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陈晨江宥林李浩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硝烟弥漫的时刻，诞
生在东方主战场上的《黄河大合唱》，鼓舞着无
数中华儿女奋起抵御外侮，奏响了救亡图存的
时代强音。

无独有偶，《神圣的战争》被称为俄罗斯历
史上最重要的乐曲之一。

每年 5月 9日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
《神圣的战争》恢弘的曲调都会响彻莫斯科红
场。继承了先辈荣光的方阵，在它的引领下接
受检阅。

“《神圣的战争》创作于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爆发之初，蕴含了俄罗斯人民的‘基因代码’。”
俄罗斯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首席指挥尼古
拉·基里洛夫说，没有什么比它更能表达人民为
国而战的决心。

两部音乐史诗，唤醒民族的灵魂之声，镌刻
了中俄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巨
大牺牲与贡献，也记录了两国人民在与邪恶的
殊死较量中守望相助的光辉历程。

艺术是现实的写照。自问世以来，《黄河大
合唱》与《神圣的战争》作为各自民族精神的象
征，被中俄音乐界和民间反复传唱，激励奋进斗
志，架起交流桥梁，也表达着人民捍卫和平的正
义之声。

不屈：战火中诞生的民族精神丰碑

这是唤醒民族的声音。
当地时间 4月 25日，圣彼得堡，中俄“永恒

的怀念”音乐会上，《神圣的战争》与《黄河大合
唱》引发观众对历史的深刻回忆。

中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罗占辉说，80 年
前，中苏军民携手浴血奋战，赢得来之不易的
和平。

旌旗猎猎，战歌嘹亮。尽管诞生在不同国
度，但《黄河大合唱》与《神圣的战争》因相似的
创作背景和精神内核，成为以音乐凝聚意志的
重要符号。

时间倒回1939年早春。在中国共产党倡导
并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华儿女前
赴后继、勠力同心，以高昂的爱国热情投入抗日
洪流。中国延安西北旅社的窑洞里，诗人光未然
深情朗诵着长诗：“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
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
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

听众中，正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执教的音
乐家冼星海猛然站起来，上前一把抓住写有长
诗的纸张：“我有把握把它谱好！”

“他们心中都有一个信念，就是要用音乐表
达抗战中民族的声音。”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
妮说。

简陋的窑洞中，冼星海用六天六夜完成了
《黄河大合唱》的全部谱曲。1939年4月，首演大
获成功。周恩来曾为之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
为大众谱出呼声！”

自此，这部乐曲气势磅礴地回荡在大江南
北。“仅 1940年在晋察冀边区就演出百余场。”
陕西延安干部学院教授刘梦说，以黄河寓意民
族形象，《黄河大合唱》向全中国人民发出了战
斗的强音。

在万里之遥的欧洲战场上，《神圣的战争》甫
一诞生，就成为团结苏联人民同仇敌忾的号角。

1941年 6月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爆发后，作
曲家亚历山德罗夫在诗人列别杰夫-库马奇文
字创作的基础上，为《神圣的战争》完成谱曲。6
月26日，在运送战士们开赴前线的莫斯科白俄
罗斯火车站，乐曲完成了一场特殊的首演。

“据老战士回忆，表演时站台十分安静，但
片刻后就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亚历山德罗夫
红旗歌舞团团长兼艺术总监根纳季·萨切纽克
说。在该歌舞团合唱团成员德米特里·特鲁诺
夫看来，乐曲中蕴含着自豪、勇敢等诸多情感，

“每当它奏响，我的毛孔都会不由得张开”。
一边是首演时，鲁艺师生用铁桶、水缸来伴

奏；一边是亚历山德罗夫在黑板上写下乐谱和
歌词……战时艰苦的条件，丝毫不妨碍两部乐
曲迸发出伟大精神力量。

俄罗斯格涅辛音乐学院院长亚历山大·雷
任斯基说，《黄河大合唱》代表着中国人民坚韧
不拔的精神和争取胜利的意志，“同《神圣的战
争》一起，两部乐曲为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
法西斯提供了精神支持，成为中俄两国各自民
族精神的丰碑”。

