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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有毅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
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气焰千
万丈……”32集大型抗战史诗电视剧《太行山上》，展现
出70多年前，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中国人民同仇敌
忾、众志成城、前赴后继、英勇斗争，展开了一场波澜壮
阔的全民族的伟大抗战。关键时刻，太行人民挺直脊梁，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伟大贡献。

出生于九零后的我，对于战争的概念是模糊的。在纪
念反法西斯战争七十周年之际，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电视
剧《太行山上》的热播，让我内心热血沸腾。丰富翔实的
影视资料，真实感人的历史人物和悲壮的生活场景，让我
穿越到那段被历史尘封的岁月，深深地感染着我。

八百里太行，纵贯南北，峭壁如林，居高临下，易守
难攻，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天然战
场。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时
刻，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和太行儿女挺身而
出，进入太行山。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大刀
阔斧地开展根据地工作，用血肉之躯铸成了抗日救亡的钢
铁长城，谱写了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孕育了荡气回肠的
太行精神，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该剧视角独特，以局部抗战展示全局抗战的场景。以
太行山抗日军民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为点，反映了中华民
族万众一心、不屈不挠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全景式地再
现了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八路军在太行山区、
冀南地区克服困难、消除摩擦，坚持全面抗战、全民抗
战、持久抗战的光辉历程，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正义战胜
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英雄史诗。真实再
现了刘伯承、邓小平率一二九师夜袭阳明堡机场、伏击七
亘村等八路军经典游击战例，浓墨重彩地描绘了“9000将
士进涉县、30万大军出太行”的气势恢宏、感人至深的历
史画卷。

那一幕幕浴血奋战、殊死抵抗的场面深深震撼了我。
在夜袭阳明堡机场中，被彭德怀称赞为“忠肝赤胆，与日
月争光”的769团3营营长赵崇德积极请战，安排突击队从
东西两侧秘密进入机场，但是，在接近飞机时被敌人发
觉，赵营长当机立断，命令发起攻击，经过一小时激战，
一举炸毁敌机24架，歼敌100余人，在撤出战斗时，为掩
护战友，赵崇德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23岁。奇袭阳
明堡机场有力地支持了正面战场的忻口战役，令国民党高
级将领为之喝彩。镜头转移，在滂沱大雨中，八路军抗日
将士队列整齐，士气高涨，在师长刘伯承的带领下庄严宣
誓：“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为了民族，为了国
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谨此宣
誓。”这誓言穿风透雨，向全世界发出了太行人民不屈不
挠、抗战到底的声音。

这不仅是一部中华民族血与泪的抗战史，更是气势恢
宏的英雄史诗，真实地反映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
艰苦抗战的峥嵘岁月。它彰显、孕育出的太行精神，不仅
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一座历史丰碑，也是展现中华民
族崇高精神的一面光辉旗帜。

“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有了精神力量，人才会有
奋发向上、追求卓越的动力；一个民族是需要精神支撑
的，有了振奋的精神，才能凝聚力量，自立于民族之林。
光耀千秋的太行精神，凝聚着中华民族勇于牺牲、无私奉
献、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民族魂。

中华民族，就是因为有这种精神，才能在危难时刻得
以自救；也正是因为有这种精神，无论身处何种环境，在
任何时期，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
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为民请
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一切探索救国救民的先
辈们是中国的脊梁，伟大的抗战英雄们是中国的脊梁，而
我们，必将成为新世纪复兴中华民族的脊梁！

如今，战争的硝烟已经远逝，在和平年代，我们更应
该铭记这伟大的民族精神，挺直自己的脊梁，将之转化成
奋力前行的强大动力，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奋斗！□ 薛晋文

国庆档以来，电影《夏洛特烦恼》和
《港囧》的票房牛气冲天。两部作品虽然看
上去差强人意，但大家习惯了群体性情绪宣
泄的闹腾和折腾，所以叫好声依旧此起彼
伏。然而，对照北京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精
神，我们发现，两者在美丑问题、价值观问
题和喜剧情怀方面均不合格，甚至是伤风败
俗和颠覆核心价值观的典范之作。倘若任其
泛滥，我们可能与座谈会的宗旨渐行渐远。

