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宏大时代
呼唤精品力作

文化体现着一座城市重要的
软实力。有品质的文化才能成为城
市进步、社会发展的基点，也是决
定个体的幸福指数，更影响着一座
城市、一个地方的发展水准的重要
推动力。
市政协委员、上海音乐学院副

院长王瑞认为，上海作为我国改革
开放排头兵和创新发展先行者，在
文艺原创精品的产出力与影响力等
方面还不够凸显。主要原因是在文
艺原创的投入和政策扶持、文艺原
创资源整合、文艺原创机制的系统
性构建、文艺创作人才培养等方面
存在进一步完善。何少华委员也认
为，目前上海缺乏与其地位相称的
标志性原创舞台剧精品力作，尤其
缺少可以长演不衰的舞台剧作品，
“上海专业剧场的演出市场，远没有
发挥出应有的创作孵化效应和经济
衍生效应。”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影视和文

学作品热衷于表现“富二代”的纸醉
金迷、“小资一族”的风花雪月，或者
编造三十年代十里洋场的“传奇”。
“捧一杯咖啡在落地窗前，懒洋洋地
看风景……我们不能陶醉于这样的
情调。艺术作品要写生活内在的苦辣
酸甜，写民族的精神需要、精神寻找、
精神出路，以及坚忍不拔的力量。”来
自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杨昕巍代表
说，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我们正处
于一个宏大的时代，这个时代需要伟
大的思想和伟大的作品。所以艺术家
的视野要有历史感，有命运感，具有
“长河落日”的气质，如果没有这样的
气魄，很难出大作品。此外还应注意
到，现在许多艺术作品缺乏大情感。
对于上海来说，这种大情感就是对黄
浦江的热爱，对江南水乡的热爱，对
中华民族土地的热爱！
国际电影节、国际电视节、国际

艺术节、上海之春音乐节、国际儿童
戏剧节、国际木偶节……正在建设
国际文化大都市的上海，文化艺术
方面的节庆活动已经十分丰富。“从
打响文化品牌的角度来看，还是要
多出一些本土的、经典的原创艺术
作品。”市人大代表、中福会儿童艺
术剧院院长蔡金萍表示，应当多创
作一些关注现实题材、体现海派风
格的好作品。比如，很多年前，上海
就有沪剧《鸡毛飞上天》这样表现教
育工作者的优秀作品，我们现在的
教育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发展，为什
么不能产生一部表现当今教师形象
的艺术作品？
陈飞华委员建议，上海作为中

国文化重镇，应当继续解放思想、大
胆探索，既要做好“码头”，让中外优

秀文艺作品在上海绽放光彩，更要
做好“源头”，使上海文艺工作者的
创作灵感源源不断，上海原创的优
秀作品喷涌而出。

文化高地
需要跨界型人才

近年来，上海不断推出支持文
化发展的新举措。上个月，上海出台
了“文创 !"条”，提出要把上海建设
成为全球影视创制中心、全球动漫
游戏原创中心，把上海打造成为亚
洲演艺之都，同时深化上海国际创
意设计高地建设，把上海建设成国
际设计之都、国际品牌之都、国际会
展之都和国际时尚之都。这大大提
振了文艺工作者和文化产业工作者
的信心。
“新时代要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就要有一些重量级的、行业龙头级
的文化企业、文化机构。”张鸣代表
说，文化事业的发展主要是靠人，除
了艺术家之外，还有很多文化创意
人才，其中包括导演、编剧、音乐、舞
美、灯光，还有一些跨界人士等。“我
们需要一批名家、大师，也需要一批
有朝气、有创新力的跨界型人物。”
张鸣表示，据了解，近年来，伴随着
各地对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不断提
升，全国兴起了剧院建设的热潮。在
上海，“环人民广场剧场群”、“徐汇
滨江创新创意剧场带”等一批新剧
场群落的建设和对外开放，正为申

城带来新的城市景观和文化场域。
不过，如何改变剧院人才软件不匹
配的窘境，有效提升上海乃至全国
剧院的整体经营管理水平，是一个
亟待解决的问题。
有委员提出，按照《上海市城市

总体规划（#"$%—&"'! 年）》，对标
卓越的全球城市，上海未来的文化
类从业人员将占就业总人口的
$"(左右，但现在缺口还很大。建议
从文化人才培养和文化师资引进等
方面破题推进。

!红色基因"

注入厚重底色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中国革命的摇篮，有着丰厚的历史
文化底蕴和红色文化资源。&)$%年
$*月 '$日上午，党的十九大闭幕
仅一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带领政治
局常委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和浙江
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
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
温入党誓词，宣示新一届党中央领
导集体的坚定政治信念。
不少代表委员都表示：从近代

