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六千年》生动讲述上海故事

利用活化上海市地方志资源，以通俗化方式
向大众普及上海发展历史和优秀文化

本报讯 （记者许旸） 以上海地方

志文献资料为基础、 以史实为支撑的

上海发展史普及读本 《上海六千年》，

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 8 月中旬推出 。

为了讲好发生在 6000 年历史长河 、

6000 平方公里地域的 “上海故事 ” ，

全书以将上海建设为卓越的全球城市

为切入点 ， 以上海历史演进和发展

为脉络 ， 突出体现红色文化 、 海派

文化 、 江南文化 ， 兼具权威性和可

读性 。

《上海六千年》 分为 《远古文明》

《千年之城》 《百年梦想》 三卷， 每册

篇幅约 15 万字， 总容量在 50 万字左

右。 全书讲上海发展的 “三部曲”： 上

海文明的起源， 即上海 6000 年的人类

生活史； 上海城市的形成 ，

即上海 1000 年的城市发展

史；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上海的成就和未

来愿景， 即到 21 世纪中叶

近 100 年上海社会主义建

设和改革开放史 。 作为上

海地方志普及读本系列重

要成果之一 ， 《上海六千

年》 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主编、 上海通志馆承编、 上

海教育发展基金会参与策

划和资助 ， 由华东师范大

学教授 、 上海市民俗学会

会长仲富兰编著。

全书充分发挥地方志 “存史、 育

人、 资政” 功能， 利用并活化地方志

资源， 穿插大量故事， 细节、 生动地

讲述上海故事、 彰显上海精神， 是反

映上海时代特点和地域特色， 开展乡

史乡情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的普及读

物。 这部主要面向中学生的课外普及

读本， 计划与沪上多所中学及校方图

书馆开展合作， 增强青少年对上海城

市发展的自豪感和责任感， 在年轻一

代群体中普及地方志知识。

据悉 ，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

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将陆续推出

《上海六千年 》 的小学生版 、 大学生

版以及普及版等 ， 计划在五年内出

版完成。

原创话剧《大清相国》再度开演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大型历史题材作品

本报讯 （记者童薇菁） 由上海话

剧艺术中心制作出品的大型历史原创

话剧 《大清相国》， 将从今晚起在美琪

大戏院再度开演。 自 2016 年首轮演出

以来， 该剧获得了业内外好评。

根据王跃文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

《大清相国》， 由编剧洪靖惠历时三年

打磨剧本， 中国国家话剧院副院长王

晓鹰担任导演。 它以陈廷敬参加科考、

入朝为官为起笔， 展现他一生跌宕起

伏的仕途中所坚守的道德、 公义和本

心。 作品在史实与艺术加工的平衡上，

基于 “大事不虚， 小事不拘” 的创作

原则， 塑造出一个独特的艺术形象。

导演王晓鹰认为， 历史题材创作

的时代背景、 历史事件、 人物命运等

都需要回到历史真实中去。 尽管故事

编排及细节是虚构的， 但关于历史的

思考视角必须是当代的。 这种当代思

考不是生硬地在舞台演绎当中呈现 ，

而是通过对人物的细致刻画渐渐渗透

推进。 话剧 《大清相国》 正是通过对

比的手法， 折射出陈廷敬这个人物的

可贵之处。

作为编剧的洪靖惠既写陈廷敬的

初心和理想 ， 也写他的孤独和无奈 ；

写他的无情， 也写他的有情。 剧中的

陈廷敬并非空中楼阁式的 “圣人” 形

象， 而是一个身处具体复杂的境遇以

自己的人格、 道德做出艰难选择的能

臣形象。

话剧 《大清相国》 汇聚了上海话

剧艺术中心老中青三代演员， 由白玉

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获得者田蕤领衔饰

演陈廷敬， 丁美婷饰演女主角赫舍里

月媛， 许圣楠、 张琦、 王俊东分别饰

演与陈廷敬一同赴考为官的张汧、 高

士奇和郑恒 。 此外 ， 张先衡 、 符冲 、

徐风、 贺坪、 刘炫锐等也有精彩演出。

本轮演出至 5 日结束。

■本报记者 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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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许旸 ） 2018 上

