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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孙蕾、毛伟）冯琳是中
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2018 级本科
生，她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
的 4 名领诵员之一。2 日，记者来到冯琳所在学
院采访。在老师同学眼中，她是一个甜美阳光的
邻家女孩。
　　即便是播音主持艺术专业的学生，冯琳要
想在 7 月 1 日当天展现出最佳状态，也需要付
出很多努力。冯琳告诉记者，在正式登台前，她
和小伙伴们经历了 2 个多月专业训练，包括发
声和朗诵、形体站姿、心理辅导等。
　　冯琳说：“我们千人献词团是一个集体，整
个训练大家团结在一起克服了很多困难。我们

在广场上的朗诵能够精神饱满、清晰整齐地
发声，是因为我们的背后有很多不同领域专
业老师的悉心指导。在训练过程中，我也曾
遇到低谷期，多亏老师的疏导、搭档的交流，
我才克服了困难，带着大家的期望不断前
行。”
　　在千人献词团背后的专家指导团队中，
有曾为《舌尖上的中国》配音的艺术家李立
宏。为了让大家能够真切理解朗诵稿，指导团
队曾带着孩子们前往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参观学习。李立宏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一次指
导千人合诵。“7 月 1 日的合诵是训练以来孩
子们状态最佳的一次，听到第一声我就知道

今天大家的情绪最饱满。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
蜕变成长，我自己也得到了升华，这个记忆终身
难忘。”李立宏说。
　　冯琳的舍友也是千人献词团的一员，她告
诉记者说：“我和冯琳是浙江老乡，在参加艺考
时就认识了，她为人非常善良，经常帮我们带早
餐、取快递。我们这次能够参加千人合诵，很激
动也很幸运。冯琳的专业能力很强，我为她感到
开心与自豪。”
　　冯琳说：“能够生活在这个时代，我深感幸
运。毕业后，我一定努力在新闻传播领域贡献青
年的力量，做一名有温度、有担当的新闻工作
者，用脚步去丈量这个时代。”

从天安门领诵归来，她立志用脚步丈量这个时代

　　新华社北京 7 月 5 日电（记者王思北）
由中国文联、中国音协、中国舞协共同主办，

“各族儿女心向党”歌舞晚会 5 日晚在北京
民族剧院上演。晚会上，10 余部优秀音乐舞
蹈作品热情讴歌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
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丰功伟绩，生动展现
了各族儿女在党的领导下追求美好生活的精
神风貌。
　　舞蹈《种春》描绘了藏族姑娘播种青稞
时的劳作场景；歌曲《金不换银不换》倾诉了
彝族儿女走向幸福生活的激动之情；群舞

《第一书记》根据真人真事创作而成，展现了
发生在扶贫一线的感人故事……晚会分为

“跟党同行”“深扎铸魂”“血脉相通”以及尾
声“心声”四个篇章，黄训国、于海洋、古丽米
娜等 240 余位文艺工作者为观众献上精彩
演出。
　　记者了解到，晚会以庆祝建党百年为主
题，以中国文联、中国音协、中国舞协“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为线索，集中呈
现了近年来知名音乐、舞蹈艺术家赴西藏、内
蒙古、广西、青海、宁夏、甘肃、新疆等少数民
族地区开展采风创作的成果，用音符和舞姿
描绘壮美山河，礼赞伟大时代，讲述动人故
事，演绎美好生活。

“各族儿女心向党”

歌舞晚会在京上演

　　新华社北京 7 月 5 日电(记者杨威、商婧、
赵嫣）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世界多国政
党政府领导人和友好人士纷纷致电致函习近平
总书记和中共中央，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取得
的伟大成就和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的重大贡
献，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的百年辉煌。
　　辉煌成就、正确道路、人民至上、成功典范、
世界贡献，成为贺电贺函中的高频词汇。

高频词一：成就

　　 10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
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和友好人士盛赞在中
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
　　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表示，中国在经济、社
会和科技发展等领域取得巨大新成就，在解决重
大国际问题、应对当代全球性威胁和挑战方面发
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衷心祝愿习近平总书记
在领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取得新的成就。
　　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
-卡内尔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共产党
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光荣事业
的延续，代表了社会主义与本国特色和时代特
征相结合的重大飞跃。
　　巴勒斯坦总统、法塔赫主席、巴勒斯坦解放
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阿巴斯表示，习近平总书记
领导中国在经济和先进科技发展方面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
带一路”倡议给各方带来了互利共赢。
　　蒙古国总统、蒙古人民党前主席呼日勒苏
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铸就了中国辉
煌历史，相信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
产党将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征程中
取得更大成就。

