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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婷） 作为两汉丝绸之

路的实时档案和原始记录， 悬泉汉简的全

面公布久为社会各界所期盼。 随着相关研

究、 整理工作的推进， 这批具有重大学术

价值的文献逐渐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记者

昨天从中西书局获悉， 在出土近 30 年后，

《悬泉汉简》 第一辑日前在沪出版。

据主持此项整理工作的甘肃简牍博物

馆研究员张德芳介绍 ， 中华文明流传赓

续， 简牍功不可没。 早期中国的历史文化

得以保存， 竹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和文字

载体承担了重要的历史重任。 西北地区是

秦皇汉武建立过文治武功的地方， 又是丝

绸之路和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 这一区域

出土的汉简文化 、 历史和学术价值都极

高。 此次出版的悬泉汉简， 是西北汉简的

大宗， 它们与居延简、 金关简、 地湾简等

共同构成了一座秦汉历史和丝绸之路文化

的资料宝库。

悬泉汉简， 出土自悬泉置遗址。 该遗

址发掘于 1990 至 1992 年 ， 曾被评为

1991 年和 “八五 ” 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

现之一， 2014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

布为世界文化遗产。 该遗址出土各类文物

七万余件， 其中出土汉简 3.5 万余枚， 有

字简 2.3 万枚， 经过整理编号者 1.8 万枚。

悬泉置遗址地处中西交通和丝绸之路

的大道上， 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

保存最为完好、 出土文物最多的我国汉晋

时期的邮驿机构。 因此， 悬泉汉简尤以邮

驿交通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资料见长， 是我

国两汉丝绸之路繁荣的历史见证， 是今人

研究丝绸之路和 “一带一路” 历史渊源的

第一手资料。 当时的道路交通、 路线走向、

沿途驿置、 城镇村落、 民族风情等， 以及

西域 30多个国家同中原王朝的来往， 西汉

王朝与中亚、 西亚、 南亚次大陆经济文化

交流， 都在悬泉汉简中有生动翔实的记载。

悬泉汉简中最早的纪年为汉武帝元鼎

六年 （公元前 111 年）， 最晚的纪年为东

汉安帝永初元年 （公元 107 年）， 前后跨

越 218 年。 其内容大致涉及这 218 年及其

前后若干年的历史史实 ， 包括政治 、 经

济、 军事、 文化、 民族、 社会以及边地风

情、 日常生活等， 或可补史籍之缺载， 或

可正史载之讹误， 将引领西北汉简研究进

入一个新阶段。

记者获悉， 悬泉汉简拟分八辑出版，

每辑收录原简约 2300 枚， 彩色图版和红

外图版同时呈现， 释文紧随其后， 末附简

牍形制尺寸表， 有助于研究者了解更为丰

富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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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上海芭蕾舞团将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献
演经典版 《天鹅湖》， 紧随其后的是成群 “天鹅 ” 结
队来沪 “过冬”， 据悉， 12 个海外芭团将于短短 40 多
天里在沪演出近 30 场 《天鹅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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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诞生地，

