演唱会，莎拉·布莱曼将带来从艺以来不
同阶段的代表作，如《歌剧魅影》《大地之歌》《月光女
神》《今夜无人入睡》等；而刘欢也将演唱《天地在我心》
等曲目。

为纪念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办方北京演艺集团专
门推出了相关购票优惠活动，观众凭借北京奥运会志愿
者工作证、奥运会门票票根或中国移动在奥运会期间发
放的1391199号段手机号，可六折购买演唱会门票，一人
限购两张。 （据《北京日报》）

莎拉·布莱曼和刘欢
再唱《我和你》

洛阳市工人俱乐部 9 月即将放映的公益电影为：9
月 6 日《私人订制》、9 月 10 日《归来》、9 月 13 日《放手
爱》、9 月 20 日《归来》、9 月 27日《里约大冒险》。

本周公益电影为9月6日放映的《私人订制》，市民
可凭工会会员证或本人身份证于本周四、周五8时30分
至12时、14时30分至18时，到市工人俱乐部售票处领
电影票两张。

教师是辛勤耕耘的园丁，为庆祝9月10日教师节的
到来，向教育战线上的广大教师表示慰问，市工人俱乐部
将于9月10日19时放映电影《归来》，教师可凭有效证件
于9月10日8时30分至12时、14时30分至18时，到市
工人俱乐部售票处领电影票2张。 （媛媛）

本周六《私人订制》免费看
下周三教师免费看《归来》

历史给我们

——盘点影视剧中的抗战记忆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9 周年。在抵抗
侵略与压迫的过程中，中国人民书写
了一部可歌可泣的生死悲歌，使民族
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淬炼。面对这
段不容遮蔽并且值得反复挖掘与表现

的历史，近年来中国影视艺术工作者
们潜心创作了一批抗战题材的影视作
品，让人们在光影艺术里感受民族精
神、人性善恶和英雄主义，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艺术成绩，为主流影视剧创作
开拓了更加宽广的发展空间。

电影产业成熟与否的一个重要
标志为是否建立起稳定的以主流影
片为主的产业结构。以电影工业发
达的美国为例，诸如《珍珠港》《拯救
大兵瑞恩》《辛德勒的名单》等很多
叫好又叫座的电影都是主流大片。
中国电影工作者意识到了这个问
题，所以抗战题材电影作为主流电
影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电影产业化
的浪潮中如何实现商业与艺术的双
赢，也成为近年来中国电影界不断
探索的课题。

2006 年一部讲述远东国际军事
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故事的影
片《东京审判》引发了各界关注。其
价值不仅体现在真实还原历史、以积
极态度激发民族自尊这样的思想艺
术探索，更在于对主流电影商业价值
的挖掘。影片不仅在制作、演员阵容
的确定上考虑市场号召力，还尝试运
用以近乎舞台式的强烈对峙冲突为

故事核心，层层推动情节渐入佳境，
为 主 流 电 影 创 作 留 下 宝 贵 经 验 。
2011 年张艺谋执导的《金陵十三钗》
聚焦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讲述了一
个教堂里互不相识的人们之间发生
的感人故事。虽然视角不同，却都采
取商业运营模式，使影片得到更多社
会关注，让人们对那段历史有了更多
的理解和思考，可谓主流电影商业之
路的有益探索。

