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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目前所有长征女红军图书中收
录人物最多、搜集资料最全的一本。”《长
征中的川籍女红军（增订本）》主编、四
川省委党校教授王友平说。由四川辞书出
版社出版的第一部全面系统讲述四川籍长
征女红军革命事迹的图书《长征中的川籍
女红军（增订本）》近日在四川成都举行
新书首发式。此时，距离 2014 年策划该
书选题已经过去了10年。

资料都是一点点搜集来的

谈及创作初衷，王友平谈道：“我也
没想到我一个男教授会去研究女红军。我
在四川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17年，也当
过 《四川省志》 副总编辑，在工作中发
现，作为在长征女红军中占比很大的一个
群体，四川女红军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
注，这让我感到有一种必须要去研究和宣
传这段历史的使命。”

出于记录家乡历史的初心，王友平联
系自己之前的出书经验，从 2014 年开始
着手准备组织编写 《长征中的川籍女红
军》一书。“当时社里得知王老师在做女
红军长征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就一直
在进行跟踪，希望王老师能将这本书交给
我们出版。”《长征中的川籍女红军》责编
杨丽说。

如何找到翔实的资料是摆在整个撰稿
团队面前的最大难题。“资料是非常零散
的，正儿八经出版的资料极少，因此这本
书的资料主要来源并不是图书馆，而是来
自我们自己发掘的各种线索和红军后代提
供的资料。”从事党史研究多年的王友平
翻遍了档案资料，通过查询地方志等多种
方式相继联系上了众多相关专家和红军后
代，从2016年出版时联系到的60余家红
军亲属，到今年再版时的160多家红军亲
属，王友平一直在不断寻找完善女红军资
料的路上。

“核对史料是容不得一丝马虎的，我
在写书开始就制定了严格的8条凡例，要
求一定是参加过长征，并且籍贯明确在
1997 年川、渝分治以前的四川省范围内
的女红军才能被收录。如果不能确认的，
那就不收录，所以收集了10年。我们定
稿时只收录了246名川籍长征女红军的革
命事迹，还附录了包含非川籍女红军在内
的 1456 名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名单。此
外，我还上门拜访了7位还在世的川籍女
红军，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影视资料，可惜
现在只有103岁的王全英同志还健在。另
外，还有一位随红四方面军走完长征、现
已99岁高龄的川籍女红军战士李登玉仍

然健在。这两位全国仅有的健在女红军的
人物简介都已编入《长征中的川籍女红军
（增订本）》。”王友平回忆说。

四川籍女红军占比90%以上

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
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红军
长征中的许多惊天动地的事迹都发生在四
川这片土地上。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
一编研部主任熊华源说，在这支坚忍不
拔、前仆后继、勇往直前的红军队伍中，
还活跃着一个特殊的群体——女红军，而
四川籍女红军在其中又独具特色，约有
8000 人，占到了红军长征女战士的 90％
以上。

为了查明女红军的人数，王友平翻阅
了大量曾经出版过的资料，参考了红军后
代联谊会提供的名单。他提到，在 1993
年由四川省妇联编写的《巴蜀巾帼壮歌》
一书中写着：“1935年春，跟随红四方面
军西渡嘉陵江参加长征的妇女约 8000 余
人。”根据他的考证来看，这个数据是比
较可信的，而在整个红四方面军女战士
8000余人中，除了从鄂豫皖入川的40多
名非川籍外，其余全是四川人。

王友平在书中记录下来的女红军大部
分都是红四方面军的战士，其中附录名单
中有 1000 多人。据王友平说，红一、二

方面军有女红军不到百人，红二十五路军
只有7名女护士。女红军总体数量相对于
整个红军队伍来说可能不多，但在后勤、
宣传等多个方面，她们都扮演了不可或缺
的角色。

“其实在本书定稿后，我又搜集到了
不少川籍女红军的资料，现在我手中掌握
的至少有简介或简历资料的川籍长征女红
军还有140多位，可惜已经赶不上了，只
待今后有再版机会去进行补入。”王友平
遗憾地说。

在记录中感受无声的力量

此次发布的 《长征中的川籍女红军
（增订本）》 主要分为“人物传记”和
“人物简介”两个部分。书中对于有详细
事迹记载的女红军，会用人物传记的形式
来回顾人物长征前后的具体事迹，共成稿
53 篇；对于记录不多的女红军，则将人物
生平都浓缩为短短数百字的人物简介，共
有193位。

“这本书真的是个很好的选题，我们有
责任有义务把这个事情一直做下去，让更
多川籍女红军的故事被更多人看到，让长
征精神滋养更多后来人。”杨丽认真地说。

从现存资料中可以知道，参加长征的
女红军整体年纪并不大，她们的年龄一般
在十七八岁左右，最小的仅有七八岁。书

中第一篇人物传记的主人公万曼琳，就是
当时最小的女红军之一，被哥哥背去参加
革命的时候，年仅7岁。晚年的万曼琳仍
然能回忆起，当时过雪山时没有粮食，大家
纷纷解下皮带准备煮着吃，但连长说啥也
不肯要她的皮带，说：“你人小衣服大，离不
开皮带，不到万不得已决不用你的。”后来，
她就一直系着这根皮带，走到了陕北。

