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一生融入一面“红旗”

《红旗颂》是吕其明心血的凝聚。 它

不仅是音乐创作，更承载着他对党、对人

民、对祖国深深的情感。 他说：“我是长在

红旗下的娃娃兵，我把一生融入这面‘红

旗’ ，党却给了我最高荣誉。 ” 2021 年 6

月 29 日，吕其明获颁授“七一勋章” ，当

他迈步走进人民大会堂的时候，播放的音

乐正是《红旗颂》。

吕其明 1930 年出生于一个革命家

庭，10 岁加入新四军成为一名文艺兵。新

中国成立后，他转业到上海电影乐团（上

海爱乐乐团前身）专为电影作曲。 第六届

“上海之春” 举办前夕，吕其明受命 7 天

内创作一部歌颂新中国的管弦乐作品，遂

挥笔写就《红旗颂》。 回顾创作时，他说：

“1949 年开国大典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时，整个天安门广场沸腾的场景，就像电

影一样在我眼前闪过。 我下定决心，一定

要用音乐表达出这种伟大的情感。 ”

精修细改半个世纪

《红旗颂》开篇以国歌为素材，以单

主题贯穿发展，采用了三部曲式结构。 引

子庄严恢宏， 红旗音乐主题在 C 大调中

喷薄而出，抒发了对胜利的喜悦与红旗的

赞颂。作品的尾声将整个乐曲推向了最高

潮，“它不仅是我的心声， 更是我们整个

民族的心声” 。

自首演以来，《红旗颂》 成为中国音

乐史上上演率最高的作品之一。吕其明坦

言：“毕竟是在 7 天内完成的作品， 远没

能达到‘一锤定音’ 的程度。 ” 之所以没

能“一步到位” 地修改，是因为：“首演

后， 兄弟省市都来抄谱， 全国都在演奏

《红旗颂》， 如果大刀阔斧地改， 怕不能

被接受。 ” 于是，他只能一点一滴地改，这

才改了半个多世纪。

八个版本魅力各异

此次， 由上海爱乐制作发行、 中唱

（上海）出版的《红旗颂》珍藏版黑胶唱

片，首次完整收录了该作品的多个重要版

本，除了首演版之外，还包括上海爱乐常

任指挥张亮指挥的管弦乐序曲版、青年钢

琴家陈萨和 12 岁的小钢琴家曹陈曦带来

的双钢琴版以及林友声指挥的管乐版等。

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张艺指挥， 携手

钢琴家孔祥东录制的钢琴与乐队 《红

旗颂》， 曾分别在今年的第 39 届 “上

海之春” 和上海解放 75 周年主题音乐

会上奏响 。 中福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

团的少儿合唱版由军旅诗人薛锡祥填

词 。 张国勇指挥上海歌剧院合唱团和

上海爱乐演奏了交响合唱《红旗颂》，

也让亿万中华儿女得以唱响伟大复兴

的民族梦想……

这套珍藏版黑胶唱片和 CD 首发版

限量各 500 套。 明年，《红旗颂》将迎来

首演 60 周年。 吕其明最大的愿望就是，

“让《红旗颂》永远在人民心中回响，让

它成为我们时代最强音的见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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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版黑胶唱片首发之际吕其明敞开心扉:

“让《红旗颂》永久回响”

����半个多世纪以来澎湃人心的 《红

旗颂》近日推出珍藏版黑胶唱片，献礼

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创作者、著名作曲

家吕其明回到上海爱乐乐团，回想当初

“临时受命” 却一气呵成的创作，感慨

于那段艰苦卓绝的奋斗经历，也坚定着

一直以来的信念。

珍藏版黑胶唱片收录了迄今为止

12 个版本中的 8 个， 不仅囊括了 1965

年 5 月第六届 “上海之春” 的首演录

音， 更有今年全新录制的钢琴与乐队、

双钢琴、钢琴独奏、少儿合唱等版本。吕

其明说：“《红旗颂》 承载着民族精神

与力量，它会继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

发出新的生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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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展现鲁迅巴金等文豪风采，《中国现代