1 .善恶不辨、是非不分和以丑为美是大
忌。当下一些影视作品的通病即是丧失了起
码的是非感和美丑边界，以胡作非为为美，
以欺世盗名为美、以兜售生理缺陷为美、以
正不压邪为美、以对抗核心价值为美。电影
《夏洛特烦恼》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夏
洛在片头大闹暗恋者的婚宴现场，以痞子形
象登台出场；片中穿越到中学时代，夏洛先
是在班级发起暴动，带头手撕王老师、进而
一把火烧了教室内的课本，学匪形象暴露无
遗；片尾，经年吃软饭并对校花秋雅想入非
非，孰料又染上了艾滋病毒。不难看出，电
影让观众追捧的英雄是一位不学无术的学
匪，作品宣扬的偶像是一位欺世盗名的赌
徒，作为文化圣地的校园，即使有这样那样
的污秽现象，也是执法执纪部门的事情，如
果让造反有理的悲剧再次上演，那么杏坛就
成了夏洛们大展拳脚的舞台，文化就成了反
智主义者们踩在脚下的狗屎，师道尊严就成

了小流氓们随意亵渎的海天盛筵，流民习气
和流氓文化在夏洛身上无处不在，这样的
“白卷英雄”、“白痴英雄”和“软饭英
雄”，没想到在21世纪的银屏上竟成了国民
追捧的偶像，影院中为夏洛火烧教材的叫好
声和狂欢声，着实让人不寒而栗和毛骨悚
然！不禁让人想起了文革灾难片《阳光灿烂
的日子》中的混混马小军，以及文革反思电
影《芙蓉镇》中的造反派王秋赦，时过境
迁，他们身上的劣根性，在夏洛身上又复活
了，可见，非正常时期的人格毒瘤和流民习
气依旧颇有市场。流民文化和流氓习气的主
要特点是：崇武尚侠、玩世不恭、自恋矜
贵；遇事喜好冲动过激、偏好破坏性的力量
解决问题；不受任何道德法律约束，想怎么
胡来就怎么胡来，这种毁灭性的力量曾经带
来过许多人间悲剧，今天当值得我们高度警
惕！

2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不容
回避。“三观”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然
而，我们的国产电影往往在常识中犯错，有
的走得很远，以致忘记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纵观电影《夏洛特烦恼》和《港囧》，他们
的中年烦恼都是关于初恋和文艺的话题，应
该说这样的题材往往是出佳作的潜力股。遗
憾的是。夏洛的“三观”严重不端，他眼中
似乎对校园内外的世界充满了仇恨，时常想
砸碎一个旧世界并创立一个新世界，虽然不
学无术，但时常感觉生活对不住他，甚至将
吃软饭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在他眼中，只
要能以恶制善、以邪压正、投机取巧就是人
生的赢家，就连夏洛的母亲也认可这样的价
值观，她在校长办公室略施奇技淫巧，就能
让儿子轻易间逃掉惩罚，在母子眼中，校长
和老师是龌龊、卑劣和猥琐的代名词。他们
在艺术审美理想中本应是批判的对象，在社

会生活中本应是谴责惩罚的对象，在历史长
河中本应是反面教材。然而，坏人偏偏成功
了，恶人偏偏过得很滋润，无赖偏偏成了命
运的宠儿，夏洛通过剽窃别人的作品摇身一
变成功了，过上了穷奢极欲的生活，一场虚
妄的胜利，让奋斗者和奉献者从此颜面扫
地，夏洛狠狠地将国人的理想和情怀羞辱了
一把，勤奋好学者败在了无知无畏者手中，
价值观的头脚倒置让作为艺术的电影，没有
了善恶标准、没有了是非底线，没有了起码
的体面和尊严。电影《港囧》中的徐来为了
圆一吻之梦，硬是让观众反复凝视他屡战屡
败的肉麻表演，甚至借助原始欲望的挫败，
去博取影迷的怜悯和同情。这似乎都不算什
么，更为要命的是生理隐私、床战造人、胸
罩公司，以及取精风波、避孕工具、物欲刺
激等花眼乱心的元素纷纷登场。这些惑众元
素的乱炖，直观的感觉就是徐来的人生观、
价值观偏离了航向，他试图拿初恋未得手的
欲望缺憾去麻醉中年危机的困境，试图拿一
种空虚去填补另一种空虚，拿一种无聊去满
足另一种无聊。面对人生的困境，徐来没有
拿出坚忍不拔的主体意志去改变现实，没有
拿出越挫越勇的精神走出人生雾霾，而是将
困境置于身体欲望和物质欲望的跷跷板两
端，在荡秋千和打摆子中逃避困境并游戏人
生。创作者将原始欲望符号挂在树梢上，供
观众瞻仰和猎奇，这种不知美丑、浑浑噩
噩、不辨香臭的庸俗人生价值观，与文艺座
谈会的讲话精神背道而驰，甚至有些公然挑
衅的意味，既显示了人物塑造中价值定位的
失败，也反映了创作团队江郎才尽的囧相。

