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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 实习生 胡雨彤）8月11
日，重庆日报记者获悉，市文化旅游委近日印发《红岩革
命文物保护传承工程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将从
文物维修、环境整治、安全防护等9个方面保护传承红岩
革命文物，助推红岩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成为国家红
色文化地标、全国一流党性教育基地、全国一流红色旅游
景区。

据了解，全市现有红岩革命文物旧址85处。《方案》实
施范围包括红岩村、歌乐山等文物密集区，抗日战争时期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渝主要活动场所、重大历史事件见证
地等。涉及黔江、涪陵、渝中、江北、沙坪坝等20个区县。

记者在《方案》中了解到，正在或即将实施的重点项目
包括：实施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等文物的修缮；建设红岩
革命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实施红岩魂陈列馆等革命类纪念
馆改陈；扩建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新建《新华日报》历
史陈列馆、重庆谈判纪念馆；建设红岩干部学院（中央党校
红岩教学基地）等。

据介绍，到2021年7月1日，将完成红岩革命历史博
物馆服务设施改扩建、周边环境整治等红岩公园首期项目
建设。到2022年，红岩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状况显著改善，
红岩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将成为国家红色文化地标、全
国一流党性教育基地、全国一流红色旅游景区。

重庆将从9个方面
保护传承红岩革命文物
将新建《新华日报》历史陈列馆等场馆

□本报记者 韩毅

凄厉的警报响起，急救队员们整装待
发，摊贩淡定地卖水果，防空洞门口秩序井
然……人们并没有十分恐慌，而是表现得从
容而乐观。他们时刻都在创造着奇迹，这就
是“苦干”！

8月8日，来自重庆大学出版社的消息
称，首次从影像史学的视角，以奥斯卡获奖纪
录片《苦干》为对象和主线，还原、解读、呈现
战时首都重庆历史的新书《〈苦干〉与战时重
庆——影像史学视野下的战时首都》将于8
月中旬上市，以飨读者。

影像史学视野下的重庆大轰炸

“相比传统史学研究方式，新书所呈现的
重庆历史，更加鲜活、更有温度、更有其特定
的价值。”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主任、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苦干〉与
战时重庆》领衔作者周勇称。

首次以影像史学的视角还原了战时重庆
的一段历史，是该书最大看点。有别于传统
历史著作，影像史学是以历史影像为史料和
载体的历史叙事方式。它兴起于20世纪80
年代的美国，后传入中国，如今方兴未艾。

《〈苦干〉与战时重庆》一书以美国电影纪
录片《苦干》为研究对象。该片由美籍华人李
灵爱于1939-1940年策划、出资，美国记者
雷伊·斯科特赴中国拍摄。1942年该片获得
第十四届奥斯卡奖特别奖，是一部客观真实
记录中国抗战大后方艰难岁月的史诗画卷、
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影像史料、一部影响美国
援华政策的电影作品。

“在这本书中，我们对影像史学的若干理
论问题进行了学术探讨，取得了若干新进
展。然后用其指导《苦干》研究，对影片画面
进行了考订，包括时间、地点、人物、服饰、工
具、器物等，对片中历史人物、事件进行了解
读、延伸，进而让还原的历史更有温度、更为
准确、更具说服力。”周勇称。

在《苦干》的高潮部分，斯科特用长达10
多分钟而没有一句旁白的画面，原色原声地
记录了1940年侵华日军对重庆的“八·一九”

“八·二○”大轰炸，包括日机投弹、重庆满城
大火、市民奋力救火等场景，真实反映了日本
军国主义试图“将重庆从地图上抹去”的残
暴。

2005 年以来，周勇带领研究团队对

1938年至1944年长达6年10个月的重庆大
轰炸进行了缜密的基础性研究，取得了重要
成果。

2015年《苦干》回到中国以后，他又带领
年轻学者唐伯友、颜毅、刘婧雨、罗辑、周昌文
等，尝试用影像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对1940
年“八·一九”“八·二○”大轰炸的时间、地点、
批次、日军飞机形制、炸弹的类型、飞行和轰
炸路线、投弹数量、轰炸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
失、轰炸结束后的救火及工具、火场清理，以
及同一时期重庆的空军力量、城市警报系统、
防空洞开挖、机场建设、防空武器及其部署、
预警系统、空袭下的市民生活、城市机关和人
员的疏散、消防队伍及其装备、救护队伍及其
建设等史实，进行了大量精细的考证，对重庆
遭受的这场前所未有的大屠杀、大破坏和大
损失进行了精确还原。

这些新研究、新成果在《〈苦干〉与战时重
庆》中都有精彩呈现。

鲜为人知的史料印证不屈精神

周勇介绍，过去，我们看到的记录重庆大
轰炸的影像资料，绝大部分摄于日军轰炸机
上，比较零散。《苦干》不仅是史实最完整、内
容最翔实、画面最震撼的影像原始资料，更将
镜头对准空袭下的市民生活，并画龙点睛地
评述：“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是如何抗敌的，他

