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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旅游资源
保护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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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吕梁山，滔滔黄河水，掀开红色记忆

的画卷，黄土高原上的英雄故事，总是闪耀着

辉煌光彩。

年初，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和旅游局指

导，吕梁市文化艺术中心、临县道情研究中心

精心打造的大型舞剧《刘胡兰》在太原工人文

化宫上演。

1947年的那个大雪天，面对敌人的威逼，

芳华少女刘胡兰坦然走向铡刀，英勇就义时年

仅 15 岁……美轮美奂的舞台场景、震撼人心

的细节刻画，打开了记忆的“匣子”，带着观众

回到了 75年前那个红色的年代。

舞剧《刘胡兰》是我市为庆祝建党 100 周

年新创排的重点剧目，已入选中宣部、文化和

旅游部、中国文联共同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

自 2021 年 10 月 18 日在刘胡兰家乡文水县首

演以来，无论是在省城太原、吕梁各县（市、区）

的舞台上，还是校园、机关单位里，这堂舞台上

的鲜活党课，始终激荡着每一位观众的心。

寒凝雪炼绽红梅。舞剧《刘胡兰》根据山

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著名革命先烈、优秀共产

党员刘胡兰同志的英雄事迹改编创作，以刘胡

兰踏上革命征程的成长经历为主线，以舞蹈艺

术为载体，讲述了刘胡兰由一位农村少女，积

极投身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敌人

英勇斗争，成长为一名革命英雄的故事。塑造

了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优秀共产党

员英雄形象，再现了以刘胡兰为代表的革命先

烈为党、为人民不惜牺牲生命的革命气节和民

族精神。

舞剧《刘胡兰》共分为信仰中走来、风雨中

成长、熔炉中淬炼、斗争中前行、牺牲中永生、

信仰不灭、英雄不朽六幕组成。舞剧整体风格

运用了现代舞思维的古典舞风，融入了汉民族

民间舞蹈。舞蹈的编排更多运用表现主义手

法，着力于诗化气质的舞蹈语言，让刘胡兰的

故事和精神超越时空历久弥新，强烈表达了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鲜明主题。

一部舞剧讲述一段故事，一段故事传唱一

种精神。

吕梁作为革命老区，曾是红军东征、八路

军抗日的主战场，是革命圣地延安的东部屏

障。革命战争年代，吕梁人民养兵十万、牺牲

一万，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著名

小说《吕梁英雄传》就是当时全民抗战的真实

写照，而刘胡兰的英雄事迹更是众多革命先烈

的缩影，他们共同铸造了一座伟大的“吕梁精

神”丰碑。

穿越七十多年的光阴岁月。2017年 6月，

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山西视察，第一站就来到吕

梁，习总书记指出：“革命战争年代，吕梁儿女用

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吕梁精神。我们要

把这种精神用在当今时代，继续为老百姓过上

幸福生活、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而奋斗。”

习总书记两次视察山西，都高度评价吕梁

精神，殷切嘱托“把吕梁精神用在当今时代”。

吕梁精神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吕梁人民心

中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经市委常委会专题

讨论，提炼出以“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敢于斗

争”为核心内容的吕梁精神，以“信念坚定、敢

于斗争、坚贞不屈、不怕牺牲”为核心内容的刘

胡兰精神，将吕梁精神、刘胡兰精神用在当今

时代，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以昂扬姿态奋进新征

程。

红色文化直抵人心，红色精神润物无声。

“2018年年底开始策划，2019年下半年完成

前期筹备、组建团队、剧本初稿创作工作。组建

了以著名舞蹈表演艺术家山 为艺术总监，吕

梁籍艺术家靳佩荣、解玉峰担任编剧、青年作

曲家杨一博为核心的主创团队。其他创作环

节均由山西籍专家担任。”舞剧《刘胡兰》创作

团队介绍了他们的创作过程。为全景式展现

抗日战争时期吕梁儿女舍生取义、为国为民的

英雄形象，创作团队多次与文水县委宣传部领

导、当地艺术专家、刘胡兰弟弟等召开创作研

讨。2021年 4月 15日，向时任省委宣传部长吕

岩松和市委书记孙大军审查剧目汇报演出后，

召开专家、领导剧目研讨会，对舞剧《刘胡兰》修

改、提升。舞剧《刘胡兰》在吕梁市巡演开启以

来，得到了吕梁广大干部群众、学校师生的热

烈欢迎与高度认可，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英雄已去，精神永存。舞剧《刘胡兰》上演

以来，场场座无虚席，为观众讲好故事的同时，

更带来了精神上的洗礼。

行源于心，力源于志。吕梁儿女将用好红

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把初心使命化为自觉

行动，以昂扬姿态奋进新征程。

“昔日吕梁英雄传，今日英雄传吕梁。”吕梁是革命老区，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晋绥抗日根据地的中心腹地。革命战争年代，吕梁人民用生命

