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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在全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电影展映活动正在开展之际，由山
东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省影视文化学会、省电影发行
放映公司承办的山东社科论坛——— 抗战题材电影学术研讨
会日前在济南举行。来自高校、影视界、新闻界等单位的
20余人先后观摩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70周年的两部献礼影片《根据地》和《百团大
战》，并现场进行了学术研讨。

电影《根据地》是由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新
闻出版广电局、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等单位联
合摄制的大型纪录片。影片通过普通民众口述的形式，生
动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最大的平原抗日根据地———
冀鲁豫根据地的残酷而壮烈的抗日故事，再现了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军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艰苦奋
战，最终取得胜利的历史进程，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
战争这场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深刻揭
示出党的“根据地”就是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人民群众
的“根据地”就是党的坚强领导这个鲜明主题。

《百团大战》由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
司出品，创作历时8个月，经历了十几次的剧本修改，在故
事、人物、场景的设定上进行深度研究，真实还原了那段英
勇无畏、共赴国难的抗战岁月，传达了“勿忘国耻，珍爱和
平”的主题。影片自8月26日公映以来，观众好评如潮。

放映后，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原副院长、教
授耿建华，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院长、教授李锦程，山
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教授唐锡
光以及其他与会影视专家学者针对两部影片的主题意蕴、
人物塑造、叙事策略、影像风格、视听语言等展开了全面
深入的交流、研讨。充分肯定两部影片在思想性、艺术
性、观赏性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探索由此取得的艺术成
就。耿建华认为“两部抗战献礼片主题鲜明，立意深刻，
人物形象真实鲜活，复杂立体，叙事清晰，富有悬念，场
面恢弘大气，艺术感染力强烈，让观众看得热血沸腾，在
光影中重温了那段戎马岁月，共同缅怀那段光辉历史，激
发了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同时，大家对如何弘扬抗
战精神，适应时代变化，借鉴经典电影的经验与成就，创
造出新的电影精品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与建议。

□ 本报通讯员 孙锡刚
本报记者 于国鹏

◆ 个人简介：李昌文，1964年生，
198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山东广
播电视台副台长、高级编辑，现任中共济宁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系全国文化名家暨
“四个一批”人才，荣获中国新闻工作者最
高奖“范长江新闻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荣立省政府一等功1次、二等功4
次，获评为“山东省优秀新闻工作者”“山
东省劳动模范”。承担山东省社科理论研究
重大项目《传播语言学及其理论体系建设》
和中宣部资助项目《新闻之见》。

日前，李昌文从山东广播电视台副台长
任上，调到孔孟故里——— 济宁担任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从1987年走出南京大学的校门
算起，李昌文在新闻战线埋头耕耘了28年。

几乎每天晚上，吃过饭，把碗一推，会
有两个字，迫不及待地从他嘴里蹦出来：走
走。

走，成了他的一种习惯。从南到北，从
东到西，从滨海白花花的盐碱地，到沂蒙绿
油油的山脊梁，从牛虻飞舞的乡间的泥巴汤
子到像河流一样流淌的街灯……在他走过的
这些地方，留下了近百万带着温度，或冷或
热，或令人颤栗或令人发烧的文字。透过这
些文字，你会发现，他走行的旅途，原来是
为了苦苦追寻一个新闻背后灵魂的家，一支
饱蘸情怀如椽笔构筑的灵魂的巢。

(一)

李昌文的新闻生涯，是从当农村记者开
始的，脚沾泥土，眼望禾苗，一跑就是十年，
他的足迹遍及齐鲁乡村。抗洪救灾现场，有他
忙碌的身影；森林防火队伍里，他与消防队员
并肩。从贸工农一体化，到高产优质高效农
业，再到农业产业化经营，山东省农业方面的
每个重大探索，都推向了全国，成为中国农业
发展的新思路。这其中，凝聚着以李昌文为代
表的农业记者的智慧和汗水。

