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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难中诞生：
抗日救国的战斗号角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 《电通
半月画报》 纵 37 厘米、横 26 厘米，
在大 8 开本的封面上，展现着 20 世
纪 30 年代的电影时尚。因年代久
远，纸张已泛黄。

该杂志出版的第二期封面是电
影 《风云儿女》 的主演王人美。作
为 《风云儿女》 特辑，第二期的
《电通半月画报》除刊登有田汉所著
《风云儿女》文学故事外，还首次全
文刊发了署名为聂耳作曲的 《义勇
军进行曲》 歌谱，被认为具有特殊
意义的一期。

1935 年 5 月 16 日，《电通半月
画报》 创刊于上海，同年 11 月 16
日停刊，历时半年，共刊印 13 期。
该刊由电通画报社编辑，电通影片
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呼声
日益高涨。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
中，伴随国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
发展，电影工作者不懈探索救亡图
存的道路，迫切在电影创作和电影
评论中开辟新阵地。

1934年，在中国共产党电影小
组的直接领导下，电通电影制片公
司在上海成立，成为中国第一家专
门拍摄有声电影的左翼电影公司。
公司成立后，迅速召集和联合了一
大批左翼和进步的电影工作者，集
聚了司徒慧敏、夏衍、田汉、聂
耳、吕骥、贺绿汀、吴印咸、吴蔚
云、陈波儿、王人美、王莹等众多
文化、艺术名家。

同年12月，电通电影制片公司
拍摄完成了它的第一部作品 《桃李
劫》，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电影
主题曲 《毕业歌》 风靡全国。随
后，该公司还陆续拍摄了 《风云儿
女》《自由神》《都市风光》 三部经
典电影。这些电影反映了人民的心
声和时代的脉搏，获得了进步人士
和广大电影爱好者的交口称赞。然
而，由于电通电影制片公司鲜明的
政治倾向，国民党特务机关采取了
一系列针对电通电影制片公司的迫
害活动。1935年底，电通电影制片
公司被迫停办。电通电影制片公司
虽仅仅存在了一年多时间，但出品
的 4 部影片，制作精良、思想深
刻，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

当时，左翼文化力量也逐步渗

入各种报刊和出版发行公司中，为配
合电影的宣传与发行，电通电影制片
公司于1935年5月16日创办了《电通
半月画报》。

《电通半月画报》 的风格是专业、
严肃的，所报道的影片及宣传内容，
主要围绕电通影片公司的电影创作、
四部影片拍摄及有关人员的创作活
动。在强调电影工作者肩负的历史重
任同时，《电通半月画报》中所刊登的
影评及电影往往还意在指出中国电影
在特殊时期的道路和前进方向，带有
进步色彩和红色基调。从创刊至结
束，画报虽然只出版了13期，但发行
量每期大概有4万份，深受读者喜爱。

1935年初，共产党员田汉刚刚为
电通电影制片公司写好一部以抗日救
亡为主题的电影故事梗概没多久，便
不幸被捕入狱。黑暗阴冷的监狱没有
让田汉放弃革命创作，他想方设法用
香烟盒包装纸把电影主题歌歌词从狱
中捎出，这便是 《义勇军进行曲》 的
歌词。后来，田汉创作的故事梗概由
共产党员、戏剧家夏衍接手，改写成
电影文学剧本，定名为《风云儿女》。

此时，聂耳也成了国民党特务追
捕的目标。党组织为他的安全着想，
决定让他出国暂避。当聂耳准备去日
本时，得知主题歌需要谱曲，便主动
请缨，从夏衍手中接下了作曲任务。
到日本以后，聂耳夜以继日地创作，
在凸显民族特色的同时，吸收了 《国
际歌》 和 《马赛曲》 等外国优秀革命
歌曲创作手法，完成了曲谱并寄回
上海。

1935 年 5 月 24 日，《风云儿女》
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举行首映。这部创
作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
讲述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知识分子摆
脱苦闷彷徨，走向抗日前线、走向民
族解放战场的影片引起了轰动。主题
曲 《义勇军进行曲》 以奔放豪迈的风
格，高亢激昂的旋律和喜闻乐见的形
式，唱出了当时中华民族危机的深
重，唱出了时代和人民的声音，一夜
之间响彻大江南北。

为宣传电影 《风云儿女》，1935
年 6月1日，《电通半月画报》在第二
期全文刊发了《义勇军进行曲》，还刊
登了田汉编写的1.83万余字的《风云
儿女》 文学故事梗概及电影剧照等，
也为后人研究左翼电影运动和中国革
命音乐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史料。

