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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14 日，由中国电影
评论学会、湖南省电影局和潇湘电影
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抗战题材新片

《烽火塘田》观摩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从研讨会上传来消息，该片将于今年
9月在全国上映。

《烽火塘田》是由周琦执导，刘宁
波、吴言编剧，曹磊、刘筠燃领衔主演
的电影，由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湖
南潇影第二影业有限公司、中共邵阳
县委、邵阳县人民政府联合拍摄。2022
年8月1日，该片在邵阳县塘田战时讲
学院旧址举行开机仪式。

该片讲述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
主导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国统区邵阳塘
田创办战时讲学院的革命历史故事，塑
造了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为代
表的一群报国救亡、热血激荡、教书育
人、刻苦学习的抗战师生形象。影片以
历史现实主义笔触，真实描述了中国共
产党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时期培养抗
战人才的战略眼光及其努力实践，在统
一战线框架下组织知识分子在湖南邵
阳塘田艰苦办学的历史事件，塑造一群
青年学子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
关头云集塘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
帜下，走上前线的英雄形象。

《烽火塘田》导演周琦透露，电影
创作之初就瞄准了青年观众群体，但
对于许多青年观众而言，塘田在哪里？
吕振羽是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不
知道的。《烽火塘田》要告诉他们，在抗
日战争敌我交战激烈残酷的1938年，
在国统区邵阳塘田战时讲学院集聚了

这样一群著名文化学者和热血青年在
艰苦办学，培养抗战人才。

著名电影评论家仲呈祥表示，该片
集中表现了1938年为执行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培养抗日骨干人才，历史学家吕
振羽受徐特立委托，代表中共创办“塘
田战时学院”的故事，填补了抗战题材
影视创作中的这一空白。这对于传承弘
扬党领导的办学教育优秀传统，学习发
扬吕振羽等前辈的革命精神和学者人
格，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国政协委员、《当代电影》杂志
主编皇甫宜川同样对片中的人物塑
造给出了较高评价。在他看来，《烽火
塘田》很好地诠释了“聚是一团火，散
是满天星”这一主题，表达了那个时
代一批先进知识青年在以吕振羽为
代表的共产党的培养和领导下，从热

血青年逐渐成长为民族战士，成长为
一手拿枪一手写文章的民族战士。这
些战士后来成为星星之火，成为中华
民族最终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一种
重要力量。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胡建礼
认为，影片起到了记录历史的作用，希
望影片的上映将塘田战时讲学院的历
史传递给更多观众。

抗战题材电影《烽火塘田》下月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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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现场

8月19日晚，在中国桨板超级联赛举办地天子湖畔，电影《烽火塘田》首次

点映。图为点映仪式现场。 记者 申兴刚 摄

通讯员 鄢跃斌 李萌 何志鸿

本报讯 8 月 17 日，文化旅游
惠民月系列活动之“我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戏曲展演”在新宁
县崀山国际商业广场精彩上演，为
市民们带来了新的体验。

当晚，崀山国际商业广场灯光璀

璨，人头攒动。传统的戏曲唱腔、华美
的戏曲服饰和扣人心弦的杂技表演
相得益彰，精彩纷呈。200余名市民驻
足欣赏，不时传来阵阵喝彩声。

据了解，自2019年以来，该县已
成功举办了4次文化旅游惠民月系
列活动。此次文化旅游惠民月系列
活动由县文旅广体局举办，8月4日

开始至9月2日结束，旨在有效提升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此次文化旅游惠民月系列活动包
括县文化馆免费开放服务成果展、七
夕相亲会、本地杂技表演、戏曲展演等
多项文艺活动。为助推活动顺利开展，
崀山国际商业广场还设立了星光夜市
文创区域，让市民共享公益文艺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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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洲鹏 刘文博

