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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红色火种如何在沉沉黑夜之中成功燎原

庆祝建党百年，中宣部2020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
元旦上市，该书作者刘统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照亮了中国革命的
前程。 百年间， 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拥有

9100 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

为什么党诞生在上海？ 火种点燃之前，

爱国者和革命者经历了怎样的探索和尝
试？ 在寻找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上他们
又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

党史、军史专家刘统用 40 万字《火
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 》（以下简称

《火种》）给出解答。 作为中宣部 2020 年
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该书由上海人民
出版社出版，2021 年元旦上市， 首印 2

万册已被预订一空。

面对市场的热烈反响， 刘统在接受
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 自己写作的初
衷， 是希望通过 “不刻意拔高” “不轻
易评论” 的客观中性书写， 用小细节来
解密红色火种如何在沉沉黑夜之中成功
燎原。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是
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今年是建党百年， 关于共产党早期
组织和中共一大的著作已经出了很多，

还能写出什么新意？构思选题大纲时，刘
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是偶然，

而是历史的必然， 这是国际无产阶级革
命的大环境和中国民主革命的内部环境
交汇的结果。

据史料记载， 自 19 世纪后期开埠，

上海成为中国对世界开放的窗口。 外国
商人纷纷在此开店设厂， 与中国的洋务
运动和民营企业相互竞争， 产生了中国
最大的工人阶级群体。 1919 年五四爱国
运动中， 上海外资和中资企业的工人纷
纷罢工，声援学生，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
量，这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基础。

黄浦江码头上， 各国轮船满载着大批中
国青年学子去日本、 欧洲各国和美国留
学。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也在上海登陆，回

到自己的祖国。 上海成为中外文化和思
想的交流中心。 利用租界相对宽松的环
境，爱国志士在上海办报、办学，传播先进
思想，不同派别的革命党在此开展公开和
秘密的革命活动。 这些条件和环境，都为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创造了条件。

“要想写清楚党的创建历程， 必须将
其放到一个更大的历史范围去研究和探
讨。”最终，刘统把这本书的写作当成一个
“寻路”的过程。 《火种》上起 20世纪初，下
及 1929年古田会议， 再现了波澜壮阔的
革命画卷。业内评价，在追求史料翔实、考
证文献版本、注重实地考察与口述采访的
同时，《火种》 以点带面地展现 20世纪前
三十年的风云激荡，用有温度、沾泥土、带
露珠的故事，讲述中国革命之艰难与新航
程的来之不易及其伟大成就。

大历史，离不开小细节。 为了让主题
出版物也能通俗易懂，让读者感到真实可
信，刘统的写作理念是———注重第一手资
料， 从历史档案和当事人记录中去挖掘。

但近现代史资料浩如烟海，怎么选择？

“读文献和档案，一定要追求原始版
本。在历史研究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
题。 ”刘统说，无论是上海市委党史研究
室和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整理出版的建
党先驱的文章、日记，还是共产国际档案
和租界档案， 都为他研究建党过程提供
了第一手资料。 《火种》也吸纳了学界最
新研究成果， 比如北京市档案馆出版的
五四时期档案等。

回到历史现场，感同身受
地还原当年的场景

在刘统看来， 研究历史有两种方式：

一是知道结果后，再去总结提高，上升为理
论，有点“事后诸葛亮”；一是回到历史现
场，感同身受地还原当年的场景，“这样写
历史，能使读者感到真实可信。 探索中华
民族的复兴之路，是一批又一批的志士仁
人前赴后继，历尽艰难完成的。 如同一座
大厦，是从一砖一瓦铺垫积累而成的。 ”

真实再现历史， 不但要读档案和原

始资料，还要实地考察。 近几年，刘统到
湖南浏阳，从七溪村走到排埠村，感受毛
泽东初出茅庐险些牺牲的惊险； 从江西
寻乌圳下村走到瑞金大柏地， 感受什么
叫“创业艰难百战多”……“许多事情不
到现场，就没有真实深刻的感受，而这些
是在书斋里得不到的。 ”他说。

刘统打了个比方，历史就像一列奔腾
向前的火车，途中不断有人上车，有人下
车。 每个历史阶段都有杰出人物，他们是
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起到阶段性的作用。

“历史就是这样，有一是一，有二是二。 我
一向反对把历史人物人为地拔高，给他们
涂上一层层的油彩，把一个活人变成僵化
的偶像。”他坦言，真实再现革命者的一举
一动，还原其真性情、真面貌，才能把历史
写活。 比如，陈独秀就是一个优点和缺点
都十分突出的人， 中国共产党由他而始，