越洋传唱：动人的国际战歌

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黑人歌手

保罗·罗伯逊用中文演唱 《义勇军进
行曲》 的黑胶唱片。70 多年过去了，
中国抗战音乐的传唱在中美人民之间
撒下了友谊的种子。

唱片封面制作精细，设计精心。
封面以长城墙砖图案为背景，印有抗
战期间中国军人和儿童的形象。军人
怒目而视，手中无枪但身上挂满了手
榴弹，虽武器装备落后，但表达了中
国人不屈的精神；军人身后带着天真
笑容的儿童，寓意着在军人的保护
下，和平安宁的生活终将到来。在封
面下方，是主唱者保罗·罗伯逊的名
字，以及一行英文，译为“由刘良模
指挥的华人合唱团”。唱片配套的小册
子中，依次列出 7 首歌曲的歌名、作
者、歌词和简介。其中，每首歌的歌
词除英文翻译版本外，还附上中文歌
词的英文注音，以便国外听众理解和
跟唱。

保罗·罗伯逊是美国著名黑人歌
唱家，1898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普
林斯顿。20世纪20年代，罗伯逊在纽
约哈伦剧院举行第一次黑人灵歌独唱
会大获成功，成为广受欢迎的中低音
歌唱家，还出演戏剧和电影。1930
年，罗伯逊因演莎士比亚的 《奥赛
罗》 一举成名，成为第一位在美国舞
台上出演莎士比亚戏剧 《奥赛罗》 主
角的黑人演员，被誉为“黑人歌王”。

尽管如此，罗伯逊更喜欢的却是
美国的黑人歌曲和各国民歌。他能用
多种语言唱各个国家的歌曲，如用俄
语唱《伏尔加船夫曲》，用汉语唱《凤
阳花鼓》等。

抗日名曲 《义勇军进行曲》 跨越
千山万水来到大洋彼岸的美国与黑人
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结缘，中国爱国
青年、社会活动家刘良模发挥了巨大
作用。从1934年开始，刘良模积极倡
导民众歌咏运动。当时，他在上海发
起成立了“民众歌咏会”，教唱抗日救
亡歌曲。1935 年 5 月，《义勇军进行
曲》 在上海被灌成唱片发行，成为歌
咏会传唱的重要曲目。在救国会组织
的各种活动中，刘良模带头演唱 《义
勇军进行曲》。现在，我们依然可以找
到，刘良模在上海南市公共体育场，
站在高凳上指挥“民众歌咏会”及群
众齐声教唱 《义勇军进行曲》 等抗日
救亡歌曲的老照片。

经过不懈努力，“民众歌咏会”不
断发展壮大，拥有50多个歌咏团体的

“国民救亡歌咏协会”也正式成立，并
在香港、广州等城市设立了分会，抗
日救亡歌曲响遍全国各地。许多青年
更是从中受到鼓舞，积极投身抗日救
亡运动。

1940年夏，刘良模离开祖国，赴
美留学。他一边学习，一边到美国的
大小城镇宣传抗战，尤其是以抗日歌
咏活动为主，在纽约，刘良模结识了
保罗·罗伯逊。

当刘良模向罗伯逊介绍起中国人
民的抗日斗争并唱起在中国已经被广
为传唱的 《义勇军进行曲》 时，罗伯
逊深受感动，对歌词产生了强烈共
鸣。谈及中国抗战，罗伯逊说：“我们
黑人和中国人民同样是被压迫的民
族，我们要向坚决抗日的中国人民致
敬。我要学会几首中国歌，我要把中
国人民的歌曲唱给全美国和全世界的
人听。”

那是1940年的一个夜晚，在美国
纽约一场露天音乐会进入尾声时，黑
人歌手保罗·罗伯逊向在场的六七千
听众宣布：“今晚我要唱一首中国歌
曲，献给战斗的中国人民，这首歌叫
《起来》。”罗伯逊用中文和英文演唱的

这首《起来》，正是由田汉作词、聂耳
作曲的 《义勇军进行曲》。一曲唱罢，
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1941 年，一套由罗伯逊担任独
唱，由刘良模指挥的黑胶汉语唱片在
纽约录制完成，命名为《起来》。这张
唱片的合唱部分，由刘良模组织的华
侨青年歌唱团演唱完成。这些在美华
人来自美国的洗衣房、印刷车间、餐
馆等地。正如刘良模在序中所言，“他
们的声音完全未经训练，却是真正的
人民的合唱团——（代表了） 中国人
民的声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罗伯
逊无比的欢欣。1958年，在给中国人
民的一封信里，罗伯逊写道：“我盼望
着有一天能够来到你们的国土向你们
表示我的敬意，但愿这一天快点到
来，这是我所向往的一个快乐日子。”