3 .伪喜剧不应在喜剧殿堂中滥竽充数。
我们欢迎一切敢于直面现实，为人民而创作
的喜剧艺术家和喜剧作品。好的喜剧作品，
让观众能在现实困境中看到人生的希望和出

路，能让观众在笑过之后对生活若有所思，
并激发他们笑对人生不幸和苦难的勇气和信
念。而坏的伪喜剧艺术，通常借助某些荤段
子的堆砌、肉麻语言的乱炖、低俗笑点的强
挠咯吱窝，勉强让人发笑以换取最多的人民
币，这不仅难以提升观众的审美修养和审美
水准，反而让人生不如意者更加萎靡和消
沉，影院里的笑声过后，一切荡然无存，反
而会坠入无尽的空虚、迷茫和无聊，就此而
言，伪喜剧艺术的危害形同鸦片的危害！再
看电影《港囧》和《夏洛特烦恼》，无论是
徐来的烦恼、还是夏洛的烦恼，均是人生的
小情感和小欲望的烦恼，是假慈悲者的烦
恼，也是逃避生活的软弱者的烦恼。这些烦
恼不具有为大多数沉默者代言的情怀，拿一
个人的欲望悲欢，试图当做全社会的悲欢离
合，喜剧艺术的格局和气量显得狭窄而憋
气。从喜剧的审美理想看去，两部电影都将
好玩当成了有趣、将有意思当做了有意义，
甚至，将个体欲望当做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将神圣和私密当做了糟践和调侃的对象。携
带着救赎情怀的喜剧艺术，在创作者眼中变
成了没有禁区的无所顾忌的狂欢，这样的作
品只有小聪明，却缺乏大智慧。试看，一代
喜剧大师卓别林的作品，我们从中看到了资
本主义社会的制度缺陷，看到了机器对人性
和情感异化的摧残，看到了一代人的欲望困
境和命运环境。反观今天的《港囧》和《夏
洛特烦恼》，我们能看到怎样的时代景观和
精神诉求？两相比较，真喜剧和伪喜剧的落
差真乃天壤之别！

有良知的艺术家应记住一句话：影视作
品绝不是“摇钱树”，决不能给观众乱吃
“摇头丸”！

(作者系太原师范学院影视艺术系主
任、博士、副教授)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
——— 从《夏洛特烦恼》和《港囧》谈起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 个人简介 王学典，1956年生，现
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
《文史哲》杂志主编、教授，兼任中国农民
战争史研究会理事长、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
副会长等。系山东省首批齐鲁文化名家、国
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山东省政协委
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出版《历史
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20世纪中国历史
学》等多部专业学术著作，在《中国社会科
学》及其英文版、《历史研究》等重要期刊
发表论文近百篇，其成果荣获教育部高等学
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山东省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

从1979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迄今，王
学典已在这所著名学府中度过了36个春秋。
在这36个寒来暑往中，他从学生到青年教师
再到著作等身的历史学家，身份不断变换，
但他对学术的热爱与执着，以及那份“吾曹
不出如苍生何”的使命感却从未改变。

作为著名史学家，王学典是我省多项重
大文化活动的主持者、参与者和重要智囊。
他领衔主持的《山东文献集成》，作为山东
省政府特批项目，是有史以来山东学界对山
东历代典籍最大规模的整理。全书共2 0 0
卷，不但抢救了大量濒临消亡的珍贵文献，
而且使得一大批世人难得一见的孤本秘籍能
够流通于世。这套丛书，不仅使山东自古以
来的学术力量得到整体呈现，也以强有力的
证据凸显了山东在明清学术史上所具有的举
足轻重的地位，一改以往学术界一直以江浙
为明清学术渊薮的学术格局的判断,从而大大
提升了山东在全国的文化地位。这是国内第
一部地方文献集成，其开风气之先的表率作
用尤其值得褒扬。

