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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婷）2020年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小康”

这个词从哪里来？ 昨天，在傅雷图书

馆举行的 2020 上海市民文化节“全

面奔小康” 知识大赛启动仪式上，中

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曾峻带来的

“小康的由来与未来” 专题讲座给出

答案：在两三千年前，我国最早的诗

歌总集《诗经》中就出现了小康这个

词：“原文是这么说的： 民亦劳止，汔

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在汉代《礼记》中，亦出现小康

一词，在这里，儒家把最理想的境界

叫大同， 比这个状态稍微弱一点的

称为小康。曾峻认为：“这说明，追求

小康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一

个伟大梦想。 ”

1979 年，邓小平同志首次提出

了“小康之家”的概念。“小康”，这一

古老而美好的概念， 从此被创造性

地用来诠释中国现代化发展坐标上

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小康”，这一

中国人民日益耳熟能详的时代词

语，以它特有的吸引力，激励与召唤

着一个时代的进取精神， 推动着中

国大步迈向未来。

为了让广大上海市民更好地回

望这段走向小康生活的不平凡之

路，砥砺新时代、奋进再出发，昨天，

2020 上海市民文化节 “全面奔小

康”知识大赛正式启动。 据介绍，本

次大赛的线上答题常规赛将从 6 月

延续至 8 月，分三个阶段陆续展开，

分别对应国富民强篇、品质生活篇

和山清水秀篇，分阶段呈现小康的

五位一体建设。 每阶段共约 150 道

题库供市民学习，每次答题将从题

库中随机抽取 8 题。 第一阶段国富

民强篇题库已公布， 着重于我国及

上海的政治经济建设成就。其中，不

仅有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的历史、目

标及现状，连近期的《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的中国行动》 也已列入题库 ，

带领上海市民回忆上海在奔小康

的路途中所取得的成就和每一个

里程碑事件。 比如，1951 年，新中国

兴建的第一个人民新村———曹杨新

村 ；1978 年 2 月 ， “上海照相机总

厂” 成立；1990 年党中央国务院正

式宣布浦东开发；1995 年地铁 1 号

线正式通车……“通过学习和答题，

大家将了解一个经济更加发展、民

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

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

加殷实、 环境生态更加友好的全面

小康社会，以身为中国人、身为上海

人而自豪。 ”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透

露，最终，累计三阶段得分，将产生

“小康知识达人”和各区（街镇）得分

榜单。

本次大赛首场巡展活动同期举

行， 大赛的题目知识点结合不同年

代的珍贵新闻摄影作品展出， 引来

许多人驻足观看。据悉，这些展板将

会在全市多个社区展出， 未来还会

推出全市社区 PK 赛， 社区小康报

告展示等一系列活动， 让全社会都

来感受全面奔小康的振奋和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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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铜活字版展出

现场了解中文译本被印刷出来的点滴故事

本报讯 （记者汪荔诚） 《共产党宣言》的中文

译本是如何被印出来的？活字生香———《共产党宣

言》铜活字版特展暨纪念建党 99 周年七一特别活

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答案在展览上一一揭晓。

此次展览分别由主题特展区、 活字之源、 活

字之体、 活字之魅、 活字互动等几个展区组成。

展陈之一就是 《共产党宣言》 铜活字版。 观众可

以在现场了解到 《共产党宣言》 的中文译本被印

刷出来的点滴故事———1920 年 2 月 ， 上海 《星

期评论》 周刊特邀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陈望道翻译

《共产党宣言》， 并准备将中文全译本刊登在该刊

物上。 于是，陈望道依据戴季陶提供的日文本，并

参考陈独秀取自北大图书馆的英文本， 在家乡义

乌的柴房里，凭借一盏油灯、一块铺板、两条长凳，

借助《日汉辞典》《英汉辞典》，夜以继日地翻译。

当陈望道翻译好这部作品的时候， 《星期评

论》 因故被迫停刊。 这时， 中共上海发起组刚刚

建立，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量后，

决定以 “社会主义研究社 ” 的名义秘密出版此

书。 于是， 陈独秀在辣斐德路成裕里租下一间房

子， 建立了 “又新印刷所”， 印刷了 《共产党宣

言》 首个中文全译本 。 当年 8 月 ， 《共产党宣

言》 初版印刷 1000 册， 很快售罄。 这本书比如

今市面上的小三十二开本小一些， 红色封面上是

马克思半身坐像。 借着 《共产党宣言》 的火爆销

售， 又新印刷所印刷了 《马克思资本论入门》 等

一批革命书籍， 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传

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本次展览还展出了 《毛泽东选集》、 马克思

文献珍藏等书籍以及多本 “四史” 教育书籍， 如

《新中国 70 年》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中华

人民共和国简史》 等。

上海还是中国当代汉字印刷字体的发源地。

2009 年，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申报的“汉字印刷

字体书写技艺”项目，被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名录。本次展览中，展出了各种历史趣味字