也在他手里遭受重大挫折。

除了纸质版，《火种》 还同步上线音
频版、视频等，吸引更广泛的读者群体，

助推红色故事“出圈”。

2020年最后一天，
上博东馆主体钢结构封顶

预计今年完成土建，明年年内建成开放

本报讯 （记者李婷）2020 年的最后
一天，随着最后一根钢梁安装就位，正在
建设中的市级重大公共文化设施———上
海博物馆东馆顺利实现主体钢结构封
顶。 该馆预计在 2021 年完成土建，2022

年年内建成开放。

据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介绍，受
疫情影响， 工地延迟复工了一段时间，

各参建单位克服重重困难，努力追回失
去的时间 ， 昨天基本上是按预定工期
实现主体钢结构封顶， 这为 2021 年完
成工程建设、移交展陈装修打下了扎实
基础。

上海博物馆东馆西临杨高南路、北
临世纪大道、东临丁香路，占地面积 4.6

公顷， 总建筑面积约 11.3 万平方米，拥
有地上建筑 6 层， 地下 2 层。 该工程于

2017 年 9 月开工 ，历时三年建设 ，项目
部完成了近 3.2 万平方米地下室结构施
工，以及主体结构总量达 2.8 万吨、最大
跨度达 43.2 米的钢结构体系吊装、拼装
作业。 过程中采用了 BIM 和 3D 打印等
?术———将复杂钢结构节点逐一分解，

为钢构件吊装和混凝土浇筑配合施工提
供了强有力的?术支撑。

建设中的上博东馆建筑整体呈矩形
体块，造型简洁挺拔。 根据设计，未来覆
盖立面的花岗岩表皮蜿蜒包裹宛如大海
波涛起伏，既暗合上海这座城市“海陆交
汇”的地理位置，也象征着上海“勇立潮
头”的海派精神。建筑立足于城市空间整
合和内部功能组织， 改进了常见的博物
馆封闭式流线设计， 将为市民带来一座
全新的开放型博物馆。

作为一家以中国古代艺术为收藏特
色的文博场馆， 上海博物馆拥有百余万
件文物， 其中被定级的珍品就有 14 万
余件， 包括青铜器、 陶瓷器、 书法、 绘
画、 玉牙器、 竹木漆器、 甲骨、 玺印等
众多门类。 然而， 受现有人民广场馆舍
面积的限制， 上海博物馆许多看家宝贝
没有机会拿出来展示。 东馆的总建筑面
积是人民广场馆舍的两倍多。 据透露，

东馆建成后， 以常设展为主， 重点展示
优势门类， 构建海内外体系最完整的中
国古代艺术通史陈列 ， 并增强海派文
化、 江南文化特色，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
及教育体验功能。 东馆投入使用后， 不
仅能大大提升上海博物馆文物收藏的展
出比例， 提供更好的公共文化服务， 也
能与周边的上海科?馆 、 东方艺术中

心、 上海图书馆东馆、 世纪公园等文化
设施形成集群效应， 成为花木行政文化
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未来， 上海博物馆将以打造 “世界
顶级的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 为发展目
标。 想要达到这一目标， “扩容” 的不
只是面积， 还有功能的升级。 记者了解
到， 上海博物馆东馆将更加注重观众的
参与感和参观体验， 开放式的文物修复
展示使得博物馆的日常后台工作得以呈
现在公众眼前。 东馆还将更加注重发挥
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借鉴国外自然科?
类探索馆经验， 专门增设了针对青少年
的体验空间， 使孩子们能在互动体验中
增加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认识。

此外， 更多的教室、 图书阅览、 数字影
院等设施将对公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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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东馆工地施工稳步推进，钢结构已经封顶。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上海荧屏温暖跨年，
抖音直播超1140万人参加 共祝明天会更好

《梦圆东方·2021东方卫视跨年盛典》上海收视份额约50%

上海援鄂英雄、 向阳的武汉伢、脱
贫攻坚亲历者 、直播经济的红人 、观众
们喜爱的歌手演员、新生代玩转的虚拟
偶像……无论荧屏上的主角如何流转，

涌动着的气场其实从未更迭 ： 心手相
连，涓滴汇海。

昨夜今晨，《梦圆东方·2021 东方卫
视跨年盛典 》陪伴荧屏前 、互联网端的
大众温暖跨年， 上海收视份额约 50%。

零点时分，抖音号的直播也突破了 1144

万人参与。 熟悉的旋律轻轻流淌，那句
人们吟唱过无数遍的歌词“让我们期待
明天会更好 ”， 正是跨过了 2020 年之
后，千万人、所有人的共同祈愿。

凝聚了不起的每个
人 ，把“磨砺始得玉成 ”炼
成舞台的诗

极不平凡的 2020 年， 中国人民用
众志成城、 坚忍不拔书写了抗疫史诗，

无数人以生命赴使命。

站在一年的句点，东方卫视跨年盛
典凝聚了不起的每个人，邀来一位位用
挚爱护苍生的平凡英雄，为我们的特别
记忆留档。

这一夜， 战疫英雄被奉为座上宾。

他们是：上海驰援武汉医疗队中首位出
发驰援武汉的医学专家、复旦大学附属
中山医院教授钟鸣，上海援鄂医疗队中
年纪最大的专家、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教
授周新，上海援鄂医疗队中年纪最小的
队员、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医生苏仕
衡，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护理部副主
任王春灵，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