经过不懈努力，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目前
已经是海内外很有影响的文明论坛，也是文
化大省山东对外扩大软实力的最重要平台。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作为尼山论坛的学
术支撑、论题策划和学者联络单位，介入了
历届论坛的举办，在王学典的倾力参与下，
第三届尼山文明论坛成功在山东大学召开。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通过尼山世界文明

论坛进一步走向世界。
2012年初，王学典受命整合组建新的山

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并担任常务副院
长，协助院长许嘉璐先生工作。上任之初，雄
心勃勃的他，以罕见的气魄，确立了以大项目
推动儒学研究的设想，大手笔策划推出了
“十三经注疏汇校与整理”、“集部儒家文
献萃编”、“百年儒学精华系列·孔孟荀
编”、“儒家史论文献汇编”、“儒学小丛
书一百种”、“儒家正义论”等重大项目。这些
项目以特有的战略眼光，皆瞄准儒学研究的
关键环节、关键问题和关键领域，均属儒学研
究的重大基础工程，一经推出就在海内外儒
学界引起普遍关注和巨大反响。在王学典的
协助带动下，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已成
为国内最大的儒学研究院，也是全国屈指可
数的儒学研究重镇之一，而且具有雄厚的发
展潜力。《人民日报》曾以《山东大学建设世界
儒学研究基地》为题对此作了专访和报道。用
一位著名学者的话说：“十年之后，山东大

学的儒学研究将会令世界刮目相看！”
山东大学《文史哲》素享“高等学校文

科学报之王”的美誉。自十年前王学典担任
主编以来，《文史哲》确立了厚重办刊、引
领潮流、凝聚特色、强化人文的办刊方针，
使《文史哲》这个老牌期刊重振雄风。近年
来，《文史哲》又邀请了一批批在国内享有盛
誉的重量级学者，连续召开了5次人文高端论
坛，就若干重大问题展开探讨，在学界产生了
重要影响。2009年，《文史哲》荣获“新中国60年
最有影响力期刊”称号，2011年《文史哲》作
为全国高校社科学报界的唯一代表荣膺“中
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2014年，筹划十
数年之久的《文史哲》英文版Journa l o f
Chinese Humanities(《中国人文学刊》)隆重
创刊，甫一推出，即受到海外学术界的高度
认可。这一切无不凝结着王学典的心血。

作为全国知名的历史学家，王学典取得
了多方面的学术成就，其对中国当代史学
史、史学理论及民国学术史的研究尤为学界

称道。作为学界公认的中国当代史学史研究
的开创性人物，其对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
学主潮的研究，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
进程的研究，在海内外影响巨大。他对1949
年后中国史学界的典型事件、重大论战、风
云人物从学术思潮的角度作出的解读，对近
六十年中国史学进程的基本观察，对若干史
学趋向的把握，大都带有发端的意义。迄今
为止，王学典是从整体上、全局上和较高的
理论层面上反思和检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
学进程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另外，他对以顾
颉刚为中心的民国学术史的研究，在学术界
具有广泛影响，相关著作一时风行。

在《从文革中走来》这篇自传性文章
中，王学典把自己的学思之路归结为“‘思
想解放’浪潮的追随者”、“‘启蒙立场’
的坚守者”、“学术研究上的独立思考
者”，他做学问，尤其重视解决重大理论问
题，他所选择的论题，均隐含着对重大现实
问题的思考和关切。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
把历史研究当作一个事业、当作一个报效社
会的方式来看待的。正是怀着这种强烈的使
命感，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参与了一系列
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并在一些重大命题的
讨论中得出不同流俗甚至是让人感到震撼的
结论。蒙文通先生说，研究历史“须从波澜
壮阔处著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
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王学典治学特点的写照。

浓眉如霜，语调铿锵，初见王学典，使
人感受到学者的严肃与庄重。其实生活中的
他因一对入鬓白眉而被朋友和同行们戏称为

“白眉大侠”。“侠”之于王学典也非常贴切。他
古道热肠，为人正直、诚朴，经常为弱小仗义
执言，痛斥不公与丑恶。秦汉史专家张金光先
生辞世后，他写下《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
事——— 痛悼张金光先生》一文作为纪念，痛陈
张金光先生一生的坎坷与不幸，读后让人潸
然泪下。在学生眼中，王学典有着父辈特有的
和蔼与温情，不仅教导他们如何治学，而且教
导他们如何做人。他经常引用李白“我辈岂
是蓬蒿人”和毛泽东“问苍茫大地谁主沉
浮”的词句，来敦促学生要胸怀大志，致力
于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这样的大事业。每当
此时，他这一代人所特有的强烈的家国情怀
和理想主义都会深深地感染学生。