史来看，上海不仅是一座经济、商业
城市，也是一座英雄的城市。这里不
仅拥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进
行革命斗争时所形成的人文景观，
如“一大”“二大”“四大”会址、“左
联”成立会址等；更有近代一切追求

进步的仁人志士留下的精神资源：
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等
在上海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和宣传，由陈望道翻译，陈独秀、
李汉俊校译的《共产党宣言》在沪
出版……据统计，上海有革命遗址
遗迹 +!%处，现存下来有遗迹可考
的 ,,*处。
“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

化是上海文化的三大特征。打响上
海文化品牌，宣传工作非常重要，
要有持续不断、深入人心的舆论宣
传氛围，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让文
化特色深入人心。”市政协委员、新
民晚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
朱国顺表示，特别是红色文化，这
是上海特别珍贵的文化特色，尤其
需要有持续深入的宣传。新民晚报
的“传承红色基因”报道，至今已连
续报道 !*多期，许多读者表示，先
辈们的事迹让他们深受感动，也让
他们更深入地了解了上海的红色
文化，希望媒体有更多更丰富的这
方面内容。这也充分说明，持续的
宣传与良好的传播氛围，是打响上
海文化品牌的重要一环，这是上海
媒体工作者需要不断努力的方向。
市政协委员、市作家协会党组

书记王伟建议，上海应对红色题材
的文艺创作进行系统规划，可以围
绕建党 $**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
组织和引导作家、文学工作者进行
创作，推动形成更多、更丰富文艺作
品，使之在上海文化平台的建设中

发挥积极的作用。

石库门建筑
应予活化保护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美术展、《从
石库门到天安门》诗歌朗诵会……近
来，上海的石库门这一建筑形态越
来越引起广泛关注。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
“切实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要“彰显
城市人文底蕴”。这些内容说出了代
表、委员们的心声。在沪全国政协委
员胡卫表示，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
江南文化经过这么多年的积淀和传
承，实际上也经历了一个融合的过
程，形成了上海特有的城市性格和
城市精神，这种城市性格和城市精
神，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我们海派
文化的硬环境。除了外滩的“万国建
筑博览会”外，最具历史文脉，最能
体现上海特色的建筑，就是石库门。
石库门是上海最有代表性的民

居建筑，将更多有价值的石库门建
筑保护起来，更让它们“活起来”，彰
显上海城市人文底蕴，甚至更进一
步推动石库门建筑申遗，这是不少
代表、委员的共同愿望。
民盟上海市委建议，将 &**!年

制定的《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区保
护规划》进行重新评估和修订。首先
要把对老城厢历史文化遗产的深入
挖掘和认识，进一步体现在《规划》
的遗产资源梳理和价值认定中。同
时，探索保护与更新的新模式和新
机制。通过寻找新动力、创新模式和
机制，形成新合力，走向利益共享，
从而在民生改善、历史保护和更新
活化方面拓展政策、实现法律和管
理创新。最终实现保护与利用的有
机结合，保护与提升地区功能和环
境品质的共赢。
市人大代表戚建豪表示，一些

老建筑因为居住条件差，原有居民
都搬出去了，即使对原建筑保护，也
仅仅是一个空建筑。一定要把老建
筑用起来，使它兼具观赏功能和使
用功能，这样才能保持活力。那么，
如何对石库门等老建筑进行活化保
护？戚建豪建议，在保护老建筑的过
程中，要花一些力气改善老建筑的
居住条件，就有机会吸引已经搬走
的居民再搬回来，吸引对生活品质
有要求的年轻一代住在这里，这样
就会让老建筑继续充满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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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如何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代表委员建言献策"""

让原创精品多起来
让“石库门”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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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昨天，市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进入“尾声”，但政协委员们参政议
政热情不减，抓紧点滴时间，讨论相关话题，积极建言献策。这不，小组
讨论休息时，大家还聚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继续发声。

本报记者 张龙 江跃中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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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品牌是一座城市的金
字招牌，承载着城市的精神品
格和理想追求，担当着为城市
塑形铸魂的责任，体现着城市
的吸引力、创造力、竞争力。同
样，文化底蕴、艺术品味和人文
情怀决定着一座城市的气质、
风格和温度。上海是一座有着
深厚文化传统的城市，今天，如
何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建设海
派文化高地，传承红色历史文
脉，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在今年
的上海两会，代表委员纷纷就
此建言献策。

本报记者 邵宁 方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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