帖，让参观者可以通过极具现代美感的展览设计，

直观了解活字的刻字、修字、选字、排字、印刷等工

艺步骤。展览活字互动区现场设有铅活字拓印、雕

版印刷、丝网印制等古老印刷技艺的体验，让观众

在沉浸式的体验中感知感悟中国文化。

本次活动由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 中共

上海印刷 （集团） 有限公司委员会、 沪东新村街

道党工委主办， 上海映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沪

东街道总工会承办， 沪东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上

海印刷技术研究所、 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 上海

市字模一厂协办 ， 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

（文广局） 指导。

李佳琦许魏洲等为上海红色文化“带货”

青春追梦，开启上海红色地标打卡之旅

本报讯 （记者李婷） 7 月 1 日， 在中共上

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 “海上文创” 联合东

方网娱乐推出 “追梦者” 七一特别活动， 邀请

淘宝主播李佳琦、 青年演员许魏洲、 奥运冠军

吴敏霞 、 航天大国工匠王曙群 、 “火线入党 ”

的上海市援鄂医疗队队员等， 共同开启上海红

色地标打卡之旅。

此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是嘉宾阵容，他们都与

上海有着深厚的渊源。 比如，作为一个在上海工

作和生活了四年的新上海人，上海是李佳琦“梦

开始的地方”，见证了他人生中的重要改变。许魏

洲是影视音乐双栖发展的全能艺人，在上海出生

成长的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梦想，是一个敢想

敢做的追梦少年。 吴敏霞是跳水奥运冠军，这位

冠军现在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上海团市委兼

职副书记。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小囡，她的

人生重要记忆几乎都与上海这座城有关。王曙群

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特级技师，16 年坚守缔造

“太空之吻”，脚踏实地，以匠人之心铸航天重器。

作为上海市总工会兼职副主席，他全心全意为上

海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目前，普遍流行的直播，大多是在固定的直

播间里。此次“追梦者”七一特别活动把直播现场

搬到了室外， “追梦” 嘉宾团将历经重重关卡，

揭开鲜为人知的红色历史。 比如， 中共一大为

何在石库门的弄堂里召开？ 兴业路 76 号的建筑

又隐藏了什么故事？ 一大会议的十多天后， 一

个组织成立了 ， 它是什么 ， 起着怎样的作用 ？

党的历史上最早培养青年后备力量的场所在哪

里……最终， “追梦” 嘉宾团将抵达 “上海之

巅”， 在全上海最高的直播间开启终极挑战并为

上海红色文创 “带货”。

“追梦者” 们力荐的这些红色文创独具匠

心， 让人们在日常使用中感知红色文化的魅力。

以一款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立体模型便签为例，

层层纸雕精确叠摞， 一大会址纪念馆鲜活跃然

纸上， 不仅能够用来留言记事， 也是书房案头

的艺术陈设和陪伴阅读的文化书签， 充满文化

内涵与艺术趣味。 大国重器 “五色绣团圆” 骨

瓷碗碟， 五种颜色的碗碟分别代表上海航天弹、

箭、 星、 船、 器五个不同领域， 含有 “五色绣

团圆” 的美好寓意。 特制版铅笔套装由文具界

老字号 “中华牌” 出品， 封面写着： 人生第一

笔， 不忘初 “芯 ”。 新青年系列纯棉 T 恤 ， 设

计灵感来源于百年前陈独秀在上海创立的 《新

青年》 杂志， 所有文字和图案设计均取自原版

杂志， 拥有极高的辨识度 。 劳动系列搪瓷杯 ，

中国红与工装蓝的碰撞， 复古、 新潮。

由上海歌剧院全新修改的原创歌剧 《晨钟》 昨晚于上海大剧院试演。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潮流文创，让红色文化入脑入心
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如何有效转化为红色文创产业优势？上海作出有益探索———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 是