海书展暨 “书香中国” 上海周将于

8 月 15 日至 21 日举办 ， 主会场仍

设在上海展览中心， 同时在全市各

处设立 100 个分会场。 记者从昨天

举行的上海书展 100 家分会场暨

“迎进博会窗口优质服务” 动员大会

上获悉， 今年上海书展 100 家分会场中， 实体书店 78 家、

区级图书馆 16 家、 农家书屋 6 家， 进一步提升书香满城

的地域和人群覆盖面。

今年上海书展首次尝试网络售票， 8 月 1 日起， 除了

上海书城、 新华书店等主要线下网点开始售票 ， 读者也

可通过上海文化云 App 线上预订书展门票， 日场票 （09:

00-18:00） 10 元/人， 夜场票 （18:00-21:00） 5 元/人。

本次上海书展将利用图书馆、 实体书店、 社区文化中

心和农家书屋等公共阅读空间 ， 扩展书展分会场体系 ，

100 家分会场中， 78 家实体书店包括全市 16 个区的新华

书店 （上海书城）， 以及钟书阁、 大众书局、 博库书城、

西西弗、 衡山和集、 言几又、 现代书店、 思南书局、 作家

书店等， 将集中展示近年来本市实体书店行业回暖向好的

新态势。

作为上海 “促进全民阅读、 建设书香社会” 最重要的

标志性和示范性平台， 上海书展今年将继续携手各方， 在

全市范围内配送因书展而汇聚的阅读文化资源， 把高品

质图书和阅读活动送到更多市民的身边。 眼下， 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已进入倒计时 100 天。 100 家上海书展分会

场将加入 “迎进博会窗口优质服务” 行列， 同时纳入上海

市图书销售行业创建上海市 “文明行业” 的重点门店范

围。 上海书展组委会办公室将对 100 家分会场进行全程

跟进， 并将评选 20 家优秀分会场作为 “最美服务窗口”

进行表彰。

作为书展子品牌， 2018 年上海国际文学周活动场地

较往年略有变化， 增至六个场地， 分别位于建投书局、 思

南书局、 思南文学之家、 作家书店、 上海展览中心、 上海

图书馆， 将举办新书沙龙、 中外作家见面会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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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青春》：
在塞罕坝上筑出奇迹

讴歌塞罕坝几代造林人的电视剧在央视开播，90后演员诠释“拓荒青年”

三代人 ， 50 余年 ， 从一棵树到

一片林海， 塞罕坝的绿野奇迹， 正以

电视剧的方式为更多人了解。

昨晚， 《最美的青春》 在央视一

套开播， 讴歌塞罕坝几代造林人创造

的生态奇迹， 诠释 “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 该剧由郭靖宇

监制， 巨兴茂执导。

何谓 “最美”？ 那是电视剧开拍

前就明明白白写在真实世界的———以

滚烫的青春许国， 留卓绝的奋斗于土

地 ； 功成不必在我 ， 功成一定有

我———几代人伏冰卧雪的接力奋斗，

当然最美。

何谓“最美”？ 随着电视剧创作层

层推进，主创们还悟出更深的意涵。演

员奚望是剧中“拓荒青年”的扮演者之

一。 这名 90 后说：“越是走进角色，越

是感谢这次经历。作为年轻的从业者，

能在演艺生涯初期就遇到这样的作

品，是一名演员最美的青春。 ”

“看到剧中每一抹绿
色， 希望所有人记得他们”

北京向北 400 多公里， 河北省最

北端，一弯深深的绿色镶嵌于此，为京

津冀筑起一道防沙涵水的绿色长城。

这里如今是中国的一处绿色地标。

《最美的青春》 第一集， 身背一

架手风琴， 满怀憧憬的冯程在沙地里

向老乡询问： “请问塞罕坝怎么走？”

