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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

新华社电 6 月 30 日晚，由中共中

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4

周年交响音乐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

馆举行。部分“七一勋章”获得者、“时

代楷模”、最美人物代表、“全国道德模

范”和优秀基层党员干部代表，同首都

各界群众 800 余人现场观看演出。

音乐会通过交响乐及混声合唱、民

族器乐演奏等形式演绎了 17 首音乐作

品。管弦乐序曲《红旗颂》、交响合唱

《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

歌》《保卫黄河》、管弦乐《人民的胜利》

等，紧紧围绕“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

爱和平、开创未来”主题，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童声合唱《我们的田野》歌唱田野

风光，表达对劳动的赞美和对美好未来

的 憧 憬 ；管 弦 乐《千 里 江 山》《清 风 云

月》抒发了人民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

爱，器乐联奏《和美家园》以民族乐器展

现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音乐特色，赞

美民族团结和睦；民乐与乐队《焕彩国

风》以年轻人喜爱的旋律为基础进行

融合改编，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新时代的蓬勃生命力；歌剧选段《珊瑚

颂》、京歌《圆梦中国人》通过民族化曲

调呈现民族精神与家国情怀的动人力

量；管弦乐《光荣梦想》、交响合唱《新

征程》将演出氛围推向高潮，鼓舞文艺

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

力奋斗。

音乐会由中国交响乐团、中国歌剧

舞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芭蕾舞团、中

央民族乐团、无锡交响乐团等单位联合

演出。景焕、袁丁等一批中青年艺术工

作者同台献艺。

本报讯 由广东省中国画学会、贵

州画院、贵州美术馆、当代岭南艺术研

究院主办的“扇意中国·至扇至美”当

代名家绘扇展正在贵州美术馆展出，

展至 7 月 20 日。展览荟萃了方楚乔、

梁 弘 健 、叶 其 嘉 、罗 江 、邓 健 强 、王 保

安、徐恒等近 40 位省内外知名画家的

扇面中国画精品力作，在盈尺扇面上

演绎中华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与时代

新风。

“扇”自古以来便是文人士大夫的一

种身份象征，而“扇画”则最能折射出中

国文人独特的审美经验与哲学精神。此

次展览主题为“扇意中国·至扇至美”，

分为“扇开万象”和“大美至扇”两大专

题，力求将画家的主观情感和对客观物

象的精神气质充分展现出来，给观者以

心灵的冲击，让其在欣赏作品的同时，

感受扇画之美、品味画中之魂。

“扇开万象”专题聚焦扇画这一特殊

形制的中国画作品，呈现当代中国画名

家对扇面的艺术实践与深刻理解，关注

当代艺术家在全新视野和广域视角下，

如何以方寸扇面开启万象之境；他们不

仅解读扇画的新内涵与新语境，更在尺

幅天地间，观照自然万物，表露心性哲

思，抒发诗性情怀。“大美至扇”专题呈

现方楚乔、梁弘健、王保安、何婉薇四位

当代中国画名家扇面上的精彩之笔，深

入展示中国扇画艺术自古至今绵延不绝

的独特魅力。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舒锐）

连日来，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与周边地区的布依族群众相聚牂牁江畔，载歌载

舞，欢度传统民族节日“六月六”。图为布依族群众在表演《八音坐唱》。 新华/传真

7 月 2 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瑞士驻华大使馆、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主办的“宇宙考

古：时空探索”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把科学探索和艺术诠释融为一体，通过古

代文物、沉浸式体验、概念设计等多元作品形态，以艺术化的方式呈现，构建一次“科学+艺

术+历史”的跨界对话。图为观众参观平行时空舱系列装置作品。 新华/传真

近日，中央民族乐团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大型民族管弦乐音乐会《和平颂》。以“和平”

