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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的红色资源十分丰富，是一座艺术创作的
富矿，尤其是作为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题材文艺
创作更应多出精品力作，以迎接建党百年。这是昨
天下午在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举行的“喜迎十九
大———上海如何继承红色基因专家座谈会”上的共
同心声……

蕴藏丰富是宝地
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王伟指出，上海是

红色题材蕴藏丰富的一块宝地，红色可贯穿从孕育
党的诞生一直到今天整整近 !""年的历史，没有一
段空白。而且，上海红色题材涉及的样式、领域十分
广泛，既有建党风云，又有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既有经济金融领域的斗争，也有秘密战线、文化战
线的斗争；既有民族矛盾、抗日战争，也有国共破裂
后的地下斗争……解放上海后直至今天的改革开
放、创新发展。上海红色题材的丰富性和完整性，是
全国其他地区所没有的。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何建华说，红色是上海城市

百年历史的主基调。中共在上海成立使中国革命的
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对新中
国的建设贡献也很大，是共和国的老大。改革开放
时期尤其浦东开发开放，上海又是改革开放的排头
兵。他认为，现在文艺作品写上海十里洋场、写黑社
会、冒险家的乐园较多，但缺少红色文化作品，对城
市红色基调的凸显不够。

国家一级编剧、诗人桂兴华说，大型音乐舞蹈
史诗《东方红》上海贡献很大，它的雏形先是在上海
文化广场的一台演出，是陈毅向周总理作了推荐并
不断修改，才有了后来的这部经典。聂耳、田汉写的
《义勇军进行曲》，也首先是在上海唱响的。像这样大
江东去、惊涛裂岸的红色力作今天在哪里？这需要
我们好好挖掘、努力创作。他自己想以百年建党为
题材创作一部长诗《世纪之门》。

红色题材缺力作
一些专家认为，与上海丰富的红色题材资源相

比，文艺作品表现得还不够充分，除《开天辟地》《陈
云》等几部作品外，近年来还缺乏精品力作，值得文
艺工作者探讨。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厉震林指出，从文艺角度来说，上海早期红色题材曾
留下了《永不消逝的电波》《#!号兵站》《霓虹灯下的
哨兵》《红色恋人》等，数量不多，对如何在上海建党
这段历史表现得不够清晰，如当年毛泽东、陈独秀、
沈雁冰等人如何孕育建党，如何在上海生活，有些细
节模糊虚化。毛泽东在上海八个月，但艺术表现不
像他在窑洞里生活那么鲜活生动。
上海作协副主席杨扬说，上海红色文化积淀非

常丰富，鲁迅、茅盾和左联，有一批作家也出现了一
批作品。现在很多上海作家不是说不想写大作品，
而是不会写，他们对这些人物怎么生活、工作、交往

都搞不清楚。茅盾之所以能写出《子夜》，写出大革命时代的社会变革，与他
早期参加共产党有关系。中共一大召开时共有 #$名党员，茅盾家里就有他
和弟弟沈泽民两人。

期待能有新突破
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荣跃明等一些专家指出，上海影视作品过

去较多描写的是旧上海滩的十里洋场、黑社会老大。前些年，由于视野狭窄，
格局不大，总拍弄堂人家，婆婆妈妈，就像著名编剧高满堂批评的，误入了家
长里短的怪圈。现在则更多把镜头对准了都市白领、时尚生活、情情爱爱。上
海尤其缺乏黄钟大吕的红色力作，缺乏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从这个角度
看，上海红色题材创作有待新的突破。

专家们指出，迎接建党 !""周年，上海已启动了“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
工程”，这对上海红色题材创作来说是个百年难遇的良机。上海诞生了中国
红色历史中许多第一，如第一个党组织、团组织、工会、妇联、干部学校等，许
多重大历史事件也都发生在上海，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领袖人
物也都在上海留下了历史足迹和英雄业绩，值得我们好好梳理。革命前辈这
种勇立潮头、追求真理、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不仅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
富，也值得红色题材创作深入挖掘、拿出力作。 本报记者 俞亮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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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市委宣传部!上海市作协已启动"红色起点#重点主题创作项

目$委约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民创作一部反映中国共产党在上海

十二年%!"#!年至 !"$$年初&的长篇报告文学'起点() 同时邀约

%位中青年作家分左联!工会!妇联!国旗等 %个专题$以创作一

系列"红色起点#主题纪实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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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谢稚柳先生逝世20周年
高山可仰声芳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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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公妙绘吊钟
花”这是叶圣陶在诗作
中对书画巨匠谢稚柳
先生的评价。时间一
晃，距离谢稚柳先生逝
世已有整整廿载。

8月24日下午在
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众
多学者、艺术家与谢稚
柳家属、生前好友齐聚
召开“纪念谢稚柳先生
逝世20周年座谈会”。
众人轮番叙述着自己
脑海中的谢稚柳，滔滔
不绝地吐露点滴记忆，
“父亲”“导师”“旧友”
“偶像”，在大家口中拼
出鲜活的大师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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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齐家 言传身教
谢稚柳是一代书画巨匠，妻子陈佩秋也是书画大