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 有着

丰厚的红色资源。 据统计， 全市保存

完好的革命遗迹多达 440 处 ， 仅中共

一大会址纪念馆的藏品就多达 10 万余

件。 如何盘活这些资源， 将其有效转

化为红色文创产业优势， 让红色基因

根植市民心中？

为充分挖掘红色文化、推动红色主

题产业融合、传播红色精神，在建党 99

周年之际，第一届上海红色文化创意大

赛颁奖暨第二届上海红色文化创意大

赛启动活动昨天在东方网举行。 现场，

初心锁、“红色之旅”桌游、陈云故里—

百年玉兰灯具……一件件贴近年轻人

审美、潮味十足的文创新品令人眼前一

亮，让红色文化入脑入心。

兼顾时尚性和实用
性 ， 在日常生活中铭记
红色精神

第一届上海红色文化创意大赛于

2019 年 10 月正式启动。 该大赛由中共

上海市委宣传部、市教委、市文化和旅

游局联合主办，东方网、长宁区文化和

旅游局承办， 全市 32 家红色文化场馆

协办。大赛自启动后受到社会各界的热

烈响应，高校师生、企业设计师、各类设

计爱好者踊跃参与， 共收到参赛作品

656 件。 经过组委会初评，部分作品在

网上进行了展示。 除了市民评议外，主

办方还邀请业内资深专家组成评审团，

对入围作品进行评审，从作品的创意设

计、美观完整性、主题性、市场性等方面

综合评分。 最终评选出一等奖 3 名、二

等奖 5 名、三等奖 10 名、入围奖 20 名，

涵盖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陈云纪念

馆、宋庆龄故居等沪上知名红色文化场

馆的标志性元素。

记者昨天在获奖作品成果展上看

到 ， 这些作品兼顾时尚性和实用性 ，

备受年轻人尤其是青少年的喜爱 。 以

获得一等奖的三件作品为例， 初心锁

是石库门建筑门框外形， 在方寸间浓

缩了中共一大、 二大、 四大历史 ， 开

锁密码为每次会议召开的时间， 时刻

提醒人们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砥砺

前行。 “固以树德” 茶水分离保温杯

灵感来源于一大会议期间桌面上的茶

水杯壶， 以复古饱和的配色搭配现代

简约插画展现建党后的美好生活 。

“回忆革命之路” 系列文创产品则选用

多个红色旅游景点， 结合上海特色门

牌路标元素 ， 具象化推广革命经典 。

此外， “红色之旅” 桌游、 “不忘初

心” 魔方 、 启航———文具衍生系列设

计、 “荏苒” 沙漏等， 都让人们在玩

乐、 学习中铭记红色精神。

打通线上平台 ， 文
化赋能新零售

挖掘新的消费潜力 ， 7 月 1 日策

划推出的 “追梦者” 红色文创七一网

上直播活动， 将邀请新时代青年代表、

红色场馆代表共同讲述上海红色文创

故事， 让人们在红色文化中汲取营养

和正能量的同时， 积极探索红色文化

传承与产业发展的共融点。

同时， 在昨天的颁奖活动现场，一

场“文化赋能新零售”签约仪式，开启了

海上文创与阿里巴巴本地生活旗下饿

了么、口碑平台的深度合作。 作为文化

文博 IP 交易服务平台的海上文创 ，将

持续提供各类文化文博 IP；阿里巴巴本

地生活旗下饿了么、口碑平台则利用阿

里生态优势， 将 IP 元素与消费产品结

合， 联动本地生活商户进行独家发布。

这一尝试拓展了红色文创消费场景，让

红色文化融入日常生活，用温暖且“接

地气”的方式传播文化、焕发 IP 活力之

余，为品牌持续赋能。

为进一步发掘红色文化的内涵，迎

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昨天，第

二届上海红色文化创意大赛同时启动。

该大赛由市委宣传部、 市委党史研究

室、市教委、市文化旅游局、市国资委、

团市委、市文联联合主办，东方网承办，

本市相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协办。

与第一届相比， 今年的大赛除了

新加入了红色文化旅游线路设计外 ，

组委会还将为参赛者提供包括红色文

化云培训在内的一系列红色主题培训

活动， 海上文创线上线下平台也将为

大赛提供多方位的支持， 齐心协力打

响上海红色文化品牌。

制图： 李洁

申城舞台以“红色题材”向英雄致敬！

一部部“上海出品”近期集中上演，沪上文艺院团“锤炼”创作献礼“七一”

“播火者把光明撒遍大地， 丹柯的心化作晨

钟；播火者把光明撒遍大地，启明的星，用他的闪

烁呼唤阳光！ ”昨晚，上海歌剧院全新改版的歌剧

《晨钟》在上海大剧院试演，尾声充满感染力的合

唱，让只坐着 30%观众的剧场为之沸腾。 导演熊

源伟说：“这一次，我们要把‘晨钟’敲得更响，为百

年来不忘初心、浴血奋斗、艰苦开拓的中国共产党

人讴歌！ ”