精神传承：凝聚中国力量

2019 年 8 月 5 日，首版 《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歌》 唱片入藏中国国家博
物馆。在此次收藏家汪世林捐赠的唱
片中，编号为 38254 号的 《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歌》 第一版样片是汪世林最
钟爱的收藏。这张唱片直径 25.4 厘
米，唱片上标明：典礼音乐，管弦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是1949年
12 月由上海大中华唱片厂录制，是
《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国歌后最早录制
的唱片。捐赠仪式上，汪世林表示：

“70年来，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此次捐赠给国家博物馆，
是因为这些唱片本身就是一种文献，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动人故事。”

1949 年 9 月 27 日下午 3 时，在怀
仁堂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 《关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
决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未正式制定前，以 《义勇军进行曲》
为国歌。直到1982年12月4日，在第
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上，代表们一致
通过将 《义勇军进行曲》 定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正式国歌。2004年 3月14
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
修正案，第四章章名为“国旗、国
徽、首都”修改为“国旗、国歌、国
徽、首都”。第136条增加一款，作为
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
勇军进行曲》。”国歌入宪，意味着
《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地位同国
旗、国徽一样，神圣不可侵犯，维护
了国歌的权威性，也深刻反映着中华
民族坚忍不屈的精神品格，增强了中
国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荣誉感。
2017 年 9 月 1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 《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歌法》，规范了国歌的奏
唱、播放和使用范围，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这首中华儿女心中最
美的旋律，今天仍将鼓舞人民以昂扬
的精神继续前进。

2019年，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为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精心制作奉
献的一份重要礼物。隆重推出“屹立
东方——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这张
首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唱片与
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徽、开国大典上使用的礼炮、
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红灯
笼、中央人民政府木牌等经典馆藏，
醒目地陈列在国博中央大厅之中，瞬
间把人们带到新中国成立这一伟大历
史时刻。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

博物馆里的国歌记忆
陈玲

在 中 国 国 家 博 物 馆 里 ，
珍藏着属于我们这个国家和
民族的集体记忆。其中，与

《义勇军进行曲》 相关的文
物 ， 包 括 了 最 早 全 文 刊 发

《义勇军进行曲》 的 《电通半
月画报》、歌手保罗·罗伯逊
用 中 文 演 唱 《义 勇 军 进 行
曲》 的 黑 胶 唱 片 以 及 首 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黑胶
唱片等。这些时代物证，在
国家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
里，向世界讲述着中华民族
坚韧不屈的精神意志和家国
情怀，彰显着中国人民一往
无前、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
英雄气概。

本报讯（记者 付裕）“殊胜大
足——大足石刻特展”日前在中国
国家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是国家
博物馆近年来首次举办的有关石窟
寺世界文化遗产的展览。

此次展览共展出82件 （套） 展
品，包括大足石刻研究院收藏的
66 件 （套） 文物，既有端庄典雅
的观音、慈悲肃穆的佛陀、神态
谦恭的供养人、形象逼真的醉酒
人、花纹繁复的香炉等造像，雕
琢精致、题材多样；也有全面细
致的石窟全景图、经变图和文物
修复照片等，构图巧妙、精美典
雅 。 为 呈 现 大 足 石 刻 的 整 体 面
貌，此次展览还展出近百张文物
图片和多媒体视频。

大足石刻位于重庆市大足区境
内，唐、五代、宋时凿造，明、清
两代亦有开凿。作为世界文化遗
产，大足石刻被誉为石窟艺术史上

“最后的丰碑”。
此次展览分为四个单元，分别

展示了大足石刻的发现过程、基本
概貌、石刻特色以及研究保护成
果。其中，“发现之旅”单元通过大
量图片展示了大足石刻的发现历
程。“蜀道大足”单元以大面积的展
墙设计向观众展现大足概貌，并通
过代表性文物来展现大足石刻造像
题材的多样性特点。“镌岩妙相”单
元分别展示大足北山、宝顶山、南
山、石篆山、石门山五大区域的特
点，具体解析大足石刻的发展脉
络、造像内容、造像表现形式等。

