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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家门口的
红色文化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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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和上海的
夏天一样，“阿拉”家门

口的红色文化活动最近很
“热”。从“演”出红色文艺感染力，

到“讲”出红色文化丰富性，再到“走”
出党史教育现场感，这些公共文化大
餐让市民大呼过瘾。

扬正气
家门口的好戏弘扬红色精神。
白玉兰剧场内潮水般的掌声，便

能证明近期连演四场的情景诗剧《追
寻———黄浦区红色遗迹巡礼》的受欢
迎程度。这部由黄浦区文化馆等推出
的原创作品，以史诗为载体，以情景再
现为手段，通过朗诵、音乐、舞蹈等形
式呈现黄浦深厚的红色历史底蕴、动人
的革命事迹。无论是《新青年》传播的火
种，还是中共一大会址不朽的灯光；无
论是渔阳里沸腾着的热血青年的激情，
还是黄浦剧场首次响起《义勇军进行
曲》的激昂，都传递着光荣与梦想。

在老西门街道龙门村居委会工作
的丁敏洁难忘剧中毛泽东在半淞园送别
留法学生的场景以及铁骨铮铮的革命烈
士俞秀松。她说，进步青年当年为了救国
而奋不顾身，在和平年代我们要传承好
这种“为百姓谋幸福”的精神追求。

接地气
身边的阅读空间“讲”着红色故事。
嘉定菊园·双创街的我嘉书房开

张第一天，党龄 !"年的汪绥芬特意来
这个家门口的 #" 小时公共阅读空间
“打打样”，在主打红色文化的书房内，
一本巴掌大小的口袋书《我的一生》引
起了她的注意。这本口袋书源自嘉定
菊园新区“党员真人书”项目，该项目
邀身边有作为、有影响力的党员口述
个人故事并与读者面对面地分享。
《我的一生》记录了菊园新区的 $%

岁的党员老妈妈顾静珠的事迹并配上
了多幅插画。她常年带着邻居编织毛
衣和数不清的五彩马桶圈，赠送给小
区里的孤老和群众。老人用 #&首原创
诗歌记录了自己的经历：前半生经历

了磨难：做童工、包办婚姻、丈
夫生病；后半生则收获了幸
福：子女事业有成，四代同堂。

汪绥芬读着特别有共鸣：
“老妈妈特别坚强，面对那么
多的坎坷，心态还是那么阳
光，也给自己的儿孙做了最好
的榜样，这就是我们党员身边
的楷模。”身为楼组长的汪绥
芬想把老妈妈的事迹分享给
自己的儿子媳妇和更多邻居看。
见她读得如此入迷，志愿者赶紧发

“广告”：书房将定期举办党员真人书活
动，欢迎参与；书房里专辟的红色主题
书籍和杂志区域，也让汪绥芬颇感兴
趣，她笑着说：“从家里走过来不超过 '

分钟，以后要多来读书。”

聚人气
红色文化街区办起了定向赛，影响

力与日俱增。
#()*平方公里的徐汇天平街道以

多处红色文化地标做文章，并通过 +'、
短视频等方式让革命遗址和文物史实
“活”起来。

从小到大都住在徐汇的 $,后韩琳
刚参加了一场由天平街道推出的“行走
中的党课”红色公益挑战赛。她和同龄
人在中共地下党秘密电台旧址中破译
了革命烈士李白曾发出的莫尔斯密码；
在田汉故居前高唱国歌并在老建筑中寻
找活动线索；在徐汇艺术馆（原鸿英图书
馆）换上“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服装，拍
摄创意视频并上传至朋友圈集赞……她
晒出的活动照片和视频引发同事的兴
趣。受此启发，她的单位正组织更多员工
参与新一轮的红色公益挑战赛。

此外，线上线下同时发布的《漫步
天平》地图也给市民自主设计红色游览
线路带来方便。如今，淮海中路、复兴中
路、岳阳路上总有亲子家庭或者中老年
人在微信公众号“天平家园”的指点下，
重温红色故事。手机上的一帧帧照片和
一道道选择题同样吸引着网友去探寻
那些红色文化地标的前世今生。

本报记者 肖茜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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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在共
享时代里，共享单车在中国遍地开
花，共享画廊又是怎样一种艺术新
玩法？日前，一项名为 -./0.的共
享画廊模式开始试水上海市场。画
廊主凡妮莎·卡洛斯 #,&)年在伦
敦创办的 -./0.，每到一处，都由
不同的本地画廊响应，继伦敦、纽
约、墨西哥城相继成功后，共享画
廊在上海落地。

$家沪上本地画廊联手 &!家
海外画廊，在上海西岸、1',、市中
心等多个艺术区域举办艺术展览，
响应“共享”这一游戏新规则。
“-./0.”之名取自“共治（-./!

