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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第一届渔阳里文化论坛近日
在上海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学者聚
焦了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的历史
风云，大家认为上海红色文化资源
十分丰厚，对渔阳里等革命旧址进
行发掘、梳理、宣传、弘扬，这对我
们今天不忘初心、奋力前行具有重
要意义，也是上海这座城市宝贵的
精神财富……

!初心之地"值得挖掘
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

建刚、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忻
平等指出，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在
渔阳里筹建共产党、共青团这段历
史非常重要，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专家们指出，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发
起组所在地，召开中共一大的会议
通知是从这里发出；毛泽东等是在
这里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刘少奇、
任弼时等是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
建党后，这里还是第一个党中央机
关所在地。我党第一个党组织、团组
织、工会、妇联、干部学校等筹备创
建，均与渔阳里有关。渔阳里和一大
会址等周边地区，密集分布着 !"多
处与建党有关的革命旧址，形成了
“红色源头一平方公里”历史风貌
区，这里有着许多红色故事。

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历
史学会会长熊月之说，在渔阳里、
一大会址附近，当时居住着陈独
秀、李达、李汉俊、俞秀松、陈望道
等 !"多位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在
这一带创办了《新青年》《共产党》

等一批传播真理的先进刊物。专家
们指出，应该充分挖掘上海这块
“初心之地”的红色文化资源。

艺术创作积极推进
目前，上海正在开展“党的诞

生地发掘、宣传工程”，并已取得了
积极进展，成果喜人。在第 !#届中
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人们欣喜地
看到了大型交响合唱《启航》，还将
推出“从石库门到天安门”的美术
作品展和诗歌朗诵会等重大活动。
有一大批红色题材被列入了创

作计划，如上海市作协启动的“红色
起点”重点主题创作项目，就有左
联、工会、妇联、国旗等 $大专题，并
委约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民创作反
映党中央早期在上海十二年（!#%!
年至 !#&&年初）的长篇报告文学
《起点》。诗人桂兴华也在创作以百
年建党为题材的长诗《世纪之门》。

在渔阳里文化论坛上，评话

艺术家朱庆涛带来了他短小精悍
的评话节目《渔阳里的故事》，用
传统评话艺术声情并茂地讲述了
陈望道来上海出版他翻译的《共
产党宣言》，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
掌声。大家认为，这种形象生动、
形式活泼的节目应该进入课堂，
要让年轻人更多了解革命先辈们
的伟大情怀。

发掘资源仍有潜力
上海红色历史资源极为丰厚，

无疑是一座艺术创作的富矿，也涌
现过《永不消逝的电波》《保密局
的枪声》《与魔鬼打交道的人》《聂
耳》《红色恋人》《'! 号兵站》《战
上海》《霓虹灯下的哨兵》《陈毅市
长》等一系列佳作。上海红色题材
既有建党时期的开天辟地，又有
白色恐怖下的隐蔽斗争；既有上海
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又有抗日战争
中的烽火硝烟；既有文化战线的左

翼作家联盟，也有经济领域的“第
三条战线”……毛泽东、周恩来、刘
少奇、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都在上海留下了光辉的历
史足迹。上海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同
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许多风云人物
经纬交织，值得好好发掘、梳理。

业内人士认为，上海在发掘红
色文化资源上仍有很大潜力，有的
还留有空白。无论是《开天辟地》
《建党伟业》，还是《中国，!#%!》等
影视片，对渔阳里这段早期筹备建
党的历史均没有更多表现。如上海
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经济领域的“第
三条战线”，杀叛徒、除内奸、使敌特
闻风丧胆的中央特科等红色题材，
都有待艺术家们去充分展示。
新中国成立 ("周年、建党 !""

周年正在向我们走来，迎接这样盛
大的历史节庆，有什么精品力作问
世，真令人期待。

本报记者 俞亮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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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行的力量

! ! ! !本报讯 （记者 孙佳音）“文
艺创作，首要的一条要出好剧；要
清醒地认识新的历史方位；要学
习、领悟、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握新矛盾，
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只有立足于此，文艺才能够奔向新

目标。”昨天，第十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时代的风采
艺术的魅力”———好剧论坛成功举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
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在发言时如是说。一整
天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优秀的制作人、导演、编剧、演员，
共同分享剧目创作、制作的宝贵经验，对舞台艺术创作现状
进行交流、分析，为文艺创作和理论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考
和总结。
河南豫剧院副院长、河南豫剧院三团团长、河南省剧协

副主席贾文龙，作为戏曲演员和院团管理者，分享了对“为
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的理解和实践，也分六
个部分展开分享了豫剧《焦裕禄》艺术创作体会。他说：“任
何优秀的艺术作品都是写给历史和人民的赞歌，只有创作
出更多的艺术精品，才会有更多的艺术经典流传后世。”
天津歌剧舞剧院、国家一级导演张曼君从创编角度，分

享如何以不同的艺术样式与艺术形式为载体，呈现优秀作
品。她阐述了为何乐于尝试不同的作品类型，并把握各剧种
特点进行创作，还结合作品案例，探讨如何摆脱传统戏曲的
束缚，结合当代观众的审美及现代戏剧的多种元素，使民族
传统与当代精神同时呈现在现代艺术创作中。但总结创作
初衷，她也表示：“我只是觉得对于这个时代、对于我的现
实，我有责任，也有这种使命去发出自己的声音，去显示一
种存在。这个存在是以我们自己个体的声音和时代的融会
而产生的。所以我一直在想什么是自己的声音，什么是自己
职业的声音，什么是自己事业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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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艺术节开始后，我的体重一
下减了两公斤多，在人群里更加找
不到了。”本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论坛总负责人章瑜这样调侃自
己。章瑜总是在忙碌着，不是在台
侧拿着对讲机风风火火地控场，就
是躲在一角噼噼啪啪地改稿子，
“中英文策划稿、请示稿、致辞代拟
发言稿、宣传素材稿、微信宣传稿、
论坛总结稿……”章瑜说，感觉自
己已被掏空。

章瑜已足足忙了大半年。“我
大概是三月份到组委会报道的。”
以前从事电视专题片和纪录片拍
摄的她，今年进入了艺术节的大家
庭，负责艺术节所有论坛的策划、
邀请和执行。“前期我们做了很多
调研工作，比如说今天的好剧论
坛，涉及到各艺术门类，是五年来
创作的总结，前期我们把‘五个一’
工程奖、文华奖、梅花奖、白玉兰奖
等获奖剧目都梳理了一遍，我们还
邀请专家来开策划会，从选题开始
就听取专家的意见。”

有了选题后，敲定每一个嘉宾
的时间和细化演讲方案更加费时
费力，“视频会议、邮件、电话，来来
回回滚动了很多轮，我最早接触了
近两百人，最后来到上海上台的约
五六十人。”优中选优，章瑜连论坛
的主持人也最大可能地追求专业，
“以前常请电视台的主持人，但有
些提问不够精准，比较泛泛。你看
那天的主旨论坛，主持人是纽约一
家知名艺术咨询公司的总裁，她事
先非常细致地了解了每一位嘉宾

的背景和发言内容，当天早上还与
他们一起吃了早餐，于是在台上，
她就特别能与嘉宾碰出火花来。”
说起这些具体执行上的点滴，虽然
喉咙沙哑，但章瑜的眼神里流露出
的是骄傲和满足。

瘦瘦小小的章瑜与很多组委
会的工作人员一样，“一个抵八个”
地忙碌着，穿梭于会场和剧场中，
他们以自己的敬业和专业，让中国
上海国际艺术节办得一年更比一
年好。 本报记者 孙佳音

小个子迸发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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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晓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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