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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QIRITAN

核心
提示

近日，抗美援朝纪念馆从新征集
的100余件文物中，选出57件代表性
文物充实陈列展览，其中包括志愿
军英雄模范、普通战士及其子女亲属
捐赠的军功章、望远镜、日记本、奖状
和缴获的急救箱、美军地图等，从不
同角度讲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辛
历程和感人故事，为弘扬传承伟大抗
美援朝精神提供了新的生动教材。

98岁老英雄捐赠奖章

自2020年9月新馆开放以来，抗
美援朝纪念馆加大了文物征集力度，
重点与志愿军老战士、抗美援朝支前
人员及其子女、亲属等加强沟通交
流，新征集了一批具有较高收藏和展
示价值的革命文物，目前“时代楷模”
孙景坤捐赠的一级战士荣誉勋章等
57件代表性文物，已经充实到各个展
厅，和广大观众见面了。

去年 12 月，98 岁的抗美援朝老
英雄孙景坤委托儿女，将自己荣获的
一级战士荣誉勋章、军功章、抗美援
朝纪念章、和平万岁纪念章等共16枚
荣誉奖章，别在旧军装上，全部捐赠
给抗美援朝纪念馆。

抗美援朝纪念馆保管科科长齐
红向记者介绍，1950 年，孙景坤随部
队出国作战，任志愿军某部副排长。
1952 年 10 月 27 日，孙景坤接到了增
援161阵地的任务，他带领9名战士，

一人扛着一箱手榴弹，在猛烈的炮火
下，利用敌人的火力死角，机智勇敢地
冲上161高地，从中午到半夜，连续击
退敌人6次反扑，并消灭敌人20多名。

“那场激战下来，好多战友都牺
牲了，最后阵地上只剩下我们 4 个
人。”回忆起往事，孙景坤眼中总是噙
着泪花。这场战斗后，孙景坤荣立一
等功和一级战士荣誉勋章。

1955年复员后，孙景坤主动放弃
在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到家乡丹东山
城村务农，对自己的战功只字不提。
他组织村民成立致富小组，种植板栗、
修路治河。多年来他淡泊名利、无私

奉献。2020年被授予全国“时代楷模”
称号，去年获得“七一勋章”殊荣。

孙景坤将获得的 16 枚奖章视如
珍宝，他表示：“这些荣誉来自党和人
民的培养，理应归还给党和人民。”

火车司机立大功

新征集展品中还有志愿军副参
谋长王政柱使用的缴获美军军用地图、
志愿军第27军政委刘浩天使用的缴获
美军的高倍望远镜等，而火车司机刘逢
奇的个人大功立功喜报和三等功立功证
明书背后，还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1950年12月，佳木斯机务段选派
5台机车和51名机车乘务员奔赴抗美
援朝战场，24岁的刘逢奇就是其中一
员。他所在包车组共10人，进入朝鲜
战场后，遭到敌机轰炸，他们巧妙地与
敌机周旋，躲过了无数次的轰炸，及时
安全地把军用物资送到了目的地，给
前线的胜利提供了保证。包车组荣立集
体大功一次、二等功一次，刘逢奇荣立了
个人大功及三等功。

据时任司机长的张荣华回忆，
1951年 4月中旬的一天傍晚，包车组
在价川站等候出发命令，突然遭到敌
机的轰炸，与他们列车临道的一列弹
药车被炸，车厢一节接一节地爆炸，
他们的列车也被引燃。当时，动力车
头非常缺少，眼看着包车组的整列火
车就要葬身火海。紧急时刻，蹲在战
壕里的刘逢奇、秦德喜二人冒着生命
危险将火车头开离车站，保住了奇缺的
动力机车。为了表彰他们的英雄行为，
朝鲜铁路军事管理局为他们颁发了大
功喜报和奖章。