为主题，音乐会精选四首中俄经典作品，包括俄罗斯民族音乐作品《F 大调民族管弦乐队幻

想交响曲》《里亚比宁主题钢琴与管弦乐队幻想曲》，以及中国民族管弦乐《黄河》第二乐章

“黄河颂”、《和平颂》。这四首作品跨越山河与岁月，一头连着伏尔加河的深沉咏叹，一头

系着黄河的磅礴回响。 新华/传真

6 月 27 日 ，随 着 蔡 澜 离 世 的

消息公布，“香港四大才子”均已

告 别 红 尘 。 作 为 香 港 流 行 文 化

的制造者与引领者之一，蔡澜和

另外三位才子相比，更接近于一

位“杂家”，他写专栏、当制片人、

做主持人、当美食家、开餐馆，给

人的印象是，每件事情都做得成

功且精彩。

以内地 人 的 视 角 看 蔡 澜 ，不

难发现，他是伴随着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香港流行文化影响内地的

浪 潮 而 被 送 到 读 者 与 观 众 面 前

的。蔡澜以言论 、观点为人所关

注，再进一步说，他人生几十年所

不 断 输 出 的 生 活 方 式 与 生 命 态

度，最能代表他之于香港流行文

化的价值。

“才子”通常与“风流”联系在

一起，而蔡澜不仅将“风流”当成

自己的名片，还在几乎所有公众能

看 到 的 层 面 ，以 自 己 的 真 实 、坦

荡、无忌来践行着他对“风流”的

理解。

从 年 轻 时 代 到 晚 年 ，蔡 澜 所

持 有 的 生 活 观 念 与 态 度 是 一 贯

的。他是一位被强大信念推动着

走完一生的人，从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到现在，在这段漫长的时间

里，蔡澜强调自我与个性，但对于

接受他或者说欣赏他的人来讲，

蔡澜代替许多人过上了一种理想

的生活，一种被向往却难以去实

现的生活，他说出了许多人内心

想说但又不敢说的话，做了许多

人内心想去做但却被现实牢牢桎

梏的事情。对于按部就班生存的

人来说，蔡澜既近在眼前，又遥不

可及。

打量当下年轻人的思想追求

与生活目的选择，会发觉蔡澜在多

年以前就已经有了“导师”的身份，

重视自我感受与价值，拒绝被传统

中沉重的那部分所绑架，当下许多

年轻人的自由姿态，在蔡澜身上都

曾发生过。只是，随着时间的推

移，年长的人也慢慢理解并接受了

年轻人的想法。或正是因为这个

趋势在缓慢地、大范围地形成，蔡

澜才处于“一直被理解、很少被批

判”的舆论空间中。他活成了自己

想要的样子，而这个样子，也是无

数人想要的。

蔡澜显然是享乐主义者，他的

开心与放纵捆绑在一起，他的自由

也与反叛捆绑在一起。但在蔡澜

身上，也能看到传统文化的影响，

如果说他的快乐多来自现代主义

的熏陶，那么他的痛苦则来自一名

传统文人难以摆脱的古典主义背

影。他身上有极其矛盾的地方，但

他 用“ 享 乐 ”将 其 消 解 。 他 对 痛

苦、孤独、死亡的理解，符合“红尘

繁华尽看透”的既传统又通透的生

命观。

才子已逝，对“才子”的固有定

义，也早已大变样。送别蔡澜，是

告别这位才子的肉身，他作为那一

代人的代表之一，所留下的故事，

依然会在今后的时光里，被无数人

所打量、揣摩，并从中寻找自身所

需要。

90 年前的一天，上海的一个年

轻人被房东从出租屋赶了出来，因

为他没白没黑地搞音乐，经常被邻

居投诉。于是，他借住到了上海电

通公司制片主任司徒慧敏家中。

这个年轻人，名叫聂耳。在这里，

他更加无所顾忌，经常边挥手打拍

子边唱词，第一句唱的总是“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时间长了，

连司徒慧敏的老母亲“长婆”都听

懂了，感慨地说：“是啊！我也是个

不愿做奴隶的人啊！”以后，她就叫

聂耳为“起来”。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今 天 ，作 为 国 歌 的《义 勇 军 进 行

曲》，是每个中华儿女心中最神圣

的旋律。1935 年，在民族危亡之

际，田汉和聂耳两位伟大的艺术

家，以笔为刀，以曲为号，完成了这

首永恒的经典。

这一天，负责为电影《风云儿

女》写作故事梗概和主题歌的田汉

一边吸着烟，一边思考着。突然，

伟词壮句涌上心头，近旁却无片

纸，他顺手拆开一个香烟盒，就在

锡包衬纸的背面奋笔疾书。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

中国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

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

吼声。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

写完歌词不久，田汉在这年元

宵节后第二天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身陷囹圄。接续创作电影剧本的

夏衍来找上海电通公司的编导孙

师毅，正好遇到聂耳。聂耳开口就

问：“听说《风云儿女》的结尾有一

个主题歌？”他拿到剧本立马翻到

最后一页，找到了那首歌词。聂耳

念了两遍，强烈要求：“作曲交给

我，我干。”没等夏衍开口，聂耳就

紧紧握住他的手，又重复了一遍：

“我干！交给我。”接着，聂耳还加

了一句：“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

聂耳是 1933 年由田汉介绍加入中

国共产党的。

聂耳为歌词抒发的救亡情志

而激动，创作灵感犹如潮水汹涌，

初稿几乎是一气呵成，两夜工夫

就写好了。为了尽善尽美，他在

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258 号

三楼的小亭子间，一遍又一遍地

以各种曲调演唱。他一会儿在桌

上打拍子，一会儿弹乐器，一会儿

在 楼 板 上 不 停 走 动 ，日 以 继 夜 。

结果，遭到房东白俄老太太的驱

逐。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所

述的一幕。

为了让音乐旋律更为流畅，聂

耳找孙师毅商议，将歌词最后一句

“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改成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在后续