文学家》纪念邮票发行———

方寸间感受文学大家的魅力

� � � � 今年是巴金先生诞辰 120 周

年。 为纪念这位“二十世纪中国

文学的良心” ， 以及那些在时代

变幻之际为读者创造出精品力作

的现代作家， 中国邮政近日发行

《中国现代文学家》纪念邮票，一

套六枚，分别呈现鲁迅、郭沫若、

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六位中国

现代文学家。

这套纪念邮票画面采用中国

传统水墨方式表现， 结合西方造

型艺术特点， 融通中西， 风格独

特 。 画面中六位文学家生动传

神，人物造型的时代特色鲜明，在

墨色的浓淡变换渲染中， 展现出

文学家的风姿神采。 邮票通过专

色油墨调配色彩， 为画面增添了

几分复古与典雅的气息。 六位现

代作家邮票背景都由其为大众耳

熟能详的代表作书影元素设计而

成。

其中， 巴金先生的纪念邮票

呈现他在人们心中的经典形象：

白发苍苍、微微含笑，侧面望向远

方，衣着朴素，表情舒展，姿态亲

切。背景映衬着《家》等代表作的

初版本书影， 形成作家笔墨晕染

般的效果。 上海地区首发的这批

《中国现代文学家》纪念邮票，配

套精心设计的巴金故居元素首日

封，当天限量销售 300 套。

据悉， 这套邮票在全国指定

邮政网点、集邮网厅、中国邮政手

机客户端、 中国邮政微邮局集邮

微信商城和中国邮政商城微信小

程序出售，出售期限 6 个月。

施晨露

第 76 届法兰克福书展开幕

首次设立“亚洲舞台”

� � � � 新华社电 第 76 届法兰克

福书展 10 月 15 日晚在德国法兰

克福会展中心开幕。 书展首次设

立“亚洲舞台” ，中国出版机构携

大量图书亮相。

法兰克福书展是中国出版

物版权输出的重要平台之一，中

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组织近 70 家国内出版机构参

展。 本届书展中国联合展台参展

面积 580 平方米， 展示 3500 多

种图书，重点展示版贸图书 1000

多种。 展会期间，多家中国出版

机构将举行外文版新书发布会、

签约仪式、版权输出签约仪式等

活动。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

有限公司将主办中欧版权洽谈

会和 2025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推介会。

法兰克福书展主席于尔根·

博斯当天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说，书展主办方与中国参展

商保持着紧密合作，中国出版机

构携大量图书亮相本届书展，这

非常重要。 今年书展首次设立

“亚洲舞台” ， 邀请了来自中国

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作家，便于他

们与德语作家开展交流 。 他强

调，中国出版机构是重要的版权

购买方，现在也成为重要的版权

输出方。

本届书展还重点关注人工智

能应用话题。 德国出版商和书商

协会主席卡琳·施密特－弗里德

里希斯在当天举行的书展开幕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 人工智能为出

版商、 书店以及物流领域带来了

许多机会。但她也警告说，成千上

万受版权保护的文本和图片在未

经作者同意或支付报酬的情况下

被用作人工智能训练材料。

创立于 1949 年的法兰克福

书展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出版行业

展会之一， 今年书展主宾国是意

大利。 书展主办方预计，5 天展会

期间，将有约 1000 名作家和演讲

者举办 650 场讲座、 论坛和研讨

会活动。

乙巳蛇年《故宫日历》发布———

展现故宫博物院百年风采

� � � � 近日，故宫博物院发布 2025

年《故宫日历》系列 ，包括以生

肖、百件精品文物、百年建院历史

为主题的 《故宫日历·2025 年》

及《故宫日历·汉英对照版·2025

年》，以书画作品为主题的《故宫

日历：书画版·2025 年》，以文物

故事为特色的 《故宫日历·2025

年·童真版》。

2025 年是乙巳蛇年，适逢故

宫博物院建院 100 周年，《故宫

日历·2025 年》精选 100 件院藏

文物，展现“金蛇腾万里，百载正

风华” 的蓬勃气象。 日历封面图

案采自故宫钦安殿纸本神像画局

部， 缠绕于马天君右手所持枪上

的灵蛇身姿灵动，富有活力。日历

共收录 31 件蛇文物图片，如汉代

双蛇纹方砖、唐代伏羲女娲像、清

代掐丝珐琅花卉纹甪端蛇形香熏

等， 是了解故宫博物院所藏蛇文

物的文化手册。 日历中还回顾了

百年院史， 生动呈现一代代故宫

人悉心守护国宝、 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故事。 《故宫日历·

2025 年》还运用 AR 技术，让读

者在阅读纸质书的同时可欣赏线

上数字日历。

《故宫日历 ： 书画版·2025

年》以“北地风光”“画里楼台”