刘逢奇的儿子和儿媳告诉记者，将
父亲的珍贵遗物捐赠出来，是希望后人
能够学习革命先辈的精神，铭记历史，
传承红色基因。

透过一件件文物，我们能真切
感受到背后蕴藏的伟大抗美援朝精
神，这是激励中华民族勇往直前的
宝贵财富，而历史不会忘记那些最
可爱的人。

孙景坤的军功章 战场上缴获的望远镜

57件新征集文物亮相抗美援朝纪念馆
本报记者 商 越

“瑞兆沈水——2022 年沈阳书
画院新作展”于 3 月 28 日起分 3 个
板块上线推出。展览共遴选上线
中国画、油画、水彩画、书法佳作
100 余件。这是一个持续 30 年的
展览品牌，未因疫情中断，并呈现
出新的精神境界。

展出作品主题鲜明、门类丰
富、表现形式多样，其中既有九秩
书法家书写的自作诗句，又有年轻
艺术家的创新之作，作品洋溢着热
爱家乡、讴歌新时代的饱满激情。

画面涵盖独具文化特色的沈
阳站，富有东北韵味的冬日雪景、
港口，表现历史传承性的中街，从
不同角度描绘春天的花鸟与生机，
反映抗疫取得阶段性成果后像春
天般喜悦的心情，尽绘辽宁山川的
壮美与秀丽，小镇建设的别具风

情，蒲河的生态景观……画笔立体
展现沈阳的时代发展与人们的精
神追求，具有共情性和感染力。

今年的“瑞兆沈水”，因艺术家
切身体会到美好生活的珍贵，抗击
疫情、保卫城市的使命与责任，激
发了不一样的创作灵感，他们全心
投入，以精品创作和展示为载体，
弘扬沈阳的悠久历史、红色文化、
工业文化，着重表现浓郁的地域文
化特色和崭新的城市精神风貌。
浑厚、大气、厚重的画风与书风，积
淀着辽宁精神和沈阳风华，将历史
与当代有机融合，赋予艺术表达深
刻的内涵。

作品体现了赓续文化、创新图
强的初衷。沈阳书画院院长于晨
介绍，此次展览注重学术性与现实
性的结合，通过精心的酝酿和构思
充分展示艺术家的精神情怀，为提
升城市文化品位和文化软实力，实
现振兴新突破献上一份艺术深耕
的力量。

复工复产的当下，尤其需要
艺术佳作振奋心灵。3 年多来，
沈阳书画院一直在组织抗疫主题
创 作 ，因 为 人 们 更 需 要 构 建 健
康、乐观、坚毅的生活态度，所以
艺术创作不能局限于直接的抗疫
表 现 ，作 为 艺 术 家 ，对 时 代 的 敏
锐触感是多元的，抗疫同时也要
恢复如常的生活。优秀的艺术作
品可以承载这样的精神诉求，由
此抗疫创作也回归并拓展出丰富
主题。

所有短暂的美好都值得被记
录。不管生活突遭怎样的艰难，对
艺术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对美的渴望，是不变的。

百余画作绘“沈水”
本报记者 凌 鹤

面对疫情，沈阳音乐学院专业
教师以“艺”抗疫，创作抗疫歌曲，还
有一些业余词曲作者、演唱者也参
与其中。比如歌曲MV《我们》的词
作者田丹橘是营口市鲅鱼圈区妇联
主席，曲作者曲柏霖在银行工作。
付鹰、耀扬、陈首馗等8位演唱者也
不是专业歌者。歌曲 MV《与爱同
行》的作词作曲及演唱者都是张馨
雅，张馨雅在北票市委宣传部工
作。他们虽然不是专业音乐工作
者，但都是文艺爱好者，他们同样用
歌声传递爱与希望，唱出了无数人
的共同心声。

歌曲MV《我们》为营口市鲅鱼
圈区委宣传部监制，鲅鱼圈区新闻
传媒中心和鲅鱼圈区公共文化服务
中心共同制作。

“我为你关严出不去的门，你为
我守住回不去的家。我不知你姓啥叫
作啥，你看不清我是他还是她……”歌
词中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朴实的语
言、真诚的话语，娓娓道来。

