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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21文娱
!广告

! ! ! !本报讯 （记者 徐翌晟）美术
馆东街 !! 号，是一个北京的地
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的办公所在地，也是北京首家 !"

小时书店三联韬奋 !"小时书店所
在地，如今，《美术馆东街 !!号》还
是曾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樊希安
新作的书名。
《美术馆东街 !!号》以亲历亲

炙者身份，全面、客观、翔实地记载
了三联书店 !##$%!#&"年的改革

和发展的事迹，其中包括大三联联
盟的形成、京沪港联手共庆三联八
十华诞、三联国际公司创立等涉及
大三联格局形成的重要事件，以及
京三联自身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创
新举措，!" 小时书店的创立和发
展，以《邓小平时代》为代表的重点
图书品种的成功经营等，为中国当
代出版史增添了重要的史料，同时
也为出版业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
贵经验。

! ! !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今年
是田汉诞辰 &!#周年，“文化先驱：
田汉在上海”主题文献展昨天在上
海图书馆近代文献目录厅开幕，
“田汉在上海”文献研究座谈会同
日举办。

从辛亥革命的学生军、新文化
运动的艺术实践者、左翼文艺运动
的领袖、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宣传
家、世界和平事业的讴歌者，到新
中国戏曲改革的领导者，田汉一生
创作了大量戏剧、戏曲、电影剧本
和诗词、歌曲作品，为我国文艺事
业作出杰出贡献。

上海是田汉重要的生活、工作
与创作之地，在沪期间，他领导了
上海的新文艺运动，完成了一系列
著名戏剧、电影、歌曲词作、诗词和
翻译作品，成为上海红色文化的宝
贵资源，其中尤以《义勇军进行曲》
的创作最为光辉。

此次文献展以田汉早年留学
与初到上海时期、南国艺术运动时
期、左翼文艺运动时期、全面抗日

时期和反内战时期为时间脉络，展
现田汉在上海的红色文化足迹。
&'!&年，田汉回国后长期居住在
上海并投身新文艺运动。他办过
《南国》等刊物，组织“南国电影剧
社”，拍摄电影《到民间去》等。&'!(
年秋，田汉任上海艺术大学校长
时，作为教育实践活动，在校内开
辟小剧场，举行“艺术鱼龙会”，演
出由他创作的《苏州夜话》《名优之
死》等，在戏剧界产生广泛影响。上
海艺术大学宣告解散后，田汉创办
了南国艺术学院，设文学、戏剧、绘
画三科，学生中如陈白尘、郑君里、
赵铭彝、吴作人等，后来都成为艺
术界的杰出人才。在学校受到各种
压力被迫停办后，田汉又创办了南
国社，在上海、南京、杭州、广州、无
锡等地公演，其影响日益扩大，推
动了我国话剧运动的开展。

展览还特别呈现“国歌的诞
生”单元。&')"年，上海电通公司
为了支援抗日救亡，请田汉写了一
个文学剧本。就在影片筹拍之时，

田汉被反动当局以“宣传赤化”的
罪名逮捕，电通公司为了尽快开
拍，请孙师毅把田汉的文学剧本改
写成电影剧本，孙师毅征得田汉的
同意，将影片改名为《风云儿女》，
影片主题曲即《义勇军进行曲》。
&')"年田汉被捕后，去监狱探监
的同志辗转带出他在狱中写在香
烟盒包装纸背面的歌词，即《义勇
军进行曲》原始手稿。《风云儿女》
筹备期间，聂耳准备去日本避难，得
知电影《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
写，主动要求为歌曲谱曲。&')$年，
随着《风云儿女》公映，《义勇军进行
曲》引起强烈反响，成为流传极广的
抗战歌曲。抗日名将朱庆澜“九·一
八”事变后，联络各界人士，积极支
持抗战事业。&')"年，听闻电影《风
云儿女》拍摄，他欣然资助。由于电
影主题曲没有歌名，朱庆澜在“进行
曲”)个字前面加上了“义勇军”，从
而把该曲命名为“义勇军进行曲”。

展览由中国田汉基金会、田汉
研究会与上海图书馆共同主办。

!美术馆东街 !! 号"首发

! ! !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孙佳音）
复旦剧社根据钟扬教授事迹创作
的话剧《种子天堂》昨天入选第六
届中国校园戏剧节展演剧目。复旦
剧社的年轻人们说：“我们永远不
应与动人的故事分开”。
提到钟扬教授，听说过他事迹

的人，总会想到一个词———种子。
!#&(年 '月 !$日，复旦大学

研究生院院长、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钟扬，在前往内蒙古城川为民族地
区干部讲课的途中遭遇车祸，不幸
逝世。
从 !##&年起，钟扬教授在雪

域高原步履不停，走了 $#多万公
里，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 "###多
万颗种子，留下的“基因库“，是他
为人类植物学研究播下的种子。作
为一名援藏干部，钟扬教授带领西
藏大学拿到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培养出三位藏族博士，

为西藏大学建立起博士站点。钟扬
教授的少数民族学生，是他为少数
民族地区人才培养播下的种子。在
上海浦东临港，有一片独特的红树
苗圃，这一道海岸卫士，是钟扬教
授为上海这座城市当下与未来的
几代居民播下的种子。除了科研工
作，他的实验室一直对中小学生开
放，经常挤出时间办公益科普讲
座，是小朋友口中的“钟伯伯”，他
们一双双眼睛，因科学而泛起的好
奇之光，是钟扬教授为中国乃至人
类科学教育播下的种子。
复旦剧社排演了原创话剧《种

子天堂》献给钟扬教授。!#&*年 "

月 )日，《种子天堂》在重启的相辉
堂北堂首演。半年来，这部剧也将
“种子”传播到同济大学和中国科
技大学。&&月，他们又要把钟扬教
授的爱与信念，带到第六届中国校
园戏剧节。

原创话剧!种子天堂"

入围中国校园戏剧节

“文化先驱：田汉在
上海文献展”在上图开幕

!

!"#$年田汉在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时邀

请京剧老艺术家共商戏曲改革大事

不只是国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