1998年，正逢我国改革开放20周年，各
新闻媒体纷纷展开报道，反映改革给各方面
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李昌文从寿光农民
种植蔬菜这个小话题切入，站在俯视社会、
审察历史的高度，把寿光农民的创造和贡献
放置到农村改革这幅大画卷中去观看，去思
考，采写了专稿《寿光农民的历史性贡
献》。寒冬腊月吃青菜，围着火炉吃西瓜，
形象地映射出改革开放的巨大光辉，秉文论

理，让人信服。
1993年，鲁南、鲁西南一带发生严重洪

涝灾害，李昌文获知消息的当天凌晨即赶赴
灾区。灾害持续了近一个月，他三下灾区，
六上黄河。看到被大水围困的群众生活困
难，他自己悄悄捐出了身上所有的钱；在郓
城金堤采访时，看到部分群众吃不上盐，他
难过得流下了泪水。发动同行记者，凑了
1000块钱，交给当地同志，委托他们买来食
盐，分发给灾民。近一个月时间，他先后采
写的消息、通讯、评论、录音报道有30多
篇。这些作品饱含真情，真实地反映了党政
军民在抗洪救灾中的精神风采。

情系乡土，与民同心。这是李昌文作为
农口记者的实践底色。

(二)

李昌文敢走别人不敢走的路，孜孜不
倦，探索新闻评论、新闻述评、新闻随笔报
道形式的规律及写作模式。多年来，他写的
新闻评论、新闻述评、新闻随笔多达100多
万字，作品多次被北京广播学院、华中理工
大学新闻学院等院校收编进教科书，被当成
新闻评论的“实战”典型进行解剖。

《闲谈》是李昌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新

闻评论、述评和随笔集，收录《小酒盅里有
政治》《农民负担，一个不轻松的话题》
《都是“小”字惹的祸》《谁在污染母亲
河》《寿光农民的历史性贡献》《睁一只眼
看黄河》《北京，请下命令》等57篇文章，
单看题目，就令人荡气回肠。

2005年，李昌文被公派美国康州中央州
立大学学习深造。在北美的大半年里，李昌
文马不停蹄有空就调研，拜访外国人，拜访
在美国各层工作、生活的中国人，李昌钰、
李德伟、吴明哲博士……以洋洋洒洒15万字
挥就38篇留美随笔，集成了莫言给他题写书
名的《那些日子》。

靠着敏锐的视角和犀利的洞透力，他的
新闻评论、新闻述评、新闻随笔，时时刻刻
关注百姓身边发生的事情，于细微处揭示深
刻主题，以事实为据挖掘事件本质，写作风
格纵横捭阖，不拘一格，总让人有耳目一新
的感觉。

(三)

2011年5月，李昌文在挂职德州信访局副
局长一年后，任分管新闻的山东广播电视台
副台长。

在繁忙纷杂的事务之余，李昌文把在工

作中的亲身经历和观察发现，以《新闻之
见》为题，或和风细雨，或一针见血，为媒
体人铺了一条十五万字的连心路。

在同事眼里他是个“官”了，但他总是
笑着说，什么官，我就是个大记者，大编
辑。说没变，也有变化，那就是，开会多
了，每次开会，就是强调“用心做新闻”，
做短新闻，沉下去，深下去。

事务性多了，但只要一有机会，他还是
到一线去接地气。青岛输油管道爆炸、台风
应急报道、寿光食品厂大火、章丘煤矿爆炸
等突发事件面前，他都靠前指挥，使主流媒
体报道第一时间发出声音，引导舆论向正面
方向发展。

为配合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三年来
实施了《走基层·蓝黄巡礼》《突围——— 记
者调查·专家把脉县域经济》《聚集一圈一
带》《寻找·亮点》《金融创新看山东》
《改善营商环境》《转型升级话国企》《改
革在你身边》等50多个专栏策划，新闻的脚
步始终跟随省里的大政方针一起律动，关注
稳物价、惠民生；关注小微企业的发展；关
注经济文化强省的建设，对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群众教育实践活动的宣传报道，都作
了精心策划，使得报道有张力、有内涵，展
现了山东广播电视台新闻的风范。