和鲜血铸就了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敢于斗争的伟大吕梁精神，涌现出许

许多多吕梁英雄，用青春和生命谱写了一曲不朽的英雄赞歌。他们用生

命书写的《吕梁英雄传》成为宣传吕梁的重要窗口，扩大了吕梁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

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和动力。为了传承伟大的吕梁精神，讲

好吕梁英雄故事，吕梁人民创造了小说、电影、电视剧、舞蹈等多种形式的

《吕梁英雄传》文化产品。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是第一部反映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全民族抗日的长篇小说，山西吕梁山革命博物馆馆长高宇峰介

绍，他的博物馆收藏了自 1946年以来不同时期出版发行的《吕梁英雄传》

报刊连载及单行本 40余种,这些不同版本的小说为世人了解吕梁抗战历

史打开了一扇窗，也是吕梁革命老区光荣历史的重要见证，是吕梁精神的

重要载体。小说《吕梁英雄传》成书于 20世纪 40年代，由著名的山药蛋派

作家马烽、西戎合著而成，小说以《晋绥大众报》上连载的故事为基础，以

《吕梁英雄传》为题，写成 95回章回体长篇小说。以吕梁山区一个普通山

村康家寨为叙事切入点，讲述了康家寨村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击日

本侵略者的精彩故事，颂扬了吕梁人民不屈不挠，英勇奋战的民族精神，

塑造了一个机智勇敢的民兵队长雷石柱，疾恶如仇的“猛张飞”孟二楞以

及康明理、张有义、李有红等民兵英雄，以艺术的形式反映了吕梁以及整

个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民族抗战的真实写

照和缩影。该书面世后，马上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当时，许多识

字人把阅读《吕梁英雄传》当作重要的事情，不识字的就围坐在一起请识

字的人朗读。故事中的英雄雷石柱、孟二楞等，成为晋绥边区家喻户晓、

老幼皆知的人物。小说在解放后多次出版重印，并被日、俄等六家外文出

版发行，总印数超过 200余万册。

195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将小说《吕梁英雄传》改编为黑白电影《吕

梁英雄》，吕梁英雄的形象第一次搬上荧幕，走进群众视野。

2004 年，由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吕梁市委联合出品的

抗战剧《吕梁英雄传》，由著名制片人张纪中、第五代电影导演何群、著名

演员于震和林永健等人强强联手创作的 22集同名电视剧。《吕梁英雄传》

电视剧总制片人张纪中曾表示，当年的战争是残酷的，但是在这种恶劣的

环境下，老百姓仍旧顽强地生活下去。在这部电视剧中，大家看到农民的

智慧，以及在恶劣条件下的幽默，该剧是一部“笑中带泪”的作品。电视剧

《吕梁英雄传》作为 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周年的献礼剧，于 2006
年 8月 30日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首播，观众好评如潮。剧中人物一口淳朴、

地道的山西方言，既增强了革命年代的地域感和时代感，又增加了剧中故

事的真实性。4年之后，该剧重登央视，足以看出这部抗战题材电视剧的

魅力，2006年该剧获得了电视剧金鹰奖“优秀长篇电视剧奖”，2007年获

得第 26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

根据同名小说创作的舞剧《吕梁英雄传》获得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大奖，该舞剧由山西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主办，吕梁市委

宣传部、吕梁市文化局、临县县委、临县县政府承办，吕梁市民间艺术团、

临县道情研究中心精心打造，百余名土生土长的山里娃倾情上演的群众

舞剧，塑造了以吴秀英、雷石柱、孟二楞等民兵为代表的一组身怀绝技、英

勇善战的英雄群像，唱响了一曲中华儿女以热血和生命抵御外寇侵略，捍

卫民族尊严的英雄赞歌，进一步扩大了吕梁的国内外影响力。

吕梁是英雄故里，崇尚学习英雄成为社会风尚。吕梁人民在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书写英雄故事。31名先进人物被中共

吕梁市 (地)评选命名“当代吕梁英雄”，吕梁各条战线涌现出的英雄人物

激励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干部群众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事

业，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

□ 实习记者 王卫斌

□ 本报记者 阮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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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胡兰》：红色舞剧经典 传承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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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康桂芳

巍巍吕梁山，滔滔黄河水，孕育了晋绥

边区这一片红色土地。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

这里曾是对敌作战的主战场，是保卫党中央所在

地，是陕甘宁边区的钢铁屏障；这里的沟壑梁峁间

孕存着民族正气精魂，红色种子在这里广为播撒，

红色血脉在这里赓续不绝。

而这一切，通过文字与图片记录，永远留存在油

墨飘香的《晋绥日报》之中，战场的硝烟、战士的铁

血、人民的呐喊，以及对繁荣富强盛世之中国的向

往。

在位于我市兴县的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晋绥

日报》总能吸引到此参观的观众驻足。《晋绥日报》是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晋绥分局的机关报，内容主要是