0.23/42），本意是指空间多变的
小户型公寓，如今成为国际画廊之
间联手合作展览的新兴方式。从伦
敦移植到上海，本地的主办画廊将
其展览空间分享给访问画廊或共
同策展，共享画廊空间。画廊主们
认为，-./0.为画廊发展给出一种
更利于汇集资源、更具实验性的跨
地域展览方案。
主办方告诉记者，这类跨地域

的合作牵手，让来访的画廊有了落
地展示的空间，有了向上海观众展
示自我的机遇。对普通市民而言，
喜欢艺术的爱好者们可以在家门
口看到更多高质量的国际作品。

观众更有眼福看到国际新作

共享画廊新模式移植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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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取材自传统文化的《木兰》塑造了
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花木兰”，改
编自创世神话的《精卫填海》表现了人
类征服自然的渴望，还有巧妙运用明
暗变化带来时空酷炫感的《超级玩
家》……昨晚，为期两天的 #,&*“舞动
中国梦”少儿舞蹈展演在上海国际舞
蹈中心落幕，富有创意的少儿舞蹈作
品尽显童心童趣。

怪兽遇上!超级玩家"

滴滴哒滴哒滴，“超级玛丽”的游戏
音乐一响，人们的视线便被舞台上“机
器人”的酷炫太空舞牢牢黏住。来自上
海浦东新区新世界实验小学和时代艺
术进修学校的小演员们表演的《超级玩
家》，以类似“黑光剧”的手法将游戏中
攻打“大 5677”的情景再现舞台。
凭借舞衣上可随意操控明灭的小

灯泡，小“机器人”忽而现身、忽而隐
身，随着音乐节奏律动，走太空步、跳
霹雳舞，最后还同小怪兽“哥斯拉”展
开决斗，萌萌哒“哥斯拉”在甩出一枚
红色炮弹后乖乖缴械。整个作品不过
三四分钟，却将全场气氛点燃。

民族舞带上爵士风
让人骤然眼前一亮的，还有来自

上视小荧星文化艺术培训学校选送的
《木兰》。女英雄“花木兰”的出场，起初
不过是寻常的群舞画面，一群扎着两
个髻的邻家女孩在落英缤纷下浣纱，
岁月静好。可随着一纸“征兵令”，整个节目画风一转，娇弱女孩瞬间
化身不让须眉的女兵，一身鲜红戎装英姿飒爽，她们拿着长枪站立
山头，战旗迎风飘扬。最妙的是，舞风也随画风转，前一刻还是柔柔
民族舞，后一刻就带上了爵士风。“花木兰”横刀立马、威风赫赫的演
绎中，还注入了戏曲、武术等元素。孩子们的表现虽稚嫩，但极具精
气神的舞蹈却传递了来自传统文化的力量。

据悉，此次 #,&*“舞动中国梦”少儿舞蹈精品展演，$,余个申报
作品来自全市中、小学、青少年活动中心、少年宫、
民办少儿舞蹈艺术团，覆盖了芭蕾、民族、街舞等
各类舞种。展演由中国舞蹈家协会指导，上海
市舞蹈家协会和上海青少年活动中心手
拉手艺术团发起，联合全国 &!

个省市自治区舞蹈家协会共同
主办。 本报记者 朱渊

%&记 者

! ! !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

"红色基因#不但密集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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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开展了 &家门口的主

旋律# 红色文艺作品配送

展演' 虹口拟建上海红色

文化研究会! 汇聚专家学

者%民间团体等!推进红色

文化的大众化实践和现代

化转换' 青浦正策划将家

门口的红色文化资源与长

三角联动((不同的红色

文化活动呈现出相似的传

播方式)注重故事%多元互

动%借力互联网$ 由此!很

多乐在其中的市民感叹

道! 遍布城市的红色文化

更容易被看见了! 也更能

被记住了$ 肖茜颖

看得见
记得住

! 天平街道举办定向赛

图 +,

! 情景诗剧

# 追 寻$$$黄

浦区红色遗迹

巡礼%

祖忠人 摄

! 舞蹈

*木兰+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