李昌文还提出了“做有温度的新闻”的
理念，山东卫视相继推出大型主题策划《你
眼中的美德是什么？》《寻找最美瞬间》
《家乡的红色记忆》《行进中国 精彩故
事》等主题策划，通过群众街采、典型故
事、专家点评和微博互动等形式，聚焦温暖
人心的凡人善举，彰显核心价值观的宏大主
题，社会和观众反响良好。

拼命三郎李昌文，言传身教，带出了一
支能打硬仗敢打硬仗的队伍。《山东新闻》
《山东新闻联播》等节目文风清新、贴近群
众，感染力、亲和力和影响力明显增强。
2014年初，中央电视台发布的《2013年电视
新闻节目网络影响力分析报告》，以网络关
注度、网民评议度、网民美誉度、视频点击
量等评价指标，评出全国前十位新闻节目，
《山东新闻联播》排名第七，地方台仅山东
广播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入围。

(四)

其实，知道李昌文其名者，大多是从他
的作品和光环里，泰山新闻奖、范长江新闻
奖、中国新闻奖荣誉丰厚；认识李昌文其人
者，大多是从他的才情和豪侠里，身高八
尺，豪情满怀，亲和仗义，如兄如长，对己
要求严谨，对人施以宽容，纵是批评，亦是
动情与晓理，严厉之下犹有春风。

新闻只是与李昌文职业有关的一个符
号。在他新闻作品的背后，内心深处，通过
符号传达的那种民族复兴需要的文化支撑，
那种社会进步呼唤的爱与力量，才是镌刻这
些文字的基石。

李昌文：千秋付与灵魂的巢

2007年8月，李昌文（右）在新泰华源煤矿事故现场采访。

□ 牛光夏

虽然伟人的横空出世会带来一些重大的
历史转折点，但历史从来都是由广大人民书
写的。大型纪录电影《根据地》制作精良，
但它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炫目的视听特
技，没有抗日名将和杀敌勇士，而是以大的
历史背景下小人物真真切切的个体记忆来重
构抗日战争时期救亡图存的集体记忆，带着
浓厚乡音的普通农民成为纪录片的主角，他
们的故事带给观众的是来自内心深处的感动
与感叹。影片对平民英雄的礼赞，对根据地
精神的颂扬，激发起每一位国人对战争的痛
恨和强烈的爱国情怀，使之不仅是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点影
片，也不啻为一部爱国主义教育的精品力
作。而当下弘扬根据地精神的现实指向和现
世价值还在于它阐述了这样一个道理：根据

地是共产党人的执政之基，民心才是真正的
根据地。

影片开篇是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的场
景，等待观看升旗仪式的人们摩肩接踵，一
张张热切而兴奋的脸，采访中有凌晨两点半
起床赶来观看升旗仪式的，有坐了一夜火车
专程来观看的。接着是国旗班旗手的风采，
升旗时庄严肃穆的氛围，一张张激动而虔诚
的脸……天安门广场是中国从衰落到崛起的
历史见证，是中国的标志性建筑，对每个中
国人来说都是那么熟悉和亲切。而天安门广
场的升旗仪式不只是一种仪式，更是中华民
族自立自主自强的象征，当国旗伴随庄严的
国歌冉冉升起时，每一个去观看的人都会有
心潮激荡的体验，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油
然而生。这一纪实段落以强烈的现场感切入
了影片，也为后面主体部分的展开奠定了基
调。

这部纪录影片主要以口述历史的方式回
顾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根据地人民所经历的
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见微知著的个体视角
的口述与理性客观的画外解说相结合，没有
大量使用解说词来阐释立场和观点，也没有
大量使用最近这些年在历史题材纪录片中流
行的真实再现，只是在一些必要的段落中少
量而谨慎地使用了再现手法，从而在影像表
达上既脱离了过去主旋律纪录片“形象化的
政论”的窠臼，也更加真实可信。据导演陈
真介绍，这部时长为90分钟的影片采访了80
多位当地普通群众，其中大部分被采访者是
鲁西和鲁西南的农民。片中一位位耄耋老人
用朴实而真诚的话语，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
他们亲历的残酷而悲壮的历史，以普通百姓
的视角再现了冀鲁豫根据地军民一个个英勇
抗争和戮力奋战的感人故事，真实反映了抗
日战争中冀鲁豫根据地党和党领导下的军队
与根据地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共同为抗日
战争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