们时刻都在创造着奇迹！这就是‘苦干’，刻
苦地奋斗！”。

在《〈苦干〉与战时重庆》一书中，“空袭防
御体系：满城升起‘红灯笼’”“空袭下的市民
生活：从容与镇定，坚强与乐观”“家园毁于炸
弹，但人民的精神不会被打倒”等章节，真实
记录了重庆这一英雄之城的不屈精神，其中
不乏很多鲜为人知的史料。

比如，在抢险救灾中，消防队员们如何奔
走于弹雨之下，驰骋于火窟之中，往返于残垣
断壁之间，救死恤难。

又如，反轰炸加速了重庆城市规模扩
展。为了减少轰炸损失，大批机关、工厂、学
校团体及市民迁建和疏散至市郊，使迁建和
疏散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到1940年11月，
重庆市辖区增至十区，面积扩展到328平方
公里，是抗战爆发前的3.5倍。并在城市周
边的迁建区还形成若干卫星城镇，如北碚等。

尤值一提的是，经多方考证，该书还披露
了日军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的经历。他
曾多次驾机对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城镇实
施残酷轰炸。但实践告诉他，这种轰炸是徒

劳的。1941年9月3日，他向上级提交了报
告——《重庆轰炸无用论》，他说：“为了赋予
这一观点权威性，我亲自乘上重型轰炸机与
飞行员一同连续数次去轰炸重庆……就现在
来说，由于经过了数年时间的洗礼，重庆人民
似乎已经有了免疫力，对轰炸没有太大感觉
了。因此，仅仅通过轰炸就能使其屈服的这
种想法是绝对不可能的。”

《苦干》相关动漫电影正加紧制作

“较之此前的研究成果，新著《〈苦干〉与
战时重庆》，绝不是炒冷饭，更不是对已有成
果作简单重复，而是努力在原有基础上再探
索、再深入、再创新。”周勇称。

“为城市存史，为市民立言，为后代续传
统，为国史添篇章”是周勇等人研究城市史的
初心。如今，渝中半岛还留存着重庆大轰炸
的惨痛记忆，但这座曾经战争中的“废墟之
城”已变身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街道两侧高楼
鳞次栉比，行人脸上充满希望与自信，这正好
印证当年《苦干》阐释的观点：“苦干——刻苦
地奋斗，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精神，深入在他们
的灵魂与命运之中，永垂不朽！”“而这也是出
版《〈苦干〉与战时重庆》的现实意义所在。”周
勇说。

为进一步讲好《苦干》故事、挖掘《苦干》
价值，传承和发扬“苦干”精神。重庆史学界
还将从历史学、文学、电影学、社会学、民族
学、军事学、外交学、政治学等多学科入手，搜
集相关史料，深化学术研究，加强国际学术交
流，推动国际社会正确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据介绍，目前，针对《苦干》的历史学、新
闻学、文化学等方面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其
动漫电影也正在加紧制作中，相信不久将与
观众见面。

“《苦干》具有百科全书性质，不仅是一部
抗战纪录片，还是中国人民面对外敌时不屈
英雄精神的真实写照，它记录了中国人民一
步一个脚印建立新中国的历程。这是超越国
界、海内外中国人共有的英雄气概。相信，一
切才刚刚开始，历史会记录一切，我们也会继
续记录历史。”周勇说。

《〈苦干〉与战时重庆》即将出版，首次从影像史学视角解读战时首都重庆历史——

英雄之城：“苦干”精神在传承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 实习生 胡雨彤）8月12日
至18日，2020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将在上海展
览中心举办。1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出版集团、重庆
大学出版社、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获悉，我市这3家出版社
将携近700种渝版图书参展，展现渝版图书魅力。

据了解，以“我爱读书，我爱生活”为主题的上海书展
今年是第十七届。10多年来，上海书展已成长为与台北
书展、香港书展并列的三大华文书展之一。本次书展主
会场设在上海展览中心，除了在上海设立100家分会场
外，还将在北京、重庆、浙江、江苏、安徽等12个省区市设
立50家分会场。重庆设有2家分会场，为钟书阁重庆中
迪广场店和言几又重庆万象城店，读者购买书展特选书
籍可享优惠。

重庆出版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该集团展位门头
的设计融入了解放碑、洪崖洞、大剧院等重庆标志性建
筑元素，充满浓郁的地域特色。在展位现场，读者可以
看到重庆出版集团387个品种共4000余册图书。重庆
大学出版社将携140余种图书参展，西南师范大学出版
社将携150余种图书亮相书展。此外，一批重庆作者创
作、外地出版社出版的作品也将亮相本次书展。

近700种渝版图书
将亮相上海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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