在整理女红军战士的资料中，流落的
女红军是最让人惋惜的群体，王友平也深
感遗憾地说：“李自珍同志是书里唯一收
录有传记的流落女红军。她的经历非常坎
坷，掉落山崖后又不敢回去，就一直在四
川资阳定居了下来，直到 2004 年离世。
我也是偶然在网上看见了杜先福纪念她的
文章，才知道资阳居然有这样一位遗落的
女红军，所以把《活着的“烈士”》这篇
文章也收录了进来。”

“但很多女红军在长征的路上或是掉
队，或是被俘虏，能够留下的资料很少。
跟随红军长征的 8000 名女红军中，大部
分壮烈牺牲，多数未留下姓名，仅有700
余人胜利到达延安，而新中国成立后仍在
工作岗位上的就只有400余人了。”王友
平补充说，“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对我自己
也是一种锻炼，我常常被女红军们那种舍
生取义的壮烈情怀所打动，就像老红军王
定国说的，她们‘为天下穷人得到公平过
上幸福生活而战’。”

从2016年出版时联系到的60余家红军亲属，到今年再版时的160余家红军亲属，王友平一直在
不断寻找完善女红军资料的路上。《长征中的川籍女红军（增订本）》——

十年磨一剑，为246名女红军“立传”
□本报见习记者 朱小苗

本报讯 （记者张席贵） 11 月 13 日
至15日，第二届中国 （吉林） 动漫大会
在长春举办。本届大会以“精彩动漫，新
质未来”为主题，邀请全国各地的动漫艺
术创作者、从业者、专家学者齐聚长春，
共同见证中国动漫艺术发展崭新成果，为
中国动漫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大会共征集各类动漫作品和论文400
余部。大会期间，举办了优秀动漫作品推
介、创孵投招商推介会、学术研讨会、艺
术家进校园、优秀动漫作品展览展演、

“炫动动漫之夜”晚会等主题活动，吉林

省内共有70余家影视动漫、游戏、文旅
企业，16所联盟高校单位参与大会。

开幕式后，2024 动漫高质量发展研
讨会的主题是“传承与创新的交响——激
发动漫市场新浪潮”，北京电影学院、腾
讯视频动画内容制作部欧罗巴工作室、北
京广播电视台动画频道中心、北京卡酷传
媒有限公司、吉林动画学院、中国新闻出
版研究院数字出版研究所等的领导和专
家，分别作了高质量主旨发言。

圆桌对话环节，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杭

州友诺动漫有限公司、吉林广播电视台影
视频道、山西传媒学院动画与数字艺术学
院的专家学者以“科技与艺术的对话——
共创动漫新质未来”为题，共话动漫行业
的新质发展路径。其间，还举办了纹样数
字化运营及产业转化经验交流会。

近年来，吉林省委、省政府大力推进
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持续培育打造动漫产
业基地、骨干企业、技术团队，全省动漫
行业不断发展壮大，涌现出一批优秀动漫
企业和代表作品。大会期间发布了《吉林
省支持动漫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举

措》。该《举措》明确了推动吉林动漫产
业发展的工作目标，提出了发展路径，在
推动动漫企业发展壮大、推进原创动漫精
品孵化、加快动漫产业园建设、促进动漫
核心技术研发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也将
为加快转型升级全省动漫产业创新发展提
供多元化选择和广阔机遇。

大会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吉林
省委宣传部、吉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
导，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办，吉林动画
学院、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动漫艺术委员
会等单位共同承办。

第二届中国（吉林）动漫大会见证崭新艺术成果

本报讯 （记者张君成）由上海交通
大学、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主办，《抗日
战争研究》编辑部、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
研究院、上海交大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
究院承办的“战争历史记忆与展陈”研讨
会暨纪录片《没有硝烟的战场——中国对
日战犯审判》签约仪式日前在沪举行。

会上，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季
建南与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周承，分
别代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交通大
学签署纪录片《没有硝烟的战场》合作协
议。该片将由江苏广电总台纪录片工作部
和上海交大纪录片中心组成联合创作团
队，上海交大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

提供学术支撑，该院首席专家程兆奇担任
学术总顾问。

作为亚太战争审判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战后的中国审判最能反映中国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中的巨大牺牲，以及中国在同
盟国战犯审判工作中的突出贡献。明年正
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80周年，《没有硝烟的战场》作为聚焦
二战后中国对日战犯审判的纪录片，将在
海内外播出。该片主创人员将结合近年来
在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赴美国、日
本、英国及中国的档案馆进行拍摄，采访
国内外专家学者，带领观众体悟中国人民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不屈精神。

