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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首部原创动画战争电影
《火凤重天》下半年公映

6月5日上午10时30分，重庆1000余台防空警报
器同时鸣响，这是我市连续第25年在6月5日这天鸣响
防空警报。

82年前的6月5日，因日军轰炸，重庆十八梯、石灰
市、演武厅3处防空大隧道内先后涌入近万市民，最终酿
成严重踩踏窒息事件——“六·五”大隧道惨案。

为纪念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大轰炸”中不幸遇难的
同胞，激励全市人民爱国热情，增强国防战备意识，《重庆
市人民防空条例》规定，每年6月5日上午10时30分至10
时42分，在重庆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试鸣放。

6月5日当天，由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市人民防空办公
室）、大渡口区政府主办的重庆市2023年“6·5”防空警报试
鸣放暨国防动员宣传教育活动在大渡口区政府广场举行。

上午9时左右，10辆人防机动指挥车整齐排列在广场
上，现场的人防知识宣传展板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阅览。工
作人员和志愿者向来往的市民宣传人防知识，普及急救常
识。不少市民在志愿者帮助下，了解便携式手摇警报器、电声
警报器、防毒面罩、防化服的功能，学习心肺复苏急救方法。

“去年在沙坪坝区，今年在大渡口区，我们更换防空警报
试鸣放的主场地，目的是引起各区县对人民防空工作的持续
重视。”市国动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大渡口区已建成全市首个新型基本指挥所，在
盘活人防资源繁荣商圈经济，深化“放管服”改革，社区人防宣
教基地建设等方面取得显著实效。

勿忘这一天，抓好每一天。作为一座曾遭受敌人野蛮轰
炸的城市，重庆一以贯之把人民防空建设摆上位、自觉抓。

目前，重庆已形成以轨道交通人防工程为骨干、防空地下
室为主体、专业配套工程为重点、兼顾人防要求的地下空间为
补充，布局合理、结构优化、四通八达、军民兼用的“地下长
城”。而当年护佑过人民生命的防空洞，则变身为历史、文化、
生活等系列“山城洞天”，以另一种身份走进老百姓的日常生
活。 据第1眼-重庆广电

战火轰隆中的十八梯、吊脚楼，川江号子、
路边的担担面摊、街头打闹的报童……如果将
这些元素和动画片结合起来会是什么效果？

在6月3日重庆首部原创动画战争电影《火
凤重天》研讨会上，首次内部放映了该影片，这部
充满了重庆元素的动画电影让不少人泪目。据
悉，该片将于今年下半年在全国院线公映，再现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人民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

“我很少哭，但刚才在观看影片时我几次
泪目，不仅是看到了我的母校南开中学，更是
因为电影中那些感人的情节。”86岁的著名画
家古月激动地分享着观影感受。

这部催人泪下的动画电影改编自中国抗
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重庆史研究会会长、
《火凤重天》总策划周勇等人的著作《＜苦干
＞与战时重庆》，以动画形式讲述了曾获得奥
斯卡奖的电影《苦干》得以产生的传奇历史，
揭示了“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的重庆故事。

“重庆大轰炸持续五年半，为何这座城
市不仅没有像当时西方的预言那样消失，
反而一直屹立不倒，《苦干》就在讲述重庆
乃至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放映前，周勇
介绍了影片拍摄的背景。

在反复研究这一部获得奥斯卡奖的
彩色电影之后，周勇进行了创新性的影像
史学研究，写下了《＜苦干＞与战时重
庆》，并想到了将目光聚焦《苦干》背后的
故事，最终历时5年时间，将其改编成电
影，讲述一对中外青年，在抗日烽火中出
生入死拍摄《苦干》，并将其展现给全世
界的故事。

“这是一部有鲜明的重庆辨识度的动
画大片。”周勇介绍，创作团队保留了对历
史的尊重，生动还原了魁星楼、十八梯、吊

脚楼等细节，让学术著作走出高阁，向世界讲述中
国故事。此外，在人物形象设计上，电影突出了国
风特色，彰显年代感的同时又不失时尚，再现战时
重庆的人文风貌，给这部电影赋予更多动人情感。

周勇坦言，该片填补了重庆历史上动画电
影大片的空白，有助于引导全社会增进对重庆
历史的了解，传播重庆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动画片是理想主义非常重要的形式，今天
的动画给我的印象完全不一样。”重庆史研究会
副会长黄晓东说，这部影片让人热泪盈眶，饱含
了重庆人的精神。

重庆师范大学党委原副书记、重庆文艺评
论家协会主席周晓风说，此前对《苦干》熟悉，但
对其背后的故事了解不多，这部影片用动画的
形式演绎出来，让受众面更广，也更好地传递了
抗战精神。