近日来， 上海文艺院团以一部部红色题材精

品闪耀舞台。 《永不消逝的电波》《白毛女》《晨钟》

《一号机密》等“上海出品”近期集中亮相，不仅为

复工复演后的沪上演出市场注入“强心剂”，也用

舞台上血肉丰满、感人至深的英雄群像向“七一”

献礼。

在疫情中打磨和提升作品 ，

让英雄形象更加鲜活感人

作为上海歌剧院复工以后对外公开演出的第

一部歌剧，今晚全新修改后的《晨钟》将在上海大

剧院首演。据悉，主创在疫情期间坚持精心打磨作

品，从两幕调整为三幕，勾勒出革命先驱李大钊求

索的一生。 编剧姚远新增了李大钊之女李星华一

角，展现铁汉英雄也有柔情一面。 作曲方面，经过

许舒亚的修改，全剧音乐整体感更鲜明，多媒体呈

现部分精益求精， 其中一大会址以及初代党徽都

经过细致考证，力求还原当年真实面貌。上海歌剧

院党委书记范建萍说：“《晨钟》是我们对革命先辈

的致敬之作，也是我们牢记初心、肩负时代责任的

担当之作。在这个特殊时期，我们坚信追寻前辈足

迹，把信仰化作前行力量，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战

胜的！ ”

上海沪剧院正在为后天在东方艺术中心的正

式复演而加紧排练。“沪剧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说，“从上世纪 60 年代初

期的 《芦荡火种》《红灯记》 到新时期的 《一号机

密》，共产党人坚定的信仰与坚持始终如一。 ”《一

号机密》讲述上世纪 30 年代，身在上海的中共地

下党员，为保护党的“一号机密”忍辱负重、不惧牺

牲的动人故事。 沪剧演员朱俭在剧中饰演男主角

陈达炜，过去近六个月与剧场暂别的日子里，他潜

心研究剧本，对人物的理解更为深刻。 “舞台上的我

体验到了老革命家的心跳，要以更铿锵有力的唱腔，

展现肩负使命时的沉稳坚定。 ”

已是上海舞台口碑之作，也要
千锤百炼保证状态“在线”

舞蹈领域， 上海歌舞团 《永不消逝的电波 》、

上海芭蕾舞团 《白毛女》 近期重登上海国际舞

蹈中心舞台。 一部是诞生一年多、 演出超百场

的爆款 “电波”， 另一部是 50 多年经久不衰、

上演 2000 余场的 “白毛女”， 这两部舞剧擦亮

了上海舞台红色文化名片 ， 是有筋骨 、 有道

德、 有温度的精品力作。 为达到复演时的最佳

状态， 院团在演出 “空窗期” 毫不懈怠， 历经

千锤百炼只为真正打动观众。

疫情期间， 朱洁静、 王佳俊、 侯腾飞、 王

景等上海歌舞团舞蹈演员， 圆满完成一系列年

度业务考核 ， 保证状态和体能始终 “在线 ”。

尽管 “电波” 的每一个舞蹈动作都早已渗入肌

肉记忆， 但演员们在演出之前仍然精益求精。

正如该舞剧主演之一 、 扮演兰芬的朱洁静所

说： “有一次排练时， 周莉亚编导说 ‘革命先

烈们都在天上看着我们呢！’ 我突然醒悟这不

只是排练、 演出， 更要带着一颗崇敬和敬畏的

心， 只有这样跳出来的作品才能感染观众 。”

在数不清的动作打磨、 心理历练后， 红色 “电

波” 再次发送， 激活蕴藏在每一位中国人身体

中的红色基因。

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 ， 一代代的优秀

舞蹈演员为 《白毛女 》 付出青春和热情 ， 一

代代的中国观众也因 《白毛女 》 与芭蕾结

缘 ， 留存着永不褪色的艺术情结和美好记

忆 。 今明两天 ， 上海芭蕾舞团将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的日子里 ， 带领观众感

受这部经典舞剧的永恒魅力。

要从 《天鹅湖》 里优雅迷人的王子， 快速

切换为 《白毛女》 中淳朴憨厚的农民王大春，

这对两年没有跳过 《白毛女》 的上芭首席舞者

吴虎生充满挑战。 可一扎上头巾、 穿上粗布衣

裳， 钢琴声一响起， 他就立刻进入了大春的世

界。 吴虎生说： “用芭蕾语言弘扬红色文化，

是我们上芭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担当！”

▲中共一大会址印章设计

荨“新青年”系列文创产品设计

▲初心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