王学典六十寿辰时，他的一名学生在文
章中曾写道：“他终是学者，舍不下那一脉书
香。”诚如此言，从而立到花甲，任凭风云激
荡，他的智慧与担当都熔铸在学术之中，以
其洞见与卓识启迪后辈探寻历史的真相。

王学典：独寻真知启后人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省直文化系统日前开展

“全覆盖”安全大检查，检查范围包括省直
文化系统各演出场馆、图书馆、博物馆、艺
术馆、文化馆及其他各类文化活动场所，重
点检查火灾隐患整治、消防基础设施、消防
安全宣传和消防安全保卫等工作。经过自
查、检查、整改等环节，省文化厅还将进行
抽查验收。省文化厅官网将对工作扎实、成
效明显的单位给予通报表扬，对工作敷衍、
检查走过场、流于形式的单位给予通报批
评。

为深入贯彻落实11月13日山东省安全生
产工作会议精神和省政府安委会关于2015年
冬春火灾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省直文
化系统实际，省文化厅决定部署开展“查身
边隐患、保你我安全、促文化发展”安全生
产大检查活动，通过查隐患、建台账、促整
改，进一步强化“红线”意识，确保省直文
化系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这次省直文化系统安全生产大检查，将
做到范围全覆盖、隐患全查清、责任全认
领、整改全到位、信息全公开。工作任务包
括安全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岗位职责情况，消

防安全管理制度、消防安全档案建立情况，
消防设施设备及其使用情况，安全消防突发
性事件应急预案的制定及演练情况，以及
消防安全检查和火灾隐患整改情况等内
容。检查内容非常细致，如消防设施和设
备及其使用情况方面，将重点检查疏散通
道、安全出口、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
明、消防车通道、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
距等是否符合规定；消防设施是否进行日
常维护保养，确保完好有效；是否违规使用
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违规搭建使用燃烧性能
达不到A级要求的彩钢板建筑；消防控制室

值班和设施运行情况；单位职工对消防知识
的掌握，对消防设施、设备、器材操作使用
情况。

从12月15日至12月31日，将进入限期整
改阶段。根据安全隐患整改台账，加大隐患
治理力度，能立即解决的马上解决，需要配
套安全设施的，制定解决计划，抓紧向政府
申请资金尽早解决，做到安全隐患不消除，
整改台账不销号。省文化厅、省公安消防总
队将联合成立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督导组，
采取查阅档案、听取汇报、现场检查、突击
检查等多种形式进行检查验收。

省直文化活动场所开展“全覆盖”安检

□孙培江 报道
近年来，诸城市贾悦中心校始终将青少年时期作为开

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基础时期，着力打造耳濡目染的校园文
化，积极创新形式多样的活动载体，并创造性地开发编写
传统节日文化读本进行课程教育，在青少年心中播下了优
秀传统文化的种子。图为学生班级组织开展学校传统节日
主题月活动。

太行，挺直民族的脊梁

——— 观电视剧《太行山上》有感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1月14日，著名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阴

军录制的《阴军山东快书》光盘在济南首发。阴军现场为
大家表演了精彩的山东快书《挫大姐》小段，诙谐幽默的
表演赢得观众一片热烈掌声。山东快书被誉为“山东人的
一张艺术名片”，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阴军师从已故著名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孙镇业先生，
他的表演口齿清晰，泼辣大方，声情并茂，尤以对人物情感
的挖掘表达而获业内称道。阴军表演的作品多次在全国、全
军比赛中获大奖，包括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他还热衷
传承推广山东快书，在电视媒体上开办以山东快书来演说
新闻的民生栏目，推动山东快书进校园活动，去年联合山东
旅游职业学院开设山东快书艺术选修课。

此次推出的《阴军山东快书》光盘，共收录20余段山
东快书传统作品。不仅包括《武松打虎》、《鲁达除
霸》、《李逵夺鱼》等颇见功力的经典唱段，还有老百姓
耳熟能详的《挫大姐》、《两头忙》、《大实话》、《大
瞎话》等脍炙人口的小段。接下来，阴军还计划录制长篇
山东快书。

《阴军山东快书》光盘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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