词作者田丹橘是一位志愿者，
她参加社区居民核酸检测的信息录
入工作。看到与她一起并肩作战的
医务工作者、公安民警、各行各业的
党员干部日夜战斗在抗疫一线，她

有感而发创作了《我们》这首歌的歌
词，表达对成千上万志愿者守望相助
的敬意。

歌曲MV《与爱同行》由朝阳市
委宣传部、北票市委宣传部组织创
作。歌曲视频一经发布，立即吸引
网民转发点赞。截至目前，《与爱同
行》播放量已超过11万余次，网友评
论纷纷表示这首歌是“感人的歌曲，听
后泪目了”。张馨雅说，看到寒风中的
大白、卡口的值守人员、连轴转做核酸
采样的护士和自主有序排队的居民们
没有抱怨，没有慌乱，因而创作了歌
曲《与爱同行》。

一些业余词曲作者、演唱者也参与其中

越来越多的媒体在公众号和
APP 中设立了漫画专版，功能题材
多样，有时犀利吐槽，有时温暖治
愈。中新网的 APP 里创意频道，完
全用漫画讲新闻，精彩丰富令人目
不暇接，风格独树一帜。在抗击疫
情的宣传中，新华社旗下“新华全
媒”联合疾控专家和医务人员开始
了花式漫画助力疫情防控，画中防
疫人员和普通人憨态可掬，熟练使
用“谐音梗”，覆盖了防控疫情的方
方面面。

漫画曾经是许多纸媒时代每
周必有的版面，针砭时弊，张乐平
的《三毛流浪记》最初就连载在《大
公报》上，而华君武的讽刺漫画切
中要害，幽默而不油滑，让许多人
捧腹之后回味深思，伴随着媒体由
纸而屏，由大屏而小屏的变化，刊
载漫画的界面在变化，但漫画这种
独特的艺术形式，永不过时，在不
断融合中，积聚了新的爆发力。

经典漫画始终是一定文化和
时代土壤里的花。享誉世界的漫
画作品，无论故事还是形象都有着
鲜明文化背景的时代印记，但又可
以打破时空界限，总能引起人们心
底共鸣。德国漫画家埃·奥·卜劳
恩《父与子》里面秃头大胡子胖爸
爸叼着烟斗，穿着背心，开小汽车；
丰子恺笔下的父亲穿长棉袍，戴眼
镜，爬格子——东西方两位父亲，
形象气质生活环境迥异，但他们在
漫画中与孩子温馨又搞笑的日常
生活，流露出的慈 祥、宽容幽默的
父爱，可以打破语言与文化的障
碍，穿越时空，为所有人带来温情
与欢笑。美国漫威漫画公司出品
的漫威超级英雄在故事里打击法
西斯，中国连环画里的孙悟空，哪
吒反抗残暴的统治者，他们无不是
根植民族文化独特土壤的形象，反
映着时代的呼唤，又满足了人类惩
恶扬善，追求公平正义的共同理
想。

经典漫画并不只是少年的读
物。经典漫画虽然以形象见长，但
都有着引人入胜的故事内核，广泛
的共情基础，敏感的青春期在现实
中碰壁，却有可能在漫画中被理解
被鼓励，成年人在现实里奋斗奔
波，在漫画的世界暂时休息放松，
经典漫画往往是许多人一生的精
神角落。以《机器猫》漫画为例，从
1970年问世以来，最初是针对一年
级至四年级的小朋友，大获成功，
从此不断连载，无数人长大后依旧
能津津有味反复阅读。机器猫的
神奇口袋，是每个人童年时都渴望
拥有的神器；成年以后不再相信童
话，在现实世界中却依旧渴望拥有
机器猫和野比大雄那样温暖的友
谊：即使作为一个“废材”，依旧有
人毫不嫌弃地和你做朋友，为你拔
刀相助。这是成年人世界稀缺的
感情。风靡世界的经典漫画，很多
内容小时候让你捧腹欢笑，长大后
却让你潸然泪下。