历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序曲

抗争，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和人类前途命运！
隆隆炮火声中，共同的法西斯敌人让中苏

携手并肩，风雨同舟的命运也触发了情感共鸣。
“《黄河大合唱》与《神圣的战争》都将民族

音乐语言与对敌战斗相结合，成为反法西斯战
争的强大精神武器。”陕西延安干部学院党史党
建教研室副主任任学文说，二战期间《黄河大合
唱》曾在苏联演出，当地媒体评价“唱出了东方
战场的英勇”。同期，《神圣的战争》也通过广播
传入中国。

冼星海正是这段休戚与共岁月的亲历者。
1940年5月，受中共中央派遣，冼星海从延

安前往苏联为抗战纪录片进行后期制作。此后，
德军开始空袭莫斯科。英勇的红军战士、不屈的
苏联人民，都化作他笔下第二交响曲《神圣之战》
的音符。冼星海用俄文在总谱前写道，以这部作
品致敬正把国家与人民“从‘黑色的奴役’中拯救
解放出来”的苏联红军。

从《黄河大合唱》到《神圣的战争》再到《神
圣之战》，这些用生命谱写的胜利序曲，见证了
用鲜血铸就的伟大友谊。

2025年 4月 18日，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 80周年图片展现场，退休军官维亚切斯拉
夫·佩丘金步履蹒跚，坚持看完每一张图片。

他说，共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这是对用鲜血和生命守护山河的先烈的
追思，也是为人类和平发出的正义呼声。

翻开史册，两国军民并肩奋战的往事令人
动容：2000多名苏联飞行员参加了援华志愿飞
行队痛击日寇；中国飞行员唐铎作为苏军空中
射击团副团长，鹰击长空，屡建战功；中国女记
者胡济邦全程经历卫国战争，以笔为“枪”报道
苏联人民的不屈……

“中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合作不仅是国
家间的战略互助，更体现出人民用鲜血和牺牲
铸就的友谊。”任学文说，无论是武汉上空一起
战斗的飞行员，还是一道攻克柏林的两国战士，
都为后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正义：汇聚穿越历史的磅礴力量

人间正道是沧桑。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初夏，
黄河壶口瀑布巨浪翻滚。一群游客自发唱起

《保卫黄河》，神情激昂。
在《黄河大合唱》的诞生地延安，这部乐曲

是重大节庆的保留曲目和艺术院校的必修课
程，还被列为音乐党史案例。

“全世界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黄河大合
唱》，它是最能彰显民族气概的艺术精品。”西安
音乐学院副院长郭强说。

1955年，为纪念冼星海逝世十周年在莫斯
科演出；2015年，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厅
中俄联合音乐会上演奏；2025年5月，在第十四
届《莫斯科之春》音乐会上唱响……诞生 86年
来，《黄河大合唱》多次登上俄罗斯的艺术殿堂。

与此同时，《神圣的战争》也被中国音乐人
不断演绎、传唱，并出现在影视剧等文艺作品
中，被越来越多中国人所熟知。

见证历史、昭示未来。两部音乐史诗穿越
时空的交相辉映，恰是中俄两国人民谱写和平
交流新篇章的缩影。

“我的老师经常去中国担任评委，中国的合
唱团也常来俄演出，两国间的音乐交流越来越紧
密。”俄罗斯波波夫合唱艺术学院中国博士生周
舟曾多次指挥中俄学生合唱《神圣的战争》与《黄
河大合唱》。“战火中诞生的两座艺术丰碑，成为
跨越国界的文化遗产。”

万里之外，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院长
李延俊有着相同体会：“学院每年有三五名
学生考入俄罗斯的艺术院校深造。2018 年
起，已有 8 名留俄博士生回国加入学院教师
队伍。”

时光为证。从昔日患难与共到如今共同发
展，作为“好邻居”“真朋友”的中俄关系正不断走
深走实。

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4年，中俄双
边贸易额达2448.19亿美元，再创新高。“中俄文
化年”精彩纷呈，今春约 150万人参加“莫斯科
的中国新年”活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
罗娃表示，作为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俄中人文交流合
作正在稳步发展。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黄河大合唱》与《神
圣的战争》的时空交响启示我们，唯有捍卫国际
公平正义，坚守人间正道，才能告慰先辈。”刘梦
说，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的今天，两国人民携手向未来，必将描绘更多友
好交流的新画卷。