“承故焕新”单元则展示了大足石刻
的保护历史、修复技术，展示与推
广工作。

近年来，大足石刻研究院积极
倡行石刻造像的数字化保存工作，

逐步完成了龛窟造像扫描，同时采用
3D 打印技术对部分造像进行了复制，
给予不可移动文物走出家门的可行
性，实现了让文物活在当下、服务大
众的目标。

大足石刻特展亮相国博
本报记者 付裕

明《南溪草堂图》卷为文伯仁所
作，画面钤“五峰”“文伯仁”“画
隐”“五峰山人”。根据卷后王穉登所
撰《重建南溪草堂记》可知，此图描
绘的是江南望族顾氏的庄园“南溪草
堂”重修后的景致。

在明代吴门地区绘画中，以室
名、别号为题材或描绘文人、官宦所
居处作品为数众多，此图即为文伯仁
所作描绘“南溪草堂”的画面。

画中建筑与自然景物融为一体，

安宁和谐。水道蜿蜒纵横，竹林丛树、
渔舟小桥、草堂庙宇等散布杂错，展现
了江南文人优雅闲适的耕读生活。同
时，较一般江南园林的文雅精致不同，
此图点染兼用、间或双勾，以干笔勾
勒、皴染平坡土石，展现了田园野趣，
别具特色。

全图笔墨清劲，富于层次感，风格
柔和明秀，曾著录于汪士元《麓云楼书
画论略》，代表了文伯仁晚年的典型艺
术风貌。

明《南溪草堂图》卷

本报讯（记者 付裕）“原始创
新力：科学与艺术中的基础研究”讲
座日前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报
告厅举行。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斯
坦福大学医学院结构生物学教授迈
克尔·莱维特与中央美术学院实验
艺术学院院长、科技艺术学院副院
长邱志杰，以及策展人苏珊·布罗
施·莱维特，就科学与艺术中的基
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力的培养等话题
展开对话。

科学和艺术是人类创造力的两大
引擎，科学与艺术在基础研究层面的
突破，会带来技术与工艺、工程与设
计层面的全新的可能。邱志杰认为，
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科技艺术致力于
将艺术创新与科技创新深度结合，构
建基础层面上的互相激发和滋养的机
制，正是为了寻求一种“原始创新
力”。

据了解，迈克尔·莱维特和同事
成功开发了结合量子力学和经典力学
的计算方法，使用计算机计算分子的
化学反应过程，并因此获得2013年
诺贝尔化学奖。苏珊·布罗施·莱维

特博士是迈克尔·莱维特的妻子，也是
一位策展人，曾在北京大学工作，非常
熟悉中国当代艺术。

“科学与艺术都需要创意的火花。
从某种程度上看，科学是一种非常需要
想象力的工作，而好的艺术家的工作方
式也需要求真意志来支持。”莱维特认
为，好的艺术应该是以对真理的追求作
为驱动力的，好的艺术对人所起的作
用，跟科学见解、科学真理给人们带来
的启蒙感是高度相似的。

“科学和艺术的工作都是关于求真
的。”莱维特认为，求真的毅力非常重
要，无论在科学还是艺术当中，都需要
大量的付出，求真的道路上没有一蹴而
就的捷径。

对于科学创新机制与中国青年艺术
家成长等话题，邱志杰表示：“中国年
轻一代虽然面临压力，但是仍要眼光远
大，关怀和思考问题。”莱维特勉励青
年学子们说：“这个世界需要年轻人，
需要有意愿、有热情、想做一些事情的
年轻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程，道路
不免起伏坎坷，中国的年轻人，要具有
更积极、坚定的内心。”

聚焦科学与艺术中的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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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成化七年香炉 （1471年）
高 145 厘米，宽 125 厘米，厚

125厘米
原位于大足宝顶山小佛湾石窟
香炉为镂空雕刻而成，饰有

龙纹、云纹、花卉、双狮戏球等
图案，刻工精湛，匠心别致，在
大足境内已发现的香炉中，其雕
刻技艺最为杰出，是明代香炉的
代表作品。

香炉后炉身上雕刻题记：“大
明成化七年辛卯六月一日为/首比
丘法常命匠造炉入于/藏殿永充供
养△信士岳添辅/欧必铎梁志昭/
员寂本师超敬祖关/铜梁县匠人汪
孟良镌。”

《南溪草堂图》卷，明，文伯仁作，纸本，设色，纵34.8厘米，横713.5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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