高频词二：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
本成就。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和友好人士表
示，中国的巨大发展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选择。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年来，实现了过去数千年来史无前
例的变革和奇迹，充分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正确选择和保证。
　　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表
示，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实践再次证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唯一正确的发展
方向。
　　布基纳法索争取进步人民运动主席孔波
雷表示，中国创造伟大奇迹并赢得世界各国尊
敬，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得益于制定实施切实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更
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坚强领导。
　　赤道几内亚民主党主席、总统奥比昂表
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探索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飞
速发展和进步，取得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

高频词三：人民

　　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根本宗旨。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和友好人士
表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
理念，赢得人民广泛支持和拥护，为其他国家

带来重要启发。
　　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主席、政府总理伊
姆兰·汗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归功于以人
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和发展思想。中国共产
党带领中国实现和平发展并日益走近世界舞
台中央，得到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阿富汗总统加尼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
和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领导下，中国取得前
所未有的稳定和发展成就，并为维护世界和
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充分展现了中国共
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
　　欧洲左翼党主席比尔鲍姆表示，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极大增进了人民的福祉，让中国
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中国脱贫计划改善了几
亿人的生活。
　　以色列共产党总书记阿梅尔表示，中国
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致力于
通过消除绝对贫困等持续增进人民福祉，带
领中国人民不断迈向更美好生活，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征程。

高频词四：典范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经济快
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多国政
党政府领导人和友好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巨大进步，
为世界各国树立了成功典范。
　　联合国前秘书长、韩国创造美好未来潘
基文基金会理事长潘基文表示，中方通过实
施连续、稳定、可持续的宏观政策，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持续
提高，成为全球发展的典范。
　　白俄罗斯总理戈洛夫琴科表示，中国共
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过艰苦卓绝的英雄道

路，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堪称建设以
公民福祉和社会政治稳定为基础的现代国家
模式的典范。
　　巴基斯坦人民党联合主席、前总统扎尔达
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在全球事务中
发挥积极重要作用，为世界其他国家树立了
典范。
　　巴西劳工党主席霍夫曼、国际关系书记佩
雷拉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中国共产党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大力改善人民生活，为世界
树立了典范。

高频词五：贡献

　　中国共产党不仅使中华民族走向强盛、人
民生活更加幸福，也为人类进步事业贡献了中
国智慧和力量。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和友好人
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不断为促进
世界和平与繁荣作出重要贡献。
　　柬埔寨人民党主席洪森表示，中国共产党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空前进步和繁荣，深刻
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为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哈萨克斯坦“祖国之光”党主席、首任总统
纳扎尔巴耶夫表示，中国共产党在引领国家实
现经济社会发展、为世界经济作出重大贡献方
面发挥了独一无二的作用。
　　伊朗伊斯兰联合党总书记巴达姆齐安表
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推动世界共同发展、维护
公平正义作出了重要贡献。
　　波黑独立社会民主人士联盟主席、波黑主
席团轮值主席多迪克表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上下求索，带领中国发展成为繁荣富强的国家，
并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中共百年华诞，世界贺电贺函中的高频词

　　新华社法国蒙达尔
纪电（记者刘芳）“100
年前的启航”图片展、中
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研讨
会等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庆祝活动 3 日
在法国小镇蒙达尔纪市
举行。
　 　 法 国 中 央 - 卢 瓦
河谷大区议会主席博
诺、中国驻法国大使卢
沙野当日在市中心节
庆大厅为“ 100 年前
的启航”图片展剪彩。
图片展通过大量图文
及影像资料展现了周
恩来、邓小平、蔡和森
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
导人在法勤工俭学、探
寻 救 国 图 强 道 路 的
历程。
　 　 博 诺 表 示 ，百 年
前勤工俭学的中国青
年在蒙达尔纪留下了
难 以 磨 灭 的 历 史 印
记 ，不 仅 改 写 了 中 国
和 世 界 的 历 史 ，也 长
期 影 响 着 法 中 交 往 ，
两国应继续深化拓展
交流合作。

　　卢沙野在致辞中表示，留法勤工俭学的
历史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中国革命道路
的选择有着特殊重要意义，这段特殊历史让
中国人民对法国产生了特殊友好感情。我们
要共同呵护好、传承好、发展好这一份中法两
国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推动中法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不断发展，造福两国和世界人民。
　　在随后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研讨会上，卢沙野同多位中外嘉宾围绕留法勤
工俭学运动、中国共产党的非凡历程等深入
交流。
　　本次活动由中国旅法勤工俭学蒙达尔纪
纪念馆等机构主办，蒙达尔纪市政府官员、法
国历史学者、在法华侨华人及当地民众数百人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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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神田探访陈独秀的留日印记