40位作家合写革命遗址的故事

打造红色文学创作传播高地，“红色足迹”第一辑《石库门里的红色秘密》发布

“在历史赋予上海的诸多色彩中，红色堪

称最为耀眼的代表色。 ”一年多来，上海文学

界投身“党的诞生地·上海革命遗址系列故事

创作项目”，最新成果“红色足迹”第一辑《石

库门里的红色秘密》昨天在沪发布，全书汇聚

40位作家的 78篇红色故事，第二辑创作动员

同步启动，在场作家表示：用文学的方式挖掘

书写革命遗址，串起红色基因图谱，既是当代

创作者的使命担当， 也有助于合力打造建党

故事、红色文学创作的传播高地。

上海革命遗址系列故事创作项目由中

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

究室、 上海市文化旅游局和上海市文物局

指导， 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办， 围绕中共革

命斗争历史轨迹创作约 400 篇故事 ， 项目

丛书预计 2021 年 7 月前出齐四辑， 迎接中

国共产党百年诞辰。

跋涉在历史河流 ， 打捞革
命遗址背后的细节

第一辑 《石库门里的红色秘密 》 由上

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书聚焦中共建党时

期和第一、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涵盖

党的建设、 武装斗争、 工农运动、 思想文

化运动、 妇女运动、 学生运动、 隐蔽战线

斗争等领域， 力求用一篇篇融合历史与现

实、 倾注感动与情怀的故事， 发掘中国共

产党的文化基因 、 精神灵魂和历史根脉 ，

让更多读者了解上海的荣光。

作为党诞生的 “产床” 与 “摇篮”， 上

海的城市血脉中流淌着红色基因， 中共一

大会址、 《新青年》 编辑部旧址、 龙华烈

士陵园 、 周恩来在沪早期革命活动旧址 、

张闻天故居……遍布全市的革命遗址背后

有哪些动人的历史细节？

“此次创作项目涉及的遗址 ， 有些人

们耳熟能详， 有的则可能鲜为人知， 但每

个题材都经历了重新采访、 研读新史料和

精心写作的过程。 其中不少地标很多人写

过， 再写应该有点新的发现、 新的视角。”

作家孙颙以他收入书中的文章 《不可思议

的跋涉———中共中央档案文献库的 “生死

时速”》 为例谈到， 当年两万余件绝密材料

屡次搬迁， 是怎么惊险躲过国民党特务和

日本侵略军的魔爪， 一次次在上海滩喧闹

的大街上实现来来回回的大转移？ 这背后

能挖出许多素材， 比如当年中共中央档案

文献库的管理者陈为人与妻子乔装成富商，

将文件保存在家中。 “有电视剧把搬运机

密材料拍成用黄包车背来背去， 这不太可

能， 那时连黄包车都没钱雇了。” 孙颙说，

“为了把文件从日统区转到安全地方， 共产

党人绞尽脑汁， 以挑担货郎走家串巷的方

式， 以破篮子、 面粉袋为工具， 甚至以偷

运粮米的 ‘跑单帮’ 形式， 蚂蚁搬家似地

把两万件文档偷运出了租界。”

“每个红色遗址都蕴含着值得后人传

诵久远的故事， 都充满着信念与执着 、 坚

韧与奋斗、 艰辛与牺牲。 作家有责任和义

务， 用文学的手法去发掘、 整理和写作这

些故事， 帮助读者感受红色文化。” 上海市

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王伟说， 作者通过实地

考察 、 专题采访 ， 并吸收学术研究成果 ，

尽可能进行再创造， 使故事读来真实生动。

可读性与严谨性间的分寸，

是青年作家绕不过去的挑战

除了孙颙、叶辛、叶永烈、赵丽宏等知名

作家领衔，此次创作吸引了多名 80 后、90 后

青年作家和网络作家加盟。 如何在严谨真实

的基础上创作出有别于史料的文学故事，其

间分寸的把握，是青年作家需直面的挑战。

“篇幅要求不长，但难度不小，本以为三

千字一两天就能完成， 但硬生生推敲打磨了

几个月，最后压着交稿线，好不容易完工。 ”上

海网络作家协会会长刘炜（网名：血红）写的

革命地标是上海武装起义胜利后市民大集会

遗址，不同于编织天马行空的网络奇幻小说，

创作中他必须反复查阅资料， 直言写作过程

令他心生敬畏。 刘炜谈到，饮水思源，希望自

己用创作帮助更多人了解那个风云激荡的时

代，知道那段时光中发生过的故事。

青年作家王萌萌的《工运战鼓敲响的地

方》《烟尘难掩的赤诚与光华》分别聚焦中国

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陈列馆、 邓中夏故居，

“涉及 1920 年至 1925 年期间最早期工运

史，相对来说各方面资料较少，几位代表人

物牺牲早，甚至没有留下直系后代，感觉棘手

和迷茫，一时无从下手。 ”她多次向上海党史

办和总工会的工运史专家请教， 逐渐将目光

锁定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总干事李启汉和第二

任主任邓中夏这对工运战火中结下深厚情谊

的工运先驱身上， 从早期党史中寻找参照和

线索， 试着去把握那个年代青年人的精神风

貌，凸显纯粹赤诚的家国情怀。 “生动语言和

生活细节能让人物鲜活起来， 但我最大的困

惑来自于写作分寸的掌握， 一方面要有可读

性和文学性， 一方面需保证严谨和经得起考

证， 如果再有这样的机会， 我想要寻找到更

合适的突破点， 让叙述更有看点和色彩。”