口述历史是纪录片创作的一种方法手
段，也是一种呈现风格。成立口述历史博物
馆并制作《电影传奇》《我的抗战》等纪录
片的崔永元力倡口述历史，他认为：“口述
历史最大的价值和特点就是真实，之所以做
口述历史，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个千百年以
后还能和先人内心对话的机会。”在纪录已
经发生的历史事件时，由于条件所限可能当

时没有留下足够的影像，通过寻找当时的见
证者、亲历者并对他们进行采访来对当时的
历史进行更为立体的还原。口述者的“亲
历、亲见、亲闻”以及他们讲述时的表情、
动作、语言共同营造了一种历史的氛围，带
领观众进入历史的情境之中，众多的口述者
也让观众可以多向度、多方位地去接触历
史，让历史变得更为鲜活可触。在《根据
地》这部纪录影片中，饱经沧桑的老者以浓
厚的方音土语讲述他们眼里的抗日战争，有
每顿饭喝开水、吃窝窝头而被称为“窝窝
队”的鲁西抗日自卫队的故事，有成武县刘
菜园村刘金端一家在抗击侵略者“扫荡”中
用磨扇砸瘫日军坦克的故事，有巨野县柳林
镇五大村联合抗日、村民们用土枪土炮、长
矛大刀和棍子对抗装备精良的日军的故事
等。这些普普通通的农民在那个特殊时期成
了真正的战士，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印证了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是战争的幸
存者和亲历者，也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他
们所经历的苦难让今天的观者唏嘘感叹。

影像史学认为普通百姓不仅是历史构成
的要素本身，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
史影像的书写者和创作者。这种口述历史的
方法较之最近这些年历史题材纪录片当中曾
流行使用的真实再现或三维动画再现手法，
更加突显最具纪录片特性的真实的力量，也
更具史学和文献价值。而纪录片最大的价值
和意义在于它能为历史提供鲜活的影像注
脚，使今天的纪录成为留给后人的历史文献
和档案，纪录片的英文表达documentary中词
根document即为文献、档案之意。法国籍犹
太人导演克劳德·朗兹曼的纪录片《浩劫》
就是一部著名的口述历史纪录片，它的问世
被誉为“世界纪录片史上的最重大事件”。
这部长达九个半小时的片子通过采访数百位
幸存者、集中营士兵、党卫军、集中营附近
的居民、为走进毒气室前的犹太人理发的理
发师等相关人士，来反映二战期间纳粹德国
迫害犹太人的悲惨历史。这些人的口述提供
的诸多细节使过去那段惨痛的历史在今天得
以复活，也是对纳粹当年惨无人道灭绝性大
屠杀的证词。《浩劫》上映后获得多项国际
纪录片大奖，据说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在拍
摄《辛德勒的名单》前曾观摩本片不下十
遍。

《根据地》的导演陈真在首映式上的导
演阐述中坦陈，选择口述历史作为主要纪录
手段是因为创作团队决定要本着严肃认真的
态度来做这部纪录片：“我们宁愿故事不那
么精彩，不那么血腥，不那么冲突强烈，但
是我们保证，我们记录的声音、画面，里面
出现的人物、地点，都是真实的。”片子在
考据的真实性上下工夫来还原那段厚重的历
史，而不刻意追求戏剧性的冲突和精彩，片
中出现的少数几个场景再现镜头也是简洁和
写意的，没有去着力渲染战争本身的残酷和
血腥，这在浮躁而喧嚣的媒体圈实属难能可
贵。但基于口述内容本身的丰富和感人，加
之一些静美大气、彰显艺术品位的延时摄影
空镜头穿插其中，片子仍能够以其强烈的艺
术感染力和独特的视听效果吸引和打动观
众。

在求真的基础上，纪录片的艺术感染力
还在于以情动人，与观众的情感产生共鸣。
这部片子融汇了现代人观看升旗仪式时所表
现出来的爱国情、抗战时期百姓的保家爱国
情、军民鱼水情和守墓人对英雄的崇敬之
情，在真挚的感情倾泻中拉近了观者心灵与
历史的距离。