　　“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
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到各国，查看一
番。”怀着“寻求救国之路”的理想，1901 年至
1915 年，陈独秀先后五次东渡日本寻求答案。
　　由于是自费留学，陈独秀在日本并未留
下系统记录。在东京神田，1901 年陈独秀第
一次来日本时，曾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会馆
登记，同时加入留学生组织“励志会”。
　　记者在保存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
的一份文件中找到了陈独秀当时登记的内
容：陈乾生，光绪 27 年 10 月（旧历）来日，24
岁，安徽怀宁，自费，所在学校“东京学校”。
　　 1902 年 9 月，陈独秀第二次来日，与章
太炎、邹容等爱国人士成立“青年会”。1903
年 3 月 31 日，他们闯入长期欺压留学生的清
政府驻日留学生监督姚文甫在日本的家中，
陈独秀挥剪，以“割发代首”的方式剪下姚文

甫的辫子，将辫子挂于留学生会馆屋梁上。
　　 1907 年春，陈独秀第四次来日，在神田
的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过两年多。这所学校如
今还在，但已是一所私立男子高中。陈独秀回
国后，在 1910 年与他人合作出版了一套四册
的《模范英文教本》，足见他当时学习英语的
用心。陈独秀在正则英语学校期间，与怀有革
命理想的中国留学生和倾向社会主义的日本
人士广泛来往。
　　 1914 年 7 月，陈独秀受章士钊邀请第五
次来日，主要编辑杂志《甲寅》。1914 年 11 月，
陈独秀在《甲寅》第四期上发表了《爱国心与自
觉心》，第一次使用笔名“独秀”，因此文“扬名
天下”。陈独秀在文中批评当时国人只有盲目
的“爱国心”，而缺乏建设近代国家的“自觉
心”。此文一出，引起争议，批评信件如雪片般
涌来，《甲寅》受到创刊以来前所未有的攻击。

　　数月后，当人们获悉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
出要全部控制中国的“二十一条”时，才理解了
陈独秀的“爱国心和自觉心”，对陈独秀也由原
来的谴责和抗议化为接受和推崇。
　　除了投身《甲寅》的编辑工作，陈独秀在第
五次留日期间还学习了法语，希望能关注更多
西方进步思想。陈独秀学习法文的雅典娜法语
学校，现已从当年的神田锦町搬迁到了神田骏
河台。
　　综观陈独秀的留日历程，正如日本庆应大
学学者长堀祐造所言，“陈独秀在日本学会了日
语、英语和法语，是不小的收获。学习这些外语，
对他了解各国新思想有很大帮助。同时，陈独秀
在日期间结识了许多爱国志士，他们当中不少
人后来成为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力
量”。 （记者郭丹、钞文；参与记者：冮冶、邓敏）
            新华社东京电

图为冯琳接受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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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华 社 北
京 7 月 5 日 电
( 记 者 王 鹏、白
瀛)聚焦 13 位中
共 一 大 代 表 创
建 中 国 共 产 党
的重大历史，电
影《1921》自 7
月 1 日 上 映 以
来，以信仰的力
量、青春的热情
点 燃 人 们 新 时
代奋斗激情。
　　“历史是严
肃的，艺术是共
情 的 。电 影

《1921》在大的
历史环境中真实
再现了中国共产
党的创建历史，
使 观 众 对 这 一

‘开天辟地的大
事变’产生了强
烈共鸣。”中央党
校（国家行政学
院）秘 书 长 王
洋说。
　　导演黄建新
介绍，创作团队
始终以神圣的情
感、特别的敬畏
拍 摄 电 影

《1921》，“我们
努力通过艺术创
作解读早期中国
共产党人的精神
世界，将他们的
形象真实、丰富
地展现在当代观
众面前。”
　　除了 13 位
中 共 一 大 代 表
外 ，陈 独 秀、李
大 钊、王 会 悟、
杨 开 慧 等 历 史
人物也在电影《1921》中登场。人物性格和
生活细节的融合，使影片人物形象鲜活
生动。
　　许多年轻观众表示，通过观看这部电
影，对党的创建历史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更加深刻感受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
精神。
　　“他们是一群和我们一样的年轻人，在
最有活力的年龄，不惧艰险，勇往直前，矢
志追求理想。这是思想的力量、组织的力
量，更是信仰的力量。”安徽合肥青年观众
尹潇说。
　　一位网友评论：“影片对英雄先烈的塑造
与描绘，让我们体会到他们真实的内心世界，
激发强烈的情感共鸣。”
　　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胡智锋说，电影

《1921》不仅具有青春感，也具有时代感和历
史感，“影片中，大到十里洋场商业街区，小到
一副眼镜、一本书，都充分还原了当时的生活
质感和历史质感。”
　　据悉，电影《1921》已在中国共产党历史
展览馆配套影院开启“红色放映”，并通过移
动电影院在北美地区上映。
　　“党史题材影视剧不仅承担着讴歌
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重要
使命，也是当代观众学习、重温党史的重
要载体。”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
所高级编辑支菲娜表示，《1921》是一部
能让人们在光影中体会党史、牢记党史的
作品，能让观众从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
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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