“战争历史记忆与展陈”研讨会暨纪录片《没有硝烟的战场》签约仪式在沪举行

用影像聚焦二战后中国审判现场

本报讯 （记者隋明照） 11 月 19
日，由陕西省版权局指导，西部国家版
权交易中心负责建设运营的陕西民间文
艺版权保护与交易平台启动仪式在陕西
西安举行。

陕西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交易平台以
民间文艺内容为先导，以数字版权资源为
支撑，以技术为驱动，对版权进行差异化

运营，形成四位一体的平台建设架构，达
到产业转化的目的。

陕西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交易平台对
上传的民间文艺作品分门别类进行数据采
集，形成民间文艺数据库，实现民间文艺
作品的版权资源数字化。通过“数据库+
大模型”的技术资源整合，推动民间文艺
作品在游戏植入、3C 联名、数字藏品、

线下体验等领域，实现版权资源的数字资
产转化及资产 IP 化，不断推动民间文艺
版权资源向不同的产业领域进行拓展和延
伸，最终发展成为可产业化运营的 IP 品
牌资产。

据悉，西部国家版权交易中心未来
将以最前沿数字技术，不断推动陕西民
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交易平台迭代，达到

智能化产业化全链路升级，并与各类民
间文艺机构携手，赓续中华文脉、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

启动仪式上，西部国家版权交易中
心为陕西数字出版基地、阅文集团、鄠
邑区农民画展览馆等单位颁发版权数据
确权证书。

陕西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交易平台上线

本报讯 （记者章红雨）由中国教育发
展基金会主办、人民教育出版社承办的中央
专项彩票公益金教育助学项目“励耕计划”
心理健康教师培训成果展示汇报会，日前在
京举行。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副司长杨
大研表示，大力做好心理健康教师培训工作，
提升心理健康教师专业素养，是落实《全面加
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
计划（2023—2025年）》的重要举措。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王建光希望
借心理健康教师培训这一平台，帮助教师们
做好、落实好守护孩子心理健康的行动实
践，带着责任与使命继续前行。

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辑王日春表示，
2024 年，该社承担了 《中小学生心理健康
读本》编写和“励耕计划”心理健康教师培
训两项任务。未来，人教社在心理健康培训
成果图书出版和数字化课程建设上将做出更
多探索，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汇报会上，主办方为在培训项目开展过
程中表现突出的7家省级优秀组织单位、12
名优秀参训教师颁发了荣誉证书。

人教社举办心理健康
教师培训成果汇报会

本报讯 （记者范燕莹） 11 月 16 日，
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举办的《中国骄傲》图
书分享会在安徽合肥举办。

访谈中，中国跆拳道奥运冠军郑姝音回
顾了2016 年里约奥运会的夺冠历程，以及
整个职业生涯的点点滴滴。“每一个冠军的
诞生都是来之不易的，每一次为国争光都是
非常骄傲的。”郑姝音说。

《中国骄傲》由茅盾文学奖得主柳建伟主
编，分为《中国女排》《中国乒乓》《中国跳水》

《中国田径》《中国射击》《中国游泳》《中国体
操》《中国羽毛球》《中国时刻》《中国冬奥》10
册，图文并茂地描绘了中国体育健儿的奥运
征程以及在赛场上争金夺银的精彩瞬间。

《中国骄傲》展现
中国运动员拼搏精神

本报讯 （记者韩萌萌）天津杨柳青画
社与天津古籍出版社近日联合出版《年画里
的二十四节气》，带领读者图文并茂地赏年
画、知节气。

据了解，该书精选100余幅杨柳青经典
年画，以时令为线索，展现古人生产劳作、
节日庆祝、休闲娱乐等场景，其中部分年画
为杨柳青画社珍藏。杨柳青年画于2006 年
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
国际气象界，二十四节气被誉为“中国的第
五大发明”，201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年画
里的二十四节气》 一书将两项非遗有机融
合，每幅年画均配有中英双语说明，以全新
角度探索传统年画与物候的联系。

天津两社联合出版
《年画里的二十四节气》

本报讯 （记者杨雯）由邵艺辉担任编
剧、导演、剪辑指导的爱情电影《好东西》
将于11月22日正式上映。

影片讲述了单亲妈妈王铁梅带女儿搬到
新家后，结识了邻居小叶，两位性格迥异的
女性一个坚强、一个柔软，面对旧创伤和新
挑战，她们彼此温暖、互相慰藉的故事。

《好东西》 是邵艺辉凭借 《爱情神话》
获得第 35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后，
再次以女性视角打造的“灵”尺度电影。影
片通过小人物、小情调论述两性关系主题，
展现属于成年人的情感关系，并提出了一系
列关于“女性觉醒之后”的新观点。

据悉，影片由麦特影业（上海）有限公
司、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淘票
票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等出品。

爱情电影《好东西》
11月22日上映

▲《长征中的川籍女红军（增订
本）》第二部分“人物简介”。

◀2022年5月，王友平（左）随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电视专题片《长
征之歌》摄制组记者在四川都江堰采
访101岁的女红军王全英（中）。

肖宇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