老乡答： “这里就是。” 年轻人有些

难以置信： “‘塞罕坝’ 是蒙汉合璧

语， 意为 ‘美丽的高岭’， 怎么会是

这里呢？” 开篇不到五分钟， 眼前的

一切戳破了他的浪漫想象： 路， 是深

一脚浅一脚的沙地； 风， 是从不讲人

情， 会将迎亲队伍埋在黄沙里的凶神

恶煞。

这些画面 ， 都存档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承德。 事实上， 承德在辽金时

期， 被称作 “千里松林”； 清朝， 这

里还曾设 “木兰围场”。 只因清廷的

荒唐开垦， 此地植被遭受破坏， 原始

森林荡然无存 。 1962 年 ， 我国决定

在此建造大型机械化林场， 电视剧便

以此为背景。

荧屏上， 369 人肩负使命豪迈上

坝。 他们来自全国 18 个省区市， 平均

年龄不到 24 岁， 约三分之一是刚走出

林业学校的大中专毕业生。 这些数据，

都与现实严丝合缝。 而 “献完青春献子

孙 ” 的造林者化身剧中的冯程 、 覃雪

梅、 赵天山等人， 将半个多世纪的艰苦

卓绝、 梦想年华， 带到观众面前。

“我们拍摄用了五个多月， 他们创

造奇迹却走过了 50 多年。” 监制郭靖宇

是土生土长的承德人。 从小听着塞罕坝

故事的他， 说得异常动容： “一部电视

剧无法穷尽所有的铁马冰河， 但仅仅是

艺术的浓缩， 已足够震撼。” 剧中的年

轻人们初上坝时心态并不一致： 有人带

着血勇响应国家号召 ， 有人是 “林二

代 ” 子承父业 ， 也有的是追随爱情而

来。 但正如他们的原型， 只要在塞罕坝

扎下来， 往往就是一生， 心甘情愿为青

山绿水付出一切。 剧中的造林事业历尽

艰难 ： 幼苗夭折 ， 雨凇灾害 ， 酷寒封

冻， 专家否决， 百年不遇的大旱……但

正如现实中所发生的， 即便打击连着打

击， 即便白发换了青丝， 但一代代 “塞

罕坝人” 终于把昔年飞鸟不栖的荒原变

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海。

故事里的冯程年龄跨度 20 岁到 75

岁。 古稀之年， 他再次上坝， 满目葱茏

投进眼底， “我们把最美的青春和炙热

的眼泪都留在了这里， 值得呀！” 冯程

的扮演者刘智扬说 ， 每当片花放到这

里， 自己都会热了眼眶： “那里的每一

棵树都是他们用汗水、 泪水甚至血水浇

灌的。 当观众看到剧中每一抹绿色， 希

望所有人记得他们。”

“拍摄的过程像取经，塞
罕坝精神就是‘真经’”

塞罕坝这个绿色地标的背后， 内涵

太过丰富： 拼搏的记忆， 集体和个体的

理想汇流， 一泓祖国大地浸润出的晶莹

热泪。 为这段当代奋斗史留下丰满而动

人的乐章， 是创作者回馈时代的一种自

觉。 在采访中， “责任感” “使命感”

是所有人都提及的关键词。

162 天的拍摄时间 ， 剧组辗转北

京、 天津、 杭州、 承德塞罕坝、 内蒙古

乌拉盖、 多伦、 克什克腾旗、 乌丹八地

取景。 他们深入过真正的沙漠、雪地，也

经历了高原、风沙、暴雪、极寒等恶劣环

境的考验。为了真实再现 50 多年前大规

模机械造林的场景， 剧组找到几位老机

械师，重新制作了四台植苗机用于拍摄。

不怕“折腾”，是因为郭靖宇执著于真实。

他相信， 唯有真才能激发演员最天然的

反应， 唯有最真的表演才能从荧屏走进

人心，“为塞罕坝精神作传， 是时代给予

创作者的重托，我们必须对得起 50 多年

来塞罕坝的建设者们”。

环境的挑战让年轻演员们受益匪

浅 ， 人物的精神世界更撼动着这批 90

后的内心。 以冯程为例， 他原以为塞罕

坝是世外桃源 ， 迎接他的却是一片荒

芜。 女友悄悄离开， 他该何去何从？ 身

边的 “伙伴” 只有一条捡来的野狗 “星

期六”， 他该怎样守住寂寞？ 而当林场

正式建立、 自己的造林理念与覃雪梅等

伙伴发生冲突时， 他又该如何把 “一个

人的事业 ” 真正视作 “国家的生态建

设”？ 剧中人有困惑， 年轻演员们也随

之一步步思考。

身与心的双重磨练， 让剧组的年轻

人发此感慨： “拍摄的过程像取经， 塞

罕坝精神就是 ‘真经’。”