西医结合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长唐欢。

这一夜， 演员黄晓明与 90 后的武汉战
疫志愿者华雨辰现场连线。 上海与武汉
合唱 《武汉伢》， 成年人与童声的共鸣
里，是我们彼此对幸福生活始终怀抱追
求的朴素代言。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
大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
性胜利。 跨年盛典同样把多年来奋斗在
脱贫攻坚一线的人请到万众瞩目的舞
台，把“磨砺始得玉成”的年复一年炼成

舞台的诗。

这一夜， 新疆莎车县委副书记、上
海援疆莎车分指指挥长陈剑与荧屏外、

网线另一端的观众分享来自脱贫一线
的时代声音。 人们于是知晓，疫情和距
离都不会阻隔人心相聚，更不能阻挡勇
毅向前。 还有上海援滇干部、云南省民
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宋杰 ，他 、他的父
亲、他的妻子先后奔赴云南 ，一家三口
用不同的身份开展援滇工作，以集体的
奋斗为景东铺就一条脱贫致富奔小康

的沪滇携手前行路。 更多人由此知道，

永葆初心、牢记使命，是 9100 多万中国
共产党员的日复一日。

“时光信件 ” 敲开
2021 大门，传递时代强音

夜，由浅入深，奔向 2021 年的追梦
脚步不停，“送给新年的一封信”贯穿整
晚。

盛典进行过程中， 无论明星嘉宾，

还是带着温暖正能量而来的年度人物、

领域精英 ， 每个人都以一封 “时光信
件 ” 呈上过去一年的记忆片段 。 而在
观众端 ， 一个特殊的 “时光邮局 ” 也
同时开启 ， 收集了成千上万个百姓祝
福 。 聚拢的一幕幕里既饱含个体对过
去的记忆 ， 又承载着人们共同的祈
愿———愿新年山河锦绣 、 国泰民安 ，

和顺致祥、 幸福美满。 盖上时光邮戳、

投入 “时光邮筒 ” 中的信件 ， 将带着

对 2021 年最美好的期许， 用别样的仪
式感辞旧迎新。

在每一年跨年盛典的舞台之上 ，

东方卫视都在创意赋能之下 ， 呈现不
一样的精彩 。 昨晚 ， 盛典打破壁垒的
跨界合作 ， 给观众带来更多惊喜 。 音
乐舞台常换常新 ， 但现实 、 虚拟歌手
跨时空的同台 ， 给观众带来更别致的
观感与体验 。 引领二次元的歌手冯提
莫携手人气虚拟偶像， 采用 AR 与 XR

?术 ， 将虚拟与真人破次元壁融合碰
撞 ， 充满故事感的画面 ， 呈上一份富
于时代气息的创新。

《追光吧 ！ 哥哥 》 在这个冬天掀
起了观众热议 ， “哥哥们 ” 的奋勇突
破也从节目延续到了跨年舞台上 。 而
从两季 《我们的歌 》 走来 ， 当今华语
流行乐坛的中坚力量 、 新声歌手 ， 亦
在代际碰撞中让经典焕发新生力 。 还
有 2020 年摘得电视星光奖特别奖的中
国首档精准扶贫公益纪实节目 《我们
在行动 》， 李佳琦作为 “新村民 ”， 为
公益助农再度发声……

跨年之夜 ，每一个 “梦圆 ”的背后 ，

是一个个努力向光而行的追梦人。 在盛
典之上，一个个在逐梦路上努力拼搏的
追梦人汇聚一堂。 “我们倾力打造的，是
一个温暖的舞台，它属于每一个在时代
洪流中向光而行的普通人，更属于每一
个坚持理想携手同行的中国人。 ”在《梦
圆东方·2021 东方卫视跨年盛典》 总制
作人陈虹看来，这次盛典和以往晚会最
大的不同在于———内容更关照现实，更
紧贴时事，更贴近观众，“我们不仅仅是
一次歌舞晚会，而是希望通过紧贴主题
的内容燃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
奋斗创造美好生活的激情”。

一元伊始处，万象更新生。

五位上海援鄂医疗队成员昨夜登上跨年盛典舞台， 他们与演员黄晓明一

起连线武汉， 构筑舞台上动人一幕。 （均东方卫视供图） 制图： 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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