“苏吴胜景”“书斋逸兴” 作为四

季主题，精选近 400 件山水楼阁

书画作品进行展示， 并随书赠送

牡丹蟠蛇纹藏书票 1 枚、 山水蛇

纹徽章 1 枚和 “密斋读书”“青

山红树” 书签一对。 每月选出 1

幅具有代表性的书画作品， 全年

选出 2 幅书法精品，共录制 14 段

讲解音频；每季度精选 1 幅名作，

制成 AR 动画，更为生动、立体地

展示书画作品之美。

《故宫日历·2025 年·童真

版》中的“寻色宝盒” 配备了四

大玩法，分别为：可探索配色原理

的“中国传统色示意色轮” ，200

片可粘贴“萌蛇彩衣” 的日历色

片， 可记录日常观察色彩心得的

“萌蛇手账” ，以及 1000 片可用

于创作“童真色彩” 中国传统色

画卷的彩色贴纸和与之配套、勾

勒出故宫太和殿基础线条的拼贴

画底板。

据悉，《故宫日历》已连续出

版 16 年， 每年的日历分主题、成

系列地呈现故宫博物院藏品之

美， 让故宫博物院所承载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走入大众生

活中。

邹雅婷

评弹

� � � � 位于江西省鹰潭市的龙虎山，是《水浒传》开

篇所描绘的名山。 近日，龙虎山迎来一群特殊的游

客 ， 一些创作活跃的年 轻网 络作 家来 这 里参 加

“番茄读旅季——— 2024 年网络文学乡村文旅创作

扶持计划 ， 暨番茄小说 第四 届网 络文学征文活

动” ，主办方希望通过“网络文学 + 乡村文旅” 的

形式，引导更多青年创作者将文学与文旅结合，讲

述山河故事。

近年来，地方文旅各展才华、各美其美，在传播地

方特色、吸引各方关注的赛道上，涌现出多个成功案

例，这次龙虎山将网络文学引入文旅概念，属于独辟

蹊径。 据统计，我国网络文学用户数已达 5.5 亿人，读

者年龄普遍在 35 岁以下， 这一用户群与旅行玩家具

有高度的重合性，通过网络文学的描写，将网络读者

转化为旅行消费者，这是文旅推广进行的一次有效跨

界尝试。

对于网络文学作家来说，能够寻找到一个充满素

材、拥有视觉与精神等多层面影响的名山大川作为笔

下故事的发生地， 也是诞生好故事、 好 IP 的上佳之

选。 据介绍，龙虎山除了与《水浒传》故事的诞生具有

紧密联系之外，还以丹霞绝美、道宗绝胜、古乐绝唱等

享誉海内外。 宋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陆九渊在这里

创办的象山书院，是南宋时期中国四大书院之一。 这

里的自然风光、传统底蕴、文化气质等，与网络文学属

性具有天然的联系，以新鲜的、可读性强的写法来重

新讲述龙虎山故事这一创新办法，会催生一种特殊的

化学反应。

和以淄博、哈尔滨、泉州 、威海等为代表的城市

文旅不同， 乡村文旅的推广， 相对而言难度更高一

些，因而也更为迫切地需要创意支持。 这些年来，乡

村文旅在硬件方面已经取得长足进步， 比如游客服

务、精品民宿、餐饮等方面，均可以提供媲美城市文

旅的供应，但在知名度与影响力方面还有欠缺，在这

个时刻，网络文学的参与，会给乡村文旅带来多种可

能性。

网络文学与乡村文旅的结合，是一次彼此的相互

成就。 就网络文学层面来说，虚构是其最大的特征，但

当虚构走到一个创作阶段的时候， 也需要具有根基

的、有现实意义的素材，为作品注入扎实的想象力起

点。 就乡村文旅来说，来自于云端的网络文学，已经通

过文字、影视、游戏等多方面的转化，与大众娱乐建立

了广泛的联系， 有了网络文学的助力， 乡村文旅的

“山河画卷” 与网络文学的“字里行间” ，都拥有着开

阔的表达与创作空间， 网络文学作为精神消费品，通

过与乡村文旅的碰撞，可以转化为现实消费品，虚拟

情境与真实山河由此可以实现互动与滋养。 期望两相

结合所带来的成果，能够为读者与游客带来全新的阅

读与旅行感受。

网络文学能为乡村文旅带来什么

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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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味中华———中华古代饮食文化展” 10 月 15 日在位于匈牙利

首都布达佩斯的民族学博物馆开幕。 本次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匈

牙利民族学博物馆共同举办。 图为文化展一角。

新华 / 传真

由中国美术出版总社主办的“流动的画卷———大运河文化主题创作作

品展” 10 月 13 日至 17 日在北京人美美术馆展出，展览精心选取涵盖中国

画、油画等多种艺术形式的 150 余幅画作，展现大运河的壮丽景色与深厚

文化底蕴。 图为观众在参观展览。

新华 /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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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版黑胶唱片。