此外，还有不少专家提议，今后可将此片在
各旅游景点播放，让更多人来此旅游的同时，深
入了解重庆的城市精神。

昨日是重庆大轰炸“六五”惨案纪念日，主
办方希望以此次放映，向82年前的重庆大轰炸
死难同胞致哀，向“愈炸愈强”的重庆前辈致谢，
向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致敬。

据华龙网

“那天，我眼看着炸弹从天上掉下来，祖母一把将
我护进怀里，我活了，她走了……”6月5日，85岁高龄
的简全碧站在重庆大轰炸“六五大隧道惨案”遗址前，
手里捧着一张祖母的照片，紧贴胸口，就像1941年的
今天，祖母将她紧紧护在怀里一样。

昨日上午10：30—10：42，重庆上空准时响起防
空警报，以此纪念在“6·5”大轰炸中罹难的同胞。

亲历“祖母护着我，她全身都扎着弹片”

昨天一早，位于解放碑的大轰炸纪念馆前挤满
了前来悼念的市民，其中一位老人特别显眼，她头
发斑白，双目含泪，瘦小的身躯有些佝偻。她一手
拄着拐杖，一手捧着照片，上面的女子清丽婉约，
姿态端庄。

“这是我祖母，她就是在大轰炸中为了救我才走
的。”一句话还没说完，老人已落下眼泪。老人名叫
简全碧，是大轰炸的亲历者，那时她年仅3岁。

“3岁的孩子能懂什么，但我至今都记得‘轰
轰轰’的爆炸声，像打雷一样。”简全碧说，她至今
都能在梦里听到那个声音。

1941年6月5日，当炮弹像雨一样落下来
时，家住渝中区十八梯附近的简全碧一家6口决
定分两批人避难。“这样全家不至于一起被炸
死。”简全碧说，父亲先护送母亲和妹妹进入了
防空洞，但还没等他返家，一颗炮弹就直直砸
向了他们的房子。

“当父亲把我从祖母怀里拉出来时，我的
胸口和腹部插着弹片，而祖母全身都扎着弹
片，为了保护我已经离世。”说着，简全碧流下
了泪水，她至今都记得祖母有力的臂膀，紧紧
环抱着年仅3岁的她。最后，是两个大男人
费了好大力气才把祖母的臂弯掰开。

那次大轰炸，在简全碧的胸部和腹部留
下了永远的伤疤，这让她痛苦了一辈子。

昨天，当防空警报响彻全城，简全碧拉
着记者的手久久不放，嘴里念叨着：“要记

得，不要忘记。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中华民族的事！”

铭记“爸爸的遗愿就是永远铭记这一天”

在前来悼念的群众中，68岁的钟传凤正照顾着几
位高龄“幸存者”，她曾怀孕8个月的姑姑也是大轰炸
的遇难者。“铭记这一天是父亲的遗愿，我们一家人都
要赓续下去。”钟传凤说道。

“我们一家人都不知道她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她在
老房子的废墟中被找到时，已经‘面目全非’了。”从此，
这就成了钟传凤父亲的“一块心病”，在弥留之际，他拉
着钟传凤不停地说：“记住、记住……”

从小到大，钟传凤在无数个夜晚看见过父亲被噩
梦惊醒，听他一遍遍地讲述大轰炸那天发生的事，即使
父亲在弥留之际已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钟传凤也知
道，要记住什么。

“亲历者们年纪越来越大，不少人都已经过世，但
我们年轻一辈不能忘啊。”钟传凤如是说。

赓续“我们不应该忘记，也不能忘记”

昨天，在重庆大轰炸“六五大隧道惨案”遗址前，还
有许多穿梭在人群中的志愿者。他们手拿国旗，一遍
遍为路过的群众讲述着那段历史。

在幸存者们为罹难的同胞献花时，志愿者们纷纷
上前，搀扶着年迈的老人，手捧鲜花，缓缓前行。

“我是一名大三学生，也是一个重庆人，于情于理，
我都应该肩负起铭记历史的责任，所以我报名了这次
志愿者服务。”西南大学大三学生陈宣齐说，看到这些
幸存者们身上的伤疤，他感到无比震撼。

陈宣齐说：“我们不应该忘记，也不能忘记。”
重庆文物保护志愿者服务总队公益理事刁海波是

志愿者们的领队人。“作为志愿者，我们主要是陪伴与
倾听。听老人们诉说这段悲惨的往事，我们也会记录
下来。”刁海波说，组织这次活动，是作为重庆人的一种
历史责任感。

据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6月5日上午10时30分
全市拉响防空警报勿忘国耻勿忘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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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轰炸”幸存者泪忆往事：

“祖母护着我，我活下来了，她走了……”

《火凤重天》剧照

市民在重庆大轰炸“六五大隧道惨案”遗址前献花

纪念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