都说影视圈是距离名利场最近的地

方， 那么在个人演艺生涯的开端拥有一

份塞罕坝上的记忆，弥足珍贵。 “牢记使

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

不是空洞的口号， 而是会真真切切影响

和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对造林人如此，对

年轻演员或许也一样。

文化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为军旅题材提供多种文学书写可能

刚出炉的第八期《人民文学》杂志推出军旅题材专号，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
走过的巍巍征程、日新月异的军队建设和部队生活———

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的伟大征程，

呼唤高质量的军旅文学作品。 昨天新

鲜出炉的第八期 《人民文学》 杂志，

几乎以一整本刊物的容量发表军旅题

材作品， 囊括了纪实类散文、 中短篇

小说、 戏曲剧本、 诗歌等多种体裁，

丰富呈现当代军旅文学光谱， 也令读

者一窥中青年军旅作家的整体实力和

精神气象。

中国人民解放军走过的巍巍征

程，日新月异的军队建设和部队生活，

为军旅文学的审美表达提供了丰富题

材和艺术探索的各种可能性。《人民文

学》主编、评论家施战军告诉记者，从

2014 年开始，每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

军纪念日，《人民文学》 就策划推出军

旅文学专号，连续做了五年，引起了文

学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

彭荆风生前发表的最
后一篇散文 ， 追忆澜沧江
南岸剿匪经历

本期 《人民文学 》 军旅文学专

号， 刊发了前不久去世的著名云南军

旅作家彭荆风生前最后一篇散文作品

《在澜沧江南岸》。 作者在文中回眸军

旅往事，追忆了自己 1952 年从昆明到

西双版纳， 随部队在澜沧江南岸大黑

山拉祜族地区剿匪的经历。 大量鲜活

饱满的细节，读来惊心动魄。

上世纪 50 年代的澜沧是不少人

眼中的蛮荒之地， 一些公路还在勘测

和修建中， 一条步行小道蜿蜒在莽莽

群山间， 但彭荆风和军人们没有向困

难低头，翻山越岭、晓行夜宿走了整整

十天，才到达三十九师驻地普洱。即便

这样路途颠簸， 一本精装的西蒙诺夫

小说《日日夜夜》和两个笔记本，是彭

荆风怎么也“舍不得丢掉的”。

彭荆风后来根据这段剿匪和发动

群众的经历，先后写了《拉祜小民兵》

《当芦笙吹响的时候》等小说，后者还

改编成电影《芦笙恋歌》。“只可惜我那时

候文学功力还差， 又受了当时文学界许

多框框套套的制约， 不敢大胆发挥想象

力， 并细致观察生活摄取素材予以巧妙

的构思， 以致许多生活感受如火花片羽

般一瞬而逝，再回头已难以寻觅。 ”散文

结尾，彭荆风不无遗憾地总结创作得失。

明年是方志敏同志诞辰 120 周年，

本期 《人民文学》 军旅文学专号头条刊

发了步川、 李蓬荻的革命历史题材现代

戏剧本 《方志敏》， 以方志敏烈士家乡

戏弋阳高腔的方式， 展现了老一辈革命

家的理想、 信念、 担当。 时任北上抗日

先遣队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 在牢

狱里有一段铿锵唱词 ： “敌人摆下的

路： 或苟活， 或死亡。 布尔塞维克的战

士， 决不能抛弃信仰， 跳入秽臭的污水

塘。 不能和敌人做一伙， 让无辜的百姓

遭殃……” 读毕感人至深。

为“凡人英雄”立传，当代
军旅文学长廊增添动人形象

本期 《人民文学》 军旅文学专号推

出多部中短篇小说， 抵近改革强军大潮

下的军旅生活现场， 表现了当下空军、

陆军、 海军等各兵种普通官兵的精神风