的修改中，聂耳又将“中国民族到

了最危险的时候”之“中国民族”改

为“中华民族”，使田汉笔下偏指海

外华侨的“中华民族”与专指中国

境内的“中国民族”合二为一。面

临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中华民族

遐迩一体、海内外命运同担。一字

之改，意义升华。

清晨，聂耳乘坐电车前往电通

公司，车上巧遇电通美工师张云

乔。聂耳向他哼唱了谱曲完成的

主题歌，张云乔立即把他带到影片

导演许幸之家。那天，许幸之在通

宵拍片后刚入梦乡，被聂耳重重的

叩门声惊起。

听了聂耳的试唱，许幸之为面

前 这 位 年 轻 人 的 音 乐 才 华 所 折

服。他提出了自谦为“门外汉”的

批评，觉得起句“起来，不愿做奴隶

的人们”低沉了一些，而结句“冒着

敌人的炮火前进”还不够坚强有

力，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煞尾。一

番思索后，聂耳当场修改，将“冒着

敌人的炮火前进！”复唱一遍，改

为：“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

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进！”聂耳将原歌词

结尾改为三个“前进”的重叠短语，

进一步凸显冒着敌人炮火冲锋的

勇毅；把最后一个“前进”简缩为一

个“进”字，顿显节奏铿锵、煞尾有

力，更增一往无前、与敌血战到底

的气势。

经上海百代公司录制唱片，

《风 云 儿 女》公 映 ，以 及 歌 谱 公

布 、电 台 播 放 等 ，《义 勇 军 进 行

曲》迅 速 成 为 广 泛 流 传 的 抗 战

歌 曲 ，奏 响 了 挽 救 民 族 危 机 的

时代最强音。

1935 年，“一二·九”运动中，全

国各地的学生、工人等在集会上、

游行中都演唱了此曲。1937 年，淞

沪会战爆发后，《义勇军进行曲》成

为“八百壮士”鼓舞士气的战歌。

1938 年，在台儿庄大捷中，美国合

众社战地记者爱泼斯坦目睹中国

官兵端起步枪、挥舞大刀，高唱《义

勇军进行曲》，冒着日军炮火冲锋

的壮烈情景。“这首激动人心的歌

曲，使举国奋起，众志成城。从前

线到大城市，从城市到最遥远的乡

村，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首歌，

都会唱。”在《人民之战》一书中，爱

泼斯坦如此写道。

在缅甸，国民革命军第 200 师

师长戴安澜将《义勇军进行曲》作

为他率领的中国远征军先头部队

军歌，士兵们在训练和作战中高唱

此曲以凝聚士气。

音乐教育家、画家丰子恺在一

篇 文 章 中 说 ：“ 我 从 浙 江 经 过 江

西、湖南，来到汉口，在沿途各地

逗留时，抗战歌曲不绝于耳，连荒

山 中 的 三 家 村 也 有‘ 起 来 ！ 起

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自

村 夫 牧 童 之 口 。 都 市 里 自 不 必

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

车夫，都能唱‘中国（中华民族）到

了最危险的时候’。”

《义 勇 军 进 行 曲》还 突 破 国

界，二战期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

同盟的共同战歌。“法老如犹在，

惊醒问谁歌”，在埃及金字塔下，

教育家陶行知听到欢迎他的留学

生 唱 起 这 首 歌 ，写 下 这 样 的 诗

句。在美国街头，建筑学家梁思

成听到小男孩吹着《义勇军进行

曲》的口哨。许多同盟国的广播

电台频繁播放该曲。马来西亚的

一支抗日游击队甚至将其改编为

游击队战歌。

在赴美求学的中国青年刘良

模那里，美国 著 名 黑 人 歌 唱 家 保

罗·罗 伯 逊 听 到 了 这 首 歌 ，并 于

1941 年 录 制 了《起 来》等 中 国 歌

曲 的 唱 片 。 宋 庆 龄 在 唱 片 封 套

上 题 词 ：“ 中 国 已 经 从 新 的 群 众

传唱运动中发现了反抗敌人的力

量源泉……”

1945 年，联合国成立时，该曲

作为代表中国的歌曲演奏。第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义勇军进

行曲》被选入反法西斯盟军胜利凯

旋的曲目。

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以

《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0 月

1 日，在开国大典上，《义勇军进行

曲》在天安门广场响起。

1982 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确定《义勇军

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后写入宪法。

在中华大地上传唱了 90 年的

《义勇军进行曲》，像催征的战鼓，

似冲锋的号角，必将继续激励亿万

华夏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而团结起来、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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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才子”，在他的故事里找寻“自己”
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时讯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

交响音乐会在京举行

“扇意中国·至扇至美”
当代名家绘扇展在贵州美术馆展出

《义勇军进行曲》：

激励中华民族永远前进！
前进！前进！进！

▶《义 勇 军

进 行 曲》最 早 的

手稿。

▲1934 年，22 岁的聂耳在《扬

子江风暴》中饰演打砖工人老王。

▶青年田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