当片中那些普通的老人面对镜头打开尘
封的记忆，观众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对
民族、对国家、对家乡、对八路军和共产党
的深沉的爱，对日本侵略者刻骨的仇恨，看
到了党和军队与根据地人民患难与共、生死
相依的鱼水深情，看到了根据地军民用血肉
之躯筑成的精神丰碑。他们的述说让观众对
那段艰难岁月有了更为生动、具象的了解和
认识，也彰显了片子的主题即中国共产党在
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根据地，没有根据地军民的团结同心，就没
有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鲁西和鲁西南平原
虽然没有高山大川与密林的天然屏障，但是
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就是抗敌的最大屏障。

这样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纪录片
让我们在生动形象的影像中铭记历史，而铭
记历史是因为历史可以烛照未来，让我们愈
加热爱祖国，珍爱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稳定，
更加努力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
自己的一份贡献。

（作者系山东艺术学院教授，山东省首
批签约文艺评论家）

礼赞平民英雄 爱国教育力作
——— 评大型纪录电影《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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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研讨抗战题材电影

□刘黎辉 报道
本报莘县讯 日前，莘县张鲁回族镇本斋广场内，村

民们早早就在搭建舞台，驻足的群众也越来越多，笔者在
现场了解到，原来这里将上演抗日专场演出，是当地农民
自己编排的专题节目，以此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70周年。

舞台搭建完毕，三句半《马本斋精神代代传》拉开了
演出的帷幕，演出舞台虽陈设简单，幕布也陈旧并伴有明
显的小洞，但他们吹拉弹唱有模有样，激情昂扬。一曲合
唱《回民支队战歌》带动了观看的几百名群众一起配合高
歌。特别是40分钟的话剧《母子两代英豪》将观众的情绪
带向了高潮，成功演绎了日本人抓不到马本斋，便引诱威
逼马本斋的母亲白文冠劝降，老人家大义凛然，宁死不
屈，绝食七天，以身殉国的感人故事，演出现场不少观众
热泪盈眶，演出者的气质、语言、神情、动作活像专业的
演员，真实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的英豪风采。整个专场演出
近2个小时，广场内外观众满满，数以千计的围观者一起
感受这场抗战演出。

据了解，莘县是革命老区，刘少奇、朱德、刘伯承、邓小
平等都曾在这里指导过革命斗争，万里、宋任穷、陈赓、黄
敬、杨得志、苏振华、王任重、田纪云、杨勇、陈再道、张霖之、
段君毅、曾思玉、马本斋、赵健民、徐运北等曾长期在这里工
作、战斗和生活。其中马本斋及他的回民支队曾在张鲁回民
镇驻扎，当地回民纷纷入伍参战，这一带的群众为抗战付出
了很大的贡献，很多故事流传至今。

蔡景花老人告诉记者：“我从小就爱听长辈们讲打鬼
子的故事，现在我们这些老年人又把这些故事编排成节目
演出，让后代更好地从中受教育、勿忘国耻。据悉，当地
群众能歌善舞，2011年11月，他们自发成立了农民艺术
团，现任团长就是蔡景花老人，这场抗战演出是他们经过
2个月的酷暑认真排练的，为了这场节目，蔡景花老人嗓
子都沙哑了。

该镇镇长马阳介绍，这里群众文化基础好，村民经常
自编自演，写自己的生活，演他们自己的故事，艺术团成
员多是地地道道的回民，他们中年龄最小的五十几岁，最
大的83岁，为了支持农民艺术团，镇里也给予一定的补
助，市县的一些活动，积极推荐他们演出，从成立至今，
他们每年编排积极向上的新节目10多个，不定期地义务演
出，每年这里都有农民自己的春节晚会。

农民自办演出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赵峰 报道
9月12日，中国(枣庄)第二届世界石榴大会群众广场舞

大赛决赛在枣庄市峄城区举办。当晚，来自峄城区的21支
舞蹈队300余名舞蹈队员参加了广场舞大赛决赛。比赛现
场观众爆满，掌声阵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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