师，登门求画的访客们当然总是络绎不绝。儿子谢定伟
小时候还不懂书画，就记得很多人上门找父母聊天，找
父亲的人更多，更有收藏家周周拜访。
谢定伟和谢定坤兄弟在纪念会向到场的人表示感

谢。在谢稚柳身边时间更久的是谢定伟，对父亲的教
导，总结为“做人”和“读书”。他回忆小时候客人有的来
拜访有的来求画。而谢稚柳要求身为孩子，只要有客临
门，孩子们必须泡茶迎接，不能怠慢。客人走时，谢稚柳
和夫人陈佩秋则会带着孩子，举家
送出门口，等客人转身离去，才允许
回家关门。“礼貌”是孩子眼里父亲
“做人”准则的体现，而年长之后才
能体会，这是谦和有礼，大家之风。
第二个就是“读书”，从小谢定伟便
被父亲鼓励读书，甚至邀人刻了一
方章“谢定伟读书”。说到这里，谢定
伟还提起一桩趣事，当时人家赠送
他图章，他说，“我不懂篆刻，但是十
分感谢。”父亲事后批评他，说“你要
说谢谢，不能说你不懂，不然别人会
认为你在批评人家，你要说刻得很
好。”这也是谢稚柳对于孩子们中国
“礼仪”的训导。

谢定坤坦言，“%" 年代的时候
我就出国留学了，到了 &"年代回到
父亲身边，很多事情我都并不了解。不过作为父亲，他
从不干涉孩子们的想法，我说，我想去学什么，他就会
尊重我的意见。他所做的教育，都是品格上的言传身
教，比如我从未听过他在背后议论别人。这是对我们孩
子们最大的教诲。”

以画会友 忘年相交
谢稚柳在书画界有着极高的造诣，他是继承传统、

卓有创新的书画家，是一言九鼎的当代权威书画鉴定
家，是“敦煌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美术史论家、学者
和诗人。不论哪个头衔，都将他描述得有些遥不可及。
而书法篆刻家刘一闻记忆里，谢老先生是他“忘年相
交”的良师益友。
刘一闻先生是中国书法最高奖“兰亭奖”获奖者和

评委，是海上书法篆刻界的名家。他初次见到谢先生
时，不过是“喜欢盖图章的小年轻”。名声在外的谢稚柳
和 '"多岁初出茅庐的刘一闻在衡山饭店吃了顿便饭

之后，便亲切地让他称呼“谢伯伯”了。第二次见，“谢
伯伯”便考验起了刘一闻，“你是刻图章的，我字写好
了，你来盖图章吧。”“盖几方章子，怎么盖，都是很有
讲究的，一个不好就毁了整个作品，”刘一闻说，“拿不
准的时候，我就问他，他就告诉我要盖几方。‘一方够
了，就不要第二方了。若是四方不够，便继续添上第五
方，直到画面饱和了为止。’”谢老说的“饱和”是很难
界定的。需要深厚的艺术修养积累来做出的判断，刘
一闻从谢稚柳这里学到了很多书画门道。在书画世界
中，没有架子的谢稚柳，与作为晚辈的刘一闻，真正成
为了超越时间的忘年交。

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戴小京
!&(%年高考中榜时，上门想要求一
字一画，却收到了谢稚柳先生赠予
的两件书法。!!年后，谢稚柳居然
还惦记起这件事，真的画了一幅给
戴。相隔 !!年，还能记得当年对一
位小辈的诺言，人品不必言说了。说
到这，他便展示出珍藏的书法。可谓
斯人已去，高风永存。

倾心相授 鉴定方法
谢稚柳是当年全国古代书画鉴

定小组组长，他走南闯北寻觅了 '"

多个省市，过眼几千旧画古字，他的
鉴定意见举足轻重。不过谢老生前
只是低调地担任上海博物馆“名誉
顾问”。上海博物馆书画专家单国霖

揭晓了幕后的谢稚柳。
“每次展览之前，我都一定要去他家叨扰，和谢老

一同研究展品和展览的主题。展品的收购，更是一定要
向他征求意见。我记得 !&&(年，我们要收购一件展品，
那时候谢老已经住院了，我们便送到他的病床旁，他说
‘这个是好的呀，可以的’，我们才能够下决定。”单国霖
眼中，那时候的谢稚柳，不重名不重利，却几乎是上海
博物馆书画研究的主心骨。
随后他又提到谢老十分重视培养鉴定人才，除了

上海博物馆推荐去向他学习的两人，整个书画部的鉴
定水平都要归功于谢稚柳先生倾心相授。在对收购回
的展品鉴定时，谢老总说“：东西是我让买的，让他们
（小年轻）多发表意见，之后我们再来复鉴。”之后复鉴
的时候，他会叫上整个书画部的人，一页一页的介绍，
一张一张的讨论。“这是特别有收获的一个学习的机
会。”单国霖满是感谢和思念。

本报记者 乐梦融 见习记者 吴旭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