当红指挥尼尔森斯将率
波士顿交响乐团亮相

东艺推出55台70场贺岁演出

连续举办 13 年的东方艺术中心 “辞旧迎新” 系列演

出， 已逐渐成为申城市民在岁末年初享受艺术的一种选

择。 今天起至明年 2 月 16 日的两个多月时间里， 东艺推

出 55 台 70 场贺岁演出， 涵盖交响、 舞蹈、 音乐剧、 民乐

等多个艺术门类。 其中， 2020 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指挥

安德里斯·尼尔森斯， 也将率波士顿交响乐团在春节后登

台东艺。

当红指挥尼尔森斯是东艺的老友， 继携手维也纳爱乐

乐团、 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后， 明年的演出将是他连

续第三年亮相东艺演出季。 届时上海的乐迷 “足不出沪”，

就能一睹这位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指挥的风采。 尼尔森斯将

与波士顿交响乐团奉上更为多元的音乐画卷———包括德沃

夏克、 巴托克、 巴伯的作品， 以及乐团 40 年前首次访问

中国时演出的拉威尔 《达芙妮与克罗埃》 第二组曲。 业界

公认最杰出钢琴大师之一的布朗夫曼亦将加盟这场音乐

会 ， 带来莫扎特的 《第二十四钢琴协奏曲》 和贝多芬的

《第四钢琴协奏曲》。

除了尼尔森斯执棒的交响音乐会， 高人气的合唱团体

也将走上东艺的舞台。 明年 1 月 19 日至 20 日， 彩虹室内

合唱团将在东艺带来金承志的第一部合唱套曲 《泽雅集》

和最新创作出的合唱套曲 《星河旅馆》 等作品。 上海彩虹

室内合唱团曾创作出了 《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

里了》 《感觉身体被掏空》 《春节自救指南》 等点击近

10 亿次的 “神曲”。 今年 12 月 21 日， 东艺童声合唱团将

为观众带来一整套节日气氛浓厚的曲目， 如 《圣诞祝福》

《节日礼赞》 《纵声欢歌》 等。

12 月 24 日， 从传唱百年的经典到耳熟能详的电影音

乐， 管风琴和大提琴交相和鸣， 只为打造一个难忘的浓情

夜晚。 当晚， 大提琴家陈卫平与德国管风琴家托斯滕·梅

德， 将携手上海三泽乐团演出巴赫的大提琴组曲、 托卡塔

与赋格、 康塔塔等巴洛克时期的音乐， 以及极具现代元素

的 《爱乐之城》 《星际穿越》 《音乐之声》 《寻梦环游

记》 等多部电影主题曲改编版。

2019 年的最后一天 ， 布达佩斯爱乐乐团将登上东

艺舞台用音乐敲响新年钟声 。 第二天 ， 被誉为 “古典

音乐皇冠上珍珠 ” 的柏林交响乐团 ， 将献上 2020 新

年音乐会 。 在乐团首席指挥里奥·夏巴多的带领下 ，

柏林交响乐团将为沪上观众奏响约翰·施特劳斯圆舞

曲和波尔卡新年音乐会特色曲目及贝多芬 《第七交响

曲 》、 莫扎特 《魔笛序曲 》， 以及极富中国特色的民歌

《龙船调 》。

明年 1 月 1 日晚， 男高音魏松将携手旅欧男高音石倚

洁， 以及上海歌剧院独唱演员、 男高音韩蓬与于浩磊， 在

新年第一天带来重量级的美声盛宴。 男中音、 歌剧表演艺

术家孙砾也将作为嘉宾加盟这场演出。 届时， 威尔第、 普

契尼、 罗西尼等歌剧巨匠作品中的经典唱段， 以及 《大江

东去》 《我爱你中国》 《在那遥远的地方》 等中国艺术歌

曲与民歌将一一唱响。

文化

■ 第一辑《石库门里的红
色秘密》 聚焦中共建党时期和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涵盖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工农
运动、 思想文化运动、 妇女运
动、学生运动、隐蔽战线斗争等
领域， 力求用一篇篇融合历史
与现实、 倾注感动与情怀的故
事， 发掘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基
因、精神灵魂和历史根脉，让更
多读者了解上海的荣光

