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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日》

内容概要

《纪念日:中国历史名人纪念日速览》选取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重要贡献、影响的已故革命家、思想
家、军事家、教育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300余人，按其诞辰或去世日，以日、月为序，编纂
而成。该书在编纂体例、内容取舍和表达上，注意了知识性、资料性、指导性、实用性和可读性的有
机统一。同时，每个人物独立成篇，设生平、贡献、评语、纪念、名言等栏目逐一简介。各篇体例统
一，资料裁剪适当，叙述精炼流畅，评价客观准确。读后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优秀华夏儿女的成就可
有较全面的认知，其爱国爱民、救国救民、富国富民的奋斗、牺牲精神，使后来者高山仰止，充满敬
意。 
《纪念日:中国历史名人纪念日速览》既是一部人物传略类的学术专著、带有资料性的工具书，又可作
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学习教材，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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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抗战胜利后重返影坛。1947年，他在上海实验电影工场执导了由京剧大师梅兰芳主演的戏曲片
《生死恨》，这是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他与梅兰芳配合默契，对写意与写实的统一、传统艺术程式
化的表演与电影艺术的表现方法有机结合，以至布景的处理、道具的使用，均作了有益地探索与大胆
地创新，达到了建国前戏曲片拍摄的最高水平。1948年，他导演的《小城之春》以富于诗意的手法、
细腻地刻画人物心理见长。1949年5月赴香港，与朱石麟、费鲁伊合作创办龙马影片公司，任总经理兼
编导，并创作电影剧本《江湖儿女》，反映杂技演员的坎坷遭遇和对解放了的新中国的热切向往。影
片未完成竟然病逝。1948年，他导演的《小城之春》集中体现了他对于电影本体的精深理解和在艺术
表现上所具有的独特色彩。他善于刻画人物、发掘人物的性格特征，特别是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底蕴，
更是描绘得细致人微，开启了中国电影史上比较完整的散文结构、诗话电影的先河，成为一部经得起
风雨洗刷、时间检验的艺术珍品。《小城之春》和他导演的其他影片，构图优美，镜头凝练，节奏舒
缓，韵味深长，各种艺术元素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具有明显的个人风格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贡
献]费穆是一位有卓越才能的电影导演。他拍摄过《城市之夜》、《狼山喋血记》等10部故事片，其代
表作为《小城之春》。20世纪70年代末，人们开始发现费穆，认为他把中国传统美学和电影语言进行
完美地嫁接，开创了具有东方神韵的银幕诗学。他对中国古典美学的传统艺术手法和电影写实的艺术
特性，都有精深的理解与把握，并在创作中努力探索两者的完美结合。[评语]《小城之春》是对现实
中国及其文化历史命运的更深切的关注和忧虑。这不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式的鲜明和激烈。他从来
就不大相信一两次革命就能解决中国的文化及历史问题，对众人翘首的“理想社会”亦有自己独特的
看法：“譬如他以为在未来合理的社会到来之后，少不了又有革命发生。”正因如此，《小城之春》
不但艺术精美，而且思想深刻。——陈  墨费氏不仅是大导演，他对电影、戏剧、音乐都很精通，文
章也写得好，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英年早逝，太可惜了！抗战胜利后他与我的一次合作，使我
终身难忘！——梅兰芳霄有人批评我，说我拍的电影不容易接受，叫好不叫座。怎么才能算是真正的
成功？用物质上的成功作为评价的标准未必正确，我不在乎；我绝不会为了人家的喝彩而拍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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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人类历史的发展，是通过人们的活动实现的。对古今中外历史发展中所出现的杰出历史人物和发生的
重大事件的了解和认识，是研究历史的基础，更是以史为鉴、把握规律、展望未来的根本依据。为此
，我们从中国历史上选取了杰出人物300余个，编写了这部《中国历史名人纪念日速览》，并在纪念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奉献给广大读者。全书由刘德军任主编，郭超、麻岩、吴恩鸿、张瑜、
李耿任副主编，仲崇建、宋彦、王忠华、刘爱景、房海燕任编委，作者署名随文标明。在本书的出版
过程中，我的部分研究生一直尽心协助我完成诸多的编务工作。其中，郭超、张瑜除撰写了大量文稿
外，还主要负责组织协调、排版统编工作，并修改、订正了许多文稿条目；金殿伟、徐双、王婕、朱
冰冰、于飞、周雷闯等主要是对书稿进行校对及订正查补一些条目的具体内容，并作了一些编务工作
。济南出版社朱孔宝、张伟卿、张慧泉诸君对此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同时，在本书的编写过
程中，我们采用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参考了大量文献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谢意。本书既
是一部学术著作，又是一部带有资料性的工具书。在编写体例、内容取舍和表达方式上，注意了知识
性、资料性、指导性、实用性和可读性的统一。然而，由于受水平所限，加之涉猎内容广泛，难免有
不妥之处，恳请学界同仁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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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纪念日:中国历史名人纪念日速览》中记录的这些人，他们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缩影，是真正的
中国脊梁。他们所表现出的坚定理想信念和崇高人生境界，犹如钻石，亘古不变，熠熠生辉，犹如太
阳，温暖，激励人们奋发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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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好的东东！一本很好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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