（新华社西安/莫斯科5月 7日电 参与记
者：刘恺、白雪骐、邹竞一、梁爱平、包诺敏、周天
翮、孟菁、安晓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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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7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
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新华社莫斯科 5 月 7 日电 当地时间 5 月 7
日，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
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国际版）启播仪式在莫
斯科举行。包括俄中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
教育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 200余名嘉宾出席活

动。节目即日起在俄罗斯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
俄罗斯政府机关报《俄罗斯报》官网、俄罗斯天然气
传媒控股股份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等多平台
播出。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国际版）

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
用的中国古籍和经典名句，聚焦创新发展、文化繁
荣、文明多样性与交流互鉴、家庭教育等主题，精彩
呈现了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
养和高尚的人文情怀。

□新华社记者江宥林刘恺胡晓光

5月7日，在赴莫斯科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纪念
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俄罗斯报》发表题为《以史为鉴 共创未来》的署名文章。
俄罗斯各界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

席在署名文章中深情回顾中俄两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中并肩奋战、赢得伟大胜利的历史，强调要坚持正确二战史观、
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为新形势下
深化两国战略协作、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清晰指引。俄方愿
同中方一道，坚定做历史记忆的守护者、发展振兴的同行者、国
际公平正义的捍卫者，以两国战略协作的确定性和坚韧性共同
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并肩奋战情谊深厚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感情真挚、读后令人动容，文中
提出的多项重要主张对当前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具有现实意
义。”《俄罗斯报》社长帕维尔·涅戈伊察说，他尤其认同“中国
人民和俄罗斯人民都是有着英雄血脉的伟大人民”，习近平主
席的这一论述精准概括了两国人民的品质气质。

加列耶夫大将的外孙女达里娅·克赖诺娃7日一早阅读《俄
罗斯报》，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深切缅怀她已故的
外祖父等俄罗斯老战士。“习近平主席的话语温暖人心，体现出
他对俄罗斯老战士的深情厚谊，这让我非常感动。”克赖诺娃
说，“我的外祖父生前常常给家里人讲述 10年前在莫斯科同
习近平主席那场难忘的会见，这是我们家族的珍贵记忆。”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指出，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
凝结的深厚情谊，如黄河之水奔腾不息，似伏尔加河宽广深
沉，成为中俄世代友好的不竭源泉。克赖诺娃说：“这句话既
形象又深刻，让我很有共鸣。俄中两国人民曾并肩英勇作战，
那些牺牲的烈士和为胜利而战的英雄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这份战斗友谊是两国世代友好的重要基石。”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提到，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
艰难时刻，苏联援华航空队在南京、武汉、重庆等地“鹰击长
空”、阻击日寇，许多飞行员献出宝贵生命。娜杰日达·科普捷
娃的祖父是苏联援华航空队的一员，上世纪30年代曾在中国
参加对日作战。科普捷娃表示，俄中军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
团结战斗、无私互助，为两国关系史写下精彩而壮丽的一页。

“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凝结成的战斗友谊令人感动，也激励着
我们后代继承他们的事业，让两国友好代代相传。”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领衔研究员叶卡捷
琳娜·扎克利亚济明斯卡娅对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提到的两国携手开辟的国
际“生命线”颇有研究。她表示，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危急时刻，中国向苏联提供的
多种急需战略物资和苏联向中国提供的武器装备通过这一“生命线”安全运达，为
两国取得最终胜利提供重要保障，这很好地诠释了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相互支援
的深厚情谊。

俄罗斯胜利博物馆学术秘书鲍里斯·切利佐夫说，作为二战东方主战场，中国进
行了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为最终击败日本军国主义、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战场牵制并消灭了日本侵略者主力，使其丧失了向
其他战线投送大量兵力的战略机动能力，成为击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因素。”