《风声》《东风雨》《厨子·戏子·痞
子》则纷纷将镜头对准没有战壕的谍
报战线，情节跌宕起伏，让观众在紧张
刺激的氛围中感受地下工作者“在刀
尖上舞蹈”的勇敢无畏。此外，《喋血
孤城》《岁岁清明》《兰亭》《延安电影
团》《成成烽火》等，或真实再现抗战史
上某个著名事件，或反映因抗战爆发
而改变的个体命运和人生轨迹，或聚
焦战争中某一群体或领域的抗争，亦
在抗战影片的创作上做出了贡献。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抗战题
材电视剧存在两种误区：一种是过分
追求宏大主题而忽略细节真实，使品
质流失于苍白空洞；另一种是极尽娱
乐戏谑，却忽略艺术水准。令人欣喜
的是，在业界和观众的争议声中，电视
剧创作者开始向塑造亲切可敬的人物
形象和对人性进行深度挖掘回归，为
抗战剧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正者无
敌》以川军某师长冯天魁为主角，讲述
其在国民党反动派、日本侵略者、地方
军阀等势力虎视眈眈的险恶环境下带
领将士取得对日作战胜利的故事。《孤
军英雄》的主人公车道宽仅凭个人智
慧和胆识，驾驭鱼龙混杂、问题百出的
汪伪投诚部队，又击退日军进攻，粉碎
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在战斗中屡屡出
奇制胜。

《中国远征军》以中缅印战场为大
背景，以印缅战场、中国腾冲、陪都重
庆为主场景，通过韩氏家族韩绍功、韩
绍英、韩绍臣等拥有不同身份的成员

在战争中的境遇，讲述中国远征军在
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悲壮经历。

《战长沙》则一反某些抗战剧把正
义写在脸上的符号化人物设定，从一
名集市侩、功利、短视等缺点于一身的
旧社会警察薛君山入手，描写薛君山
一家在战乱中的生存状态和薛君山在
国难当头时的思想转变，于卑微之中
闪现出人性之光与英雄豪情。

《我的团长我的团》以“川军团”一群
溃兵由北向南一路败退至中缅边境后的
处境为切入点，表现他们从毫无希望的
苟活、歇斯底里的发泄，到被激发起与日
军决一死战的男儿血性，展示那场侵华
战争对于人性冷酷无情的扭曲与拷问。
还有《中国地》《民兵葛二蛋》《我的兄
弟叫顺溜》《火线三兄弟》《地火》《悬
崖》《借枪》等作品，通过对抗战中不同
身份、不同境遇的人们抗战活动的揭
示，描绘出一幅全民抗战的壮美画卷，
为抗战题材电视剧创作树立了新标
尺。

相较于电影和电视剧，纪录片创
作一度是抗战题材影视作品中的一个
短板。近几年，随着纪录片产业的迅
速崛起，以抗战为题材的纪录片创作
也日益红火起来，不断涌现出来的优
秀作品不仅弥补了该题材创作数量上
的不足，也填补了不少抗战历史影像
记录上的空白。

大型文献纪录片《烽火 1937》以
日本战争亲历者的口述为主线，以日
本国家历史档案为佐证，走访大量日

本权威历史学家，从日本的视角客观
审视“卢沟桥事变”的历史起因，揭示
出当年日本军政当局蓄意发动全面侵
华战争的弥天阴谋。《抗大抗大》采访
了 200 多位抗大亲历者（年龄最大的
101 岁，最小的 84 岁），用过来人口述
历史的方式，表达老一辈抗大人对那
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感受，对抗大的
认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对历史得失
的认识，对自身的认识以及对后人的
期待。 （据《光明日报》）

前行的力量

抗战题材电视剧 挖掘战争时期的人性力量

抗战题材纪录片 填补历史影像记录的空白

第二届全国大漠健身运动大赛2日在宁夏回族自治
区中卫市沙坡头旅游区开幕。为期3天的大赛将进行十
余项比赛活动。

大赛设置了沙漠足球、沙漠软式排球、拉沙舟、沙
漠拔河、沙漠毽球、滚雪球跑等 6 个集体项目和沙漠穿
越、铁人三项等 4 个个人项目。此外，还特设了沙漠卡
丁车、沙漠滑沙、沙漠冲浪、黄河飞索等 4 个展示体验
项目。

本届大赛规定专业运动员不得报名，参赛队员主要
是基层体育爱好者。

（据新华社银川9月2日体育专电）

第二届全国大漠健身
运动大赛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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