■本报记者 许旸

荨“红色足迹”第一辑《石库门里

的红色秘密》书影。 （出版方供图）

13个芭团集结上海演出30场《天鹅湖》
上海芭蕾舞团今献演经典版《天鹅湖》，明年将赴美开启巡演

如果说有哪台芭蕾舞剧能让观众百看

不厌 ， 那 《天鹅湖 》 必然占据一席之位 。

岁末年初是当之无愧的 “天鹅季”， 全球芭

团都会集中上演这个重磅舞剧 ， 而上海是

众多舞团巡演不可缺少的一站 。 今天 ， 上

海芭蕾舞团将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率先献

演经典版 《天鹅湖 》， 紧随其后的是成群

“天鹅 ” 结队来沪 “过冬 ”， 记者获悉 ， 12

个海外芭团将于短短 40 多天里在沪演出近

30 场 《天鹅湖》。

此次上演的 《天鹅湖》 不仅是上芭建团

40 周年的纪念演出之一， 也是即将开启的

美国巡演的预演。 上芭将于明年 1 月 17 日

至 19 日登陆林肯艺术中心大卫·寇克剧院，

在纽约城为观众献上四场经典版 《天鹅

湖 》。 来自美国芭蕾舞剧院的指挥查尔斯·

巴克将执棒纽约城市芭蕾舞团交响乐团为

演出伴奏。

上芭版 《天鹅湖》 首演于 2015 年， 由

英国著名编舞德里克·迪恩担任编导， 至今

在海外已巡演超过百场 。 该剧最令人惊艳

的无疑是由 48 只洁白天鹅组成的 “天鹅海

洋”， 每当天鹅们在舞台上移动变化出或简

或繁的优美队形时 ， 总能引起台下观众不

约而同的惊叹声与雷鸣般的掌声 。 据悉 ，

在美国纽约的演出， 上芭首席明星吴虎生、

主要演员戚冰雪将饰演 《天鹅湖 》 齐格弗

里德王子和黑白天鹅 ； 罗马尼亚国家芭蕾

舞团首席舞者戴维·特岑西米奇、 旧金山芭

蕾舞团首席舞者玛利亚·科切特科娃将担任

客席主演。

作为 19 世纪古典芭蕾的基石， 《天鹅

湖》 享有无可比拟的声望， 首演至今几乎世

界所有著名的芭蕾舞团、 芭蕾大师都推出各

自的版本。 今年已在上海登台的就有巴黎歌

剧院芭蕾舞团 1984 年创作的新版 、 马修·

伯恩颠覆性改编的男版 、 格鲁吉亚国家芭

蕾舞团经典版等。 格鲁吉亚国芭艺术总监，

有 “天鹅公主” 之称的芭蕾明星尼娜·安娜

尼娅什维丽告诉记者 ， 《天鹅湖 》 是芭蕾

中的王者 ， 它不仅有高难度的舞段 ， 也有

丰沛的情感表达 。 “最奇妙的是 ， 每个芭

蕾舞团排演的 《天鹅湖 》 都不尽相同 ， 甚

至每位女舞者演绎的黑白天鹅都有着自己

的个性 。 耳熟能详的故事和音乐 ， 却有着

千差万别的表演 ， 使得这台经典芭蕾舞剧

让人百看不厌。”

近期即将在沪登台献演 《天鹅湖 》 的

12 个海外芭团中， 不乏品质过硬的实力舞

团， 也有成立仅一年的年轻舞蹈团体。 舞剧

主演有不少来自马林斯基剧院芭蕾舞团的芭

蕾明星， 但圣彼得堡芭蕾舞团首席女伶伊莲

娜·歌勒妮高娃在 《天鹅湖》 中的表演尤为

精彩 ， 完美诠释了典雅白天鹅与邪恶黑天

鹅， 2005 年曾因此获得 “英国国家舞蹈奖”

最佳女舞者提名， 一度被称为 “俄罗斯第一

天鹅”。

在 “乱花渐欲迷人眼 ” 的众多 《天鹅

湖 》 中 ， 观众如何才能练就一双 “火眼金

睛”， 看出舞团表演的门道？ 专家建议， 可

以重点关注 “白天鹅大双人舞” “四小天鹅

舞” “天鹅大群舞” 等舞段， 观察舞者技巧

是否出色， 能否体现出极度轻盈和鸟类振翅

欲飞的姿态， 以及团队配合是否默契； 尤其

是第三幕黑天鹅独舞变奏中， 女舞者要一口

气做 32 个被称作 “挥鞭转” 的单足立地旋

转， 需要坚韧耐力和完美技巧， 成为衡量芭

蕾演员和舞团实力的试金石。

■本报记者 宣晶

■本报记者 姜方

▲圣彼得堡芭蕾舞团《天鹅湖》中黑天鹅形象。（均演出方供图）

▲茛上海芭蕾舞团演绎经典版《天鹅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