坚决维护战后秩序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领衔研究员特列什·马马哈托夫注意
到，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提及，10年前的这个时候，他赴俄罗斯出席卫国战争
胜利70周年庆典。马马哈托夫说，时隔10年，习近平主席再次出席纪念苏联伟大
卫国战争胜利庆典，“彰显俄中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以及两个友好邻国相互支持
的坚定意愿”。他相信，俄中关系一定能够排除外部干扰，双方在经贸往来、技术
交流等方面合作前景也会愈加广阔。

“俄罗斯和中国共同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80周年十分必要。”俄罗斯地方志学家德米特里·安洽表示，两国人民为夺取
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付出巨大努力、承受巨大牺牲。和平来之不易，两国人
民结下的友谊值得永远珍惜。当前，俄中关系发展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双方交往
密切，期待未来有更深入的合作。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指出，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
是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完善全球治理的建设性力量。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塔马
拉·尤金娜就此表示，俄中人民都希望和平、反对压迫，“追求和平与公平正义的共
同价值观是俄中关系的重要基础”。

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俄罗斯《劳动报》副总编辑米哈伊尔·莫罗佐夫说，
习近平主席在文章中阐述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两国都反对霸权主义和
强权政治，将共同抵制任何干扰破坏两国友谊和互信的图谋。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洛马诺夫对两国
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制于任何第三方”深表认同。洛马诺夫说，俄中关系
发展不受外界干扰。俄中倡导构建平等、有序的多极化世界秩序，这有助于保护
各国利益，代表全球治理的正确方向。他期待习近平主席此次俄罗斯之行推动两
国合作进一步深化，相信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将促进双边关系更加成熟稳定。

俄中友协副主席伊万·阿尔希波夫认真研读了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就“台
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论述表示，台
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国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
独”，坚定支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统一采取的一切举措。台湾问题
是中国内政，中国完全统一一定能够实现。

携手共创光明未来

“历史的记忆和真相不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褪色，带给我们的启迪永远映照现
实、昭示未来。”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我们要以史为鉴，从第二次世界大
战的深刻教训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决反对一切形式
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前驻华大使安德
烈·杰尼索夫曾在中国工作生活超过20年，他对“坚持正确二战史观”这一论述深
有感触。“守护真实的历史记忆、重温那些将两国和两国人民联系起来的历史时
刻，具有特殊意义。”杰尼索夫说，当前存在歪曲二战历史叙事的消极倾向，俄中将
共同抵制这一错误做法。俄中双方团结协作，是战胜困难和挑战的强大力量。

圣彼得堡市社会政策委员会副主席亚历山大·柳比莫夫表示：“我们铭记历
史，是为了以史为鉴，激励后人创造更好未来，这对于维护和平、应对当今及未来
的挑战至关重要。”

“胜利来之不易，建立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同样不易，需要世界各国共
同坚定维护。”在扎克利亚济明斯卡娅看来，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中关于“坚决维
护战后国际秩序”的论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俄中支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这在当
前非常重要。两国致力于实现共同发展，支持让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被听到，支持
全球南方国家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俄罗斯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季莫费·博尔达切夫充分认同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对“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论述，高度赞誉中国在其
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
明倡议，得到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多国积极响应，这些倡议对于建立更加公正
的国际秩序具有重要价值。

俄罗斯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学者玛丽亚·谢梅纽克说，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
章中提到“以中俄战略协作的确定性和坚韧性共同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共同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她认为俄中战略协作对推动构建更加公正的全球治理
体系具有稳定器作用。“我们目睹世界不断发生新的冲突，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分
裂主义势力抬头，对世界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谢梅纽克说，习近平主席提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三大全球倡议，主张尊重不同文明的独特性，兼顾彼此
利益，为各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

（新华社北京5月7日电 参与记者：黄河、孟菁、周天翮、安晓萌、陈畅、常天
童、张伟、王雅楠）

习近平《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
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国际版）在俄罗斯媒体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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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情歌唱，有着英雄血脉的伟大人民！
——《黄河大合唱》与《神圣的战争》跨越时空的交响

2024年6月22日，2024-2025“中俄文化年”海南岛欢乐节俄罗斯艺术团体巡演在
海口市举行，俄罗斯坦波夫州“伊夫什卡”国立模范歌舞团为观众带来极具俄罗斯地
方民族特色的演出。 新华社记者 郭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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