� 一生融入一面“红旗”

《红旗颂》是吕其明心血的凝聚。 它

不仅是音乐创作，更承载着他对党、对人

民、对祖国深深的情感。 他说：“我是长在

红旗下的娃娃兵，我把一生融入这面‘红

旗’ ，党却给了我最高荣誉。 ” 2021 年 6

月 29 日，吕其明获颁授“七一勋章” ，当

他迈步走进人民大会堂的时候，播放的音

乐正是《红旗颂》。

吕其明 1930 年出生于一个革命家

庭，10 岁加入新四军成为一名文艺兵。新

中国成立后，他转业到上海电影乐团（上

海爱乐乐团前身）专为电影作曲。 第六届

“上海之春” 举办前夕，吕其明受命 7 天

内创作一部歌颂新中国的管弦乐作品，遂

挥笔写就《红旗颂》。 回顾创作时，他说：

“1949 年开国大典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时，整个天安门广场沸腾的场景，就像电

影一样在我眼前闪过。 我下定决心，一定

要用音乐表达出这种伟大的情感。 ”

精修细改半个世纪

《红旗颂》开篇以国歌为素材，以单

主题贯穿发展，采用了三部曲式结构。 引

子庄严恢宏， 红旗音乐主题在 C 大调中

喷薄而出，抒发了对胜利的喜悦与红旗的

赞颂。作品的尾声将整个乐曲推向了最高

潮，“它不仅是我的心声， 更是我们整个

民族的心声” 。

自首演以来，《红旗颂》 成为中国音

乐史上上演率最高的作品之一。吕其明坦

言：“毕竟是在 7 天内完成的作品， 远没

能达到‘一锤定音’ 的程度。 ” 之所以没

能“一步到位” 地修改，是因为：“首演

后， 兄弟省市都来抄谱， 全国都在演奏

《红旗颂》， 如果大刀阔斧地改， 怕不能

被接受。 ” 于是，他只能一点一滴地改，这

才改了半个多世纪。

八个版本魅力各异

此次， 由上海爱乐制作发行、 中唱

（上海）出版的《红旗颂》珍藏版黑胶唱

片，首次完整收录了该作品的多个重要版

本，除了首演版之外，还包括上海爱乐常

任指挥张亮指挥的管弦乐序曲版、青年钢

琴家陈萨和 12 岁的小钢琴家曹陈曦带来

的双钢琴版以及林友声指挥的管乐版等。

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张艺指挥， 携手

钢琴家孔祥东录制的钢琴与乐队 《红

旗颂》， 曾分别在今年的第 39 届 “上

海之春” 和上海解放 75 周年主题音乐

会上奏响 。 中福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

团的少儿合唱版由军旅诗人薛锡祥填

词 。 张国勇指挥上海歌剧院合唱团和

上海爱乐演奏了交响合唱《红旗颂》，

也让亿万中华儿女得以唱响伟大复兴

的民族梦想……

这套珍藏版黑胶唱片和 CD 首发版

限量各 500 套。 明年，《红旗颂》将迎来

首演 60 周年。 吕其明最大的愿望就是，

“让《红旗颂》永远在人民心中回响，让

它成为我们时代最强音的见证” 。

朱渊

� 一生融入一面“红旗”

《红旗颂》是吕其明心血的凝聚。 它

不仅是音乐创作，更承载着他对党、对人

民、对祖国深深的情感。 他说：“我是长在

红旗下的娃娃兵，我把一生融入这面‘红

旗’ ，党却给了我最高荣誉。 ” 2021 年 6

月 29 日，吕其明获颁授“七一勋章” ，当

他迈步走进人民大会堂的时候，播放的音

乐正是《红旗颂》。

吕其明 1930 年出生于一个革命家

庭，10 岁加入新四军成为一名文艺兵。新

中国成立后，他转业到上海电影乐团（上

海爱乐乐团前身）专为电影作曲。 第六届

“上海之春” 举办前夕，吕其明受命 7 天

内创作一部歌颂新中国的管弦乐作品，遂

挥笔写就《红旗颂》。 回顾创作时，他说：

“1949 年开国大典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时，整个天安门广场沸腾的场景，就像电

影一样在我眼前闪过。 我下定决心，一定

要用音乐表达出这种伟大的情感。 ”

精修细改半个世纪

《红旗颂》开篇以国歌为素材，以单

主题贯穿发展，采用了三部曲式结构。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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