社论、国际国内新闻、地方消息，承载着宣传中国共

产党的政策，指导地方工作的舆论引导作用。

“当年的《晋绥日报》是由早期的《抗战日报》发

展而来。”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的每个讲解员都会

这样介绍，“在全国抗战取得全面性胜利之后，1946
年 7月 1日《抗战日报》更名为《晋绥日报》，从此作

为晋绥分局的机关报来发行，总共发行 2127期。”

《晋绥日报》作为晋绥新闻事业的点点星火，让

吕 梁 这 片 热 土 绽 放 出 了 更 加 绚 烂 的 红 色 火 花 。

1948年 4月 2日，毛泽东主席在兴县蔡家崖对晋绥

日报社以及新华分社驻晋绥日报社的 20多名编辑

记者进行了一场长达两个小时的集体谈话。这次

谈话，就是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1949 年 5 月 1 日《晋绥日报》终刊。但是她所

记载的那段烽烟历史，却永久保留了下来，泛黄的

老报纸记载了英勇的吕梁人民浴血奋战、前赴后

继、激荡人心的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鉴证着共产

党人的初心，鉴证着吕梁精神，让一代代吕梁儿女

有缘追溯那段峥嵘岁月。

2021 年 4 月 1 日，为庆祝建党百年华诞，纪念

毛泽东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发表 73
周年，红色文化与新闻传播学术研讨会暨《晋绥日

报研究文存》首发式在山西吕梁学院举行，同时挂

牌成立“晋绥研究中心”。与会的各路专家学者齐

聚一堂，为吕梁的红色文化研究奉献了一场红色文

化学术盛宴，又一次让尘封已久的《晋绥日报》走进

大众视野。

其实，早在 2016 年，依托地域优势，吕梁学院

在

山 西 省 晋

绥 文 化 教 育 发 展

基金会支持下，专门成立

晋绥新闻与文化研究中心，对《晋

绥日报》的那段峥嵘岁月进行了详实的研

究。

《晋绥日报研究文存》的出版发行，是吕梁市

推动红色文化保护传承、弘扬吕梁精神的一项重

要举措，对重温党的光辉历史，汲取砥砺奋进的强

大精神动力具有重要意义。

吕梁学院院长殷杰说：“长期以来，吕梁学院

以吕梁精神办学育人，将传承弘扬红色文化作为

战略工程、铸魂工程，成立晋绥研究中心和吕梁精

神研究中心、设立红色讲堂、编纂‘吕梁精神’书籍

等，积极将吕梁精神和红色文化教育融入课堂教

学、校园文化建设和社会实践活动中。”

据《晋绥日报研究文存》副主编、吕梁学院中

文系教师常志刚介绍，《晋绥日报研究文存》第一

辑共 5种 8册，338万字，分索引编、新闻工作文选、

社论编、文艺编、研究论文集等六编，是由吕梁学

院新闻专业的教师学生队伍围绕《晋绥日报》开展

的学术课题研究的重要成果，从索引录入、校对、

论文写作长达 6 年之久。付出终有收获，《晋绥日

报研究文存》的发行为《晋绥日报》的检索、查阅和

深入研究提供了详实、便捷的资源。

拂去岁月风尘，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无论《晋绥日报》，还是《晋绥日报研究文存》，

甚至对晋绥的研究，以及对新时代吕梁精神的阐

释，这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必将激励着新一代

吕梁儿女继往开来！

2017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调研时

指出，“革命战争年代，吕梁儿女用鲜血和生命铸就

了伟大的吕梁精神。我们要把这种精神用在当今

时代，继续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奋斗。”

吕梁英雄传千古，吕梁精神代代传。吕梁学院

晋绥研究中心主任刘守文感慨颇多：“我们把《晋绥

日报》研究作为载体，同时扩大了研究范围，通过对

晋绥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反映

和再现晋绥边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

期对革命事业提供的帮助和贡献，为吕梁

红色基地红色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

最美人间三月天，吕梁精神进校园。

2022 年 3 月 2 日上午,吕梁学院举行了“吕

梁精神”办学育人座谈会，旨在充分挖掘吕

梁精神的内涵和精神实质，主动把吕梁精

神融入到学校事业发展的各个方面，坚持

走以吕梁精神为核心的特色发展之路，努

力打造全国一流特色课程。积极打造高质

量实践教学基地。

从英雄的红土地出发，一颗颗年轻的

心永远炽烈如火。吕梁精神，连接着昨天、

今天和明天；吕梁精神，代代相传，燃烧着

吕梁儿女理想信念之火，照亮着吕梁干部

群众的前进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