漫画的载体不断变化，经典形
象不断归来。以往刊载漫画的杂
志报纸，传统纸媒正在式微，但是，
经典漫画形象却反复重现于不同
载体，跨界成为新的宠儿。漫威电
影诞生于上世纪 40 年代，伴随着
纸媒体逐渐被屏幕代替，漫威英雄
并没有销声匿迹，反而走向了大屏
幕，漫威宇宙电影系列，从纸上复
活成为好莱坞的票房神话。《灌篮
高手》漫画大获成功，被改编成长
篇动画片同样火爆，而将于 8 月上
映的电影，从筹拍开始就一直是热
门话题。《哪吒之魔童降世》重新给
古老的故事赋予新的意义，成为华
语动漫经典。一代人的成人礼毕，
总是会不断回望青春，希望找回热
血的故事，分享温暖的回忆。经典
漫画形象正是因为烙进一代人青
春记忆，才会在时间的铁流中不断
被重铸，打磨，寄托新的期待与展
望，成为传奇。

文化土壤滋润着经典漫画
王海宁

《我们》《与爱同行》等主题歌曲上线

用音乐讲述抗疫故事
本报记者 杨 竞

“抚去忧伤，爱心相依，志愿传递，大情大义……”为表达对奋战在抗疫一线志愿者的感谢与敬意，紧贴辽宁抗
疫实情实景创作而成的抗疫歌曲《坚持就是胜利》《我们》《与爱同行》等MV通过微信视频号和电视荧屏日前上
线。这些原创歌曲作者不仅有沈阳音乐学院专业教师，而且有业余词曲作者，他们用音乐讲述生动的抗疫故事，
定格感人的瞬间，发挥了振奋人心的力量。

“无情寒风，凛冽来袭，征甲未卸，再
次迎击，勇毅前行，有我有你……”这首
歌曲MV《坚持就是胜利》为省委宣传部、
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沈阳音乐学院
联合出品。歌词集体创作，吕威作曲，聂鸿
涛MV视频制作，沈阳音乐学院28名教师
集体演唱。歌曲节奏铿锵、旋律昂扬、振奋
人心，唱出了辽宁人抗疫的必胜信念。

沈阳音乐学院教授吕威向记者讲述
了《坚持就是胜利》创作背后的故事。他
说，在居家封闭情况下，无法完成进棚录
音、拍摄，28 名教师用手机录音、录像，
最终艰难完成了 MV 前期采集原始的
声、像工作。在音乐风格上，《坚持就是
胜利》杂糅进行曲、摇滚乐、抒情民歌、艺
术歌曲4种创作元素完成，并将《团结就
是力量》的主题音乐贯穿进去，准确有力
地诠释了“团结就是力量”“坚持就是胜
利”“坚持必定胜利”的必胜信念，鼓舞
了士气、振奋了人心。

参与演唱的沈阳音乐学院专业教师王
志昕说：“能演唱这首鼓舞人心的作品，感
到非常振奋，能为抗击疫情尽一份力量，也
是我们音乐工作者的责任。”

沈阳音乐学院副院长冯志莲说，自疫
情发生以来，他们已创作了《隔空拥抱》

《坚持就是胜利》《爱的传递》《我亲爱的宝
贝》《总有期待》《你不要问我是谁》《你说
你只是医生》《守护希望》等20余首抗疫歌
曲，每一首歌曲都别具一格，倾注了沈音
师生大量的心血，用音乐凝聚同心抗疫的
磅礴力量。当年鲁艺人创作《黄河大合
唱》等作品投入抗日战争，今天鲁艺传人
创作新作，以音乐的力量助力抗击疫情，
展现了鲁艺人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的光荣传统。

沈音人用实际行动
助力抗疫

看展 KANZHAN

28名沈阳音乐学院教师演唱《坚持就是胜利》。

孙景坤捐赠出自己荣获的16枚奖章。 刘海东 摄

《沈阳站》水彩。 李 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