“你看那雪山上铺满哈达迎
王妃”“青史中写上了千古第一
女”……

16日晚，在2023拉萨雪顿节
开幕式文艺演出的舞台上，国家
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黄炳强穿着
黄色蟒袍，迈着稳健的四方步缓
缓上台，尽显李世民威武之气；另
一边，饰演松赞干布的西藏自治
区藏剧团团长班典旺久穿着金色
藏戏服饰，步子大开大合，气宇轩
昂地上场……时隔多年，两位演
员在台上重逢。

舞台上，两方不同艺术风格
的演员尽显各自风采：一方唱腔
高亢激昂宛如高原上盘桓的雄
鹰，引起观众热烈欢呼；另一方眉
眼生动传神，身姿优美，唱腔低沉
细腻，让观众如痴如醉。

57 岁的黄炳强回忆，2004
年，在第七届中国艺术节上，西藏
自治区藏剧团和国家京剧院的队
伍相遇了，同时，京剧院派到藏剧团的第一位援
藏干部孙少东也带来了藏剧团演出的藏戏《文
成公主》剧本，想与京剧院合作，通过合适的改
编推动藏戏的传播。

“语言不通、音乐不同，藏戏和京剧两种风
格迥异的艺术同台演出，在那之前我们从未设
想过。”黄炳强说，京剧与藏戏的合作也让他从
此与西藏结缘。

途经文成公主进藏的路线唐蕃古道，奔腾
不息的江水、古老的寺庙、广袤的草原、成群的
牛羊、悠扬的牧歌，还有当地人们对戏曲的热
爱，都让黄炳强动容，他口中一句句有力的唱词
便是从这一幕幕高原风貌中来。

2005年全国艺术创作座谈会上，国家京剧
院与西藏自治区文化厅正式达成协定，与藏剧
团共同创作京剧藏戏版《文成公主》。同年8月，
京剧藏戏《文成公主》在西藏政协礼堂首演。随
后该剧目被评为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
工程”奖，入选了2006-2007年度国家舞台艺术

“十大精品剧目”，已在全国多个城市上演。
让藏剧团演好藏戏（松赞干布部分），让京

剧团唱好京剧（文成公主与李世民部分），对作
曲要求十分严格。整个京剧、藏戏的作曲需要连
贯采用填空式创作，待京剧部分的曲子写好后，
根据前一句京剧曲子的落音点填空，填写藏戏
曲子的尾音又要落在下一段京剧开始的地方。

“经过多年的打磨和情感的投入，两种不同
艺术风格的唱腔非常协调，多年后再次演出，大
家唱段间的衔接已经很自然。”班典旺久说，“步
法、身段……在这些年交流的过程中，京剧演员
亦师亦友，我们学到了很多。”

以藏戏演出为主要内容之一的拉萨雪顿
节，起源于公元11世纪中叶，2006年被列入中
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是西藏群
众每年可以尽情领略观赏藏戏、过足戏瘾的绝
佳时机，雪顿节也被称为“藏戏节”。

“京剧藏戏《文成公主》在西藏演出多次，这
是第一次在雪顿节上展示文化交流交融之美。”
班典旺久说，“这次能让京剧藏戏在‘藏戏节’上
呈现，并通过直播让全国观众看到古老戏曲的
艺术魅力，我们感到很荣幸。”

拉萨市融媒体中心数据显示，截至17日零
时，开幕式线上观看量达432万余人次，带“#雪
顿节”话题的视频总播放量达4127.2万次。

“这些年，藏戏在飞速发展、创新、传承。”班
典旺久介绍，拉萨雪顿节期间，西藏首部少儿舞
台剧藏戏正式演出，首次与西藏观众见面。随后
该剧将成为西藏自治区藏剧团“以剧育人”优秀
保留剧目，为今后培养藏戏接班人提供优秀剧
目与专业支撑。

数据显示，自2005年西藏全面启动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以来，西藏已恢复发展154
支藏戏表演队，13名藏戏传承人被授予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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