貌和心路历程， 尝试为 “凡人英雄” 立

传， 以文学的笔触凸显人民子弟兵的爱

国情怀 、 英雄气概以及他们的欢乐忧

伤， 一批 “有灵魂、 有本事、 有血性、

有品德” 的革命军人形象跃然纸上。

无论是王凯的中篇 《楼顶上的下

士》 所塑造的责任心强、 性格可爱的指

导员， 还是言九鼎小说 《弹壳落地》 中

所描绘的部队官兵转业、 随军家属就业

等日常生活， 无不将文学目光聚焦于为

祖国为人民奉献青春的普通官兵， 构筑

起人物的情感张力， 以独特审美视角观

照当代军人的工作生活状态， 为和平时

期的军旅文学写作开拓了创作资源。

这些作品在小说叙事手法上也力求

多元化， 尝试艺术探索的各种可能性。

比如李潇潇的小说 《一艘军舰的意识》，

对行驶在大海上的军舰做了寓言化的艺

术处理，抒情浪漫色彩呼之欲出。杜光辉

的小说《风雪高原》逼真还原了老军人在

过往年代驻扎边疆的图景， 文风扎实不

炫技，惊心动魄都潜藏在平凡处。文清丽

的短篇小说《兵家列传》于家长里短中展

现军人丰满的家庭关系，十分接地气。

不难发现， 这批书写部队官兵在强

军路上的梦想与豪情的文学作品， 也不

回避军人作为普通人所面临的各种世俗

困惑与两难抉择。 恰如老一辈著名军旅

作家徐怀中所说的：“军事文学要写英雄

豪情，也要写人之常情，还要写在特殊环

境下人性的特殊表现。 战争文学当然要

写金戈铁马，要写血与火的考验，但不能

一味局限于此沦为套路， 如果一部战争

题材的小说，缺失了人之常情，很难深入

下去。 ”

24页诗歌专辑发掘基层声
音，有激昂脉动也有铁汉柔情

本期 《人民文学》 军旅文学专号还

有一大亮点， 拿出 24 个页码给了诗歌。

这些作品大多来自 《人民文学》 与 《解

放军报》 《解放军文艺》 在今年上半年

发起的面向现役基层官兵的军旅诗歌征

文活动， 诗作中既有强军热血的激昂脉

动， 强军思绪的深沉潮涌， 强军实践的

坚实足音， 也流淌着铁汉柔情。

在施战军看来， 诗歌专辑发掘了来

自部队一线基层的声音， 对军队的历史

和当下作了较为深入的观察思考， 为新

时代军事题材诗歌写作提供了新路径。

比如 《站军姿的艺术家》 诗歌中写道：

人们并不了解 /军姿中每一位战士都是

艺术家/当秒针嘀嗒， 时间越走越慢/疼

痛和沉重全方位袭来 /眨眼间就会引发

一次肉身的沸腾/而实际上，整支队伍一

直纹丝不动 /身体与大脑维持着精妙的

平衡……又如 《训练场边的栀子花》 吟

道： 除了啜饮阳光和露水/这些栀子花，

还被硝烟熏陶/因而比别处的花儿更鲜

艳、 更茁壮/调皮起来更调皮 ， 安静下

来更安静 /能听得懂呐喊 、 番号和军歌

嘹亮……

这些诗歌以军营生活中的常见意象

为艺术元素，用拟人化修辞、多帧画面的

移动与定格， 在对军人终极价值的追寻

探求中，让跨越庸常后升华的浓浓诗意，

展现出当代军人的责任和使命。

林业大学毕业生覃雪梅来到塞罕坝的几十年，她热血过、沮丧过，也犹豫过，最终成为坚定的林业战士。 图为该剧剧照。

上海发展史普及读本《上海六千年》即将由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上海地方志办公室供图）

话剧《大清相国》传递了一种理想之美、信仰之美。 （资料照片）

■ 2014年开始， 每逢中国

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 《人

民文学》 就策划推出军旅文学

专号， 连续做了五年， 引起了

文学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

■ 新鲜出炉的第八期 《人

民文学》 杂志， 囊括了纪实类

散文 、 中短篇小说 、 戏曲剧

本、 诗歌等多种体裁， 丰富呈

现当代军旅文学光谱， 令读者

一窥中青年军旅作家的整体实

力和精神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