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红七月，上海庆祝建党百年美术馆展览季“合奏”出最强音
笔墨油彩铭刻百年征程，让红色精神激发力量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走过的辉
煌历程， 滋养了几代艺术家无尽的创作
灵感。他们情不自禁拿起画笔，真诚再现
百年党史中一幕幕经典的瞬间， 一个个
大写的“人”，留下一大批颇具感染力的
美术作品。

这个火红的7月，上海庆祝建党百年
美术馆展览季“合奏”出最强音———全城
众多美术馆齐齐举办相关展览， 数量多
达三四十个，纷纷“晒”出红色经典馆藏
或重磅新作， 成为申城红色美术资源的
一次难得梳理， 更让红色精神激发出更
为深远的力量。

航标闪亮，以浩然精
神照见砥砺前行的路

回望中国共产党的来时路， 革命英
烈、时代楷模等卓越人物以及井冈山、太
行山等革命圣地是其中颇为闪耀的航
标，凝结着这段光辉历程的浩然精神，提
醒着今天的人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新近登陆刘海粟美术馆的 “百年肖
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
展”，以70余件作品为百年来那些值得被
记住的革命先驱、国之栋梁、时代楷模、

无名英雄等卓越人物筑起丰碑。 这些作
品甄选自长三角20余家艺术机构， 涵盖
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多个种类，其
中不少颇为经典。 例如， 杨可扬创作于

1963年的木刻版画《雷锋像》，尺幅不大，

却以鲜明的色彩、 精练的线条刻画出人
物的品格内涵； 谢之光创作于1966年的
国画《杨怀远》，定格了让“小扁担精神”

薪火相传的共产党人杨怀远； 石奇人创
作于1998年的油画《先驱者》，为相约建
党的陈独秀与李大钊画像。 几代艺术家
用精湛的技艺让一个个难忘的身影逐渐
清晰生动起来，成为历史记忆的永恒、时
代精神的载体、生命品格的升华。

国画笔墨描绘红色山水， 传统艺术
致敬百年征程，这样的尝试来自亮相陆俨
少艺术院的“井冈山&太行山颂———上海
市山水画名家作品展”。 展览共集结30位
上海知名山水画家歌颂井冈山、太行山的

60余件作品。 井冈山、太行山在中国共产

党百年历程中具有特殊意义，前者孕育
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后者作为中国
共产党抗战敌后根据地，开展了很多艰
苦卓绝的斗争。 歌颂这两座山，也是在
歌颂峥嵘岁月的不朽精神。 同时，传统
山水画与革命题材的结合，也为笔墨技
法的创新提供了多种可能。 而这些，观
众能从此次展出的车鹏飞《黄洋界》、王
漪《井冈山》、汪家芳《太行秋韵》、乐震
文《雨过万峰来》等作品中得以窥见，不
仅成为对于海派山水画成就的集体检
阅，更体现了海派山水画家的历史情怀
与社会担当。

在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举办的
“饮水思源———上海中国画院藏红色
主题作品展”上，红色圣地亦可谓前辈
艺术家们热衷于表现的重要题材。 陆
俨少、谢之光、唐云、方增先合绘的《东

方的曙光》 描绘了召开中共一大的那幢
石库门小楼； 胡伯翔深入大西北之后，

1962年画下《革命圣地延安》；丰子恺名
作《饮水思源》聚焦的那口水井，被当地
人称之为“红井”，那是中央苏区时期，毛
泽东亲自带领干部群众开挖的， 成为彼
时党密切联系群众、 解决群众生活困难
的历史见证。

以小见大，呈上关于
建党百年的鲜活阐述

近期遍布上海全城的众多展览中，

有不少以小见大， 选取别出心裁的视角
与剖面， 连缀起波澜壮阔的时代变迁图
景， 为人们呈上关于建党百年的一种种
鲜活阐述。

以围绕新安江水电站———我国第一
座自行设计、 施工建造的大型水利发电
站的美术创作作为一个剖面， 正于程十
发美术馆举办的 “敢教日月换新天———

新安江水电站创作专题展” 为人们展开
建党百年历程中祖国面貌换新颜的图
景， 展示党在建设和发展期间所书写的
宏伟气象。 展览既展示出上海中国画院
的画师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画笔投
身新中国建设的艺术探索， 也唤起人们
对火红年代的记忆， 见证党是如何带领
人民走向幸福生活。 近40余幅聚焦新安
江水电站建设与落成的山水佳作集结于
此，有独立创作轴、片，也有合作组画、长
卷。 其中，1965年陆俨少、唐云、伍蠡甫、

张守成等联袂创作、几易其稿的7米长卷
《新安江》首次亮相。

正同时于中华艺术宫与上海大学上

海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的 “风自海
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作
品展”， 以海派美术教育理念的传承发
展，描摹时代的轨迹。其中中华艺术宫展
区展出美院不同时期55位教师的百余件
作品 ，包括方增先 、冯远 、曾成钢 、邱瑞
敏、施大畏、汪大伟、章永浩、韩硕、王劼
音、魏景山、姜建忠、乐震文、张培成等名
家的力作。 方增先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
的代表作《粒粒皆辛苦》就在其中，这是
新中国成立后美术界改造旧国画、 创造
新国画、表现工农大众形象的典范之作。

上海美院美术馆展区则由 “刘海粟美术
馆馆藏精品展”“百年红色美术文献展”

“上海美术学院教师作品展”“2021年上
海美术学院优秀毕业作品展” 四个部分
组成。

连环画作为最快速、直接、广泛反映

中国历史进程的一种大众艺术， 在不同
历史时期呈现了无数经典作品， 成为解
读建党百年来社会变化的形象索引。 新
近亮相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一百零八
上苑”的“日出东方———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连环画专题展”， 即以连环
画的众多“名场面”回望百年党史。 沈尧
伊绘《地球的红飘带》再现红军长征展开
的艰难曲折斗争； 丁斌曾与韩和平合绘
的《铁道游击队》，讲述抗战期间铁道游
击队依靠群众沉重打击敌人的故事；顾
炳鑫绘《渡江侦察记》定格三大战役后百
万雄师准备渡过长江、 解放全中国的惊
心动魄；贺友直绘《山乡巨变》画出社会
主义农业改造道路出现的新面貌……展
览以建党百年时间跨度为主线， 以重点
史实为横断面， 几乎囊括几代连环画名
家的现实题材代表作。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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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卫中） 作为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主题出版物， 《中国
共产党历史 （地方卷） 集成·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 和 《中国共产党历史歌典———

歌声中的百年风华》 近日由中共党史出版
社出版。 这些精品著作赓续红色家谱， 为
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学习党史、 坚守初心
再添精品文本。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
全国各地领导了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 为
编修红色家谱， 整合党史资源， 打造精品
工程， 经过几年的努力， 中共党史出版社
汇聚由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的 《中
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以及 27 个省 （自
治区 、 直辖市 ） 的党史一卷 ， 共 28 卷 ，

形成一套记载全党及各省 （自治区、 直辖
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的基本著作
集成， 统一装帧， 一体出版， 形成矩阵。

丛书准确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谋复
兴、 为人民谋幸福的历史主线及其在各地
的具体实践， 为读者深入了解中央和地方
两个层面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
党历史提供了权威文本， 完善了中国共产
党人的红色家谱， 为广大读者开展党史学
习、 传承红色基因提供助力。

“我们勇敢， 我们奋斗， 我们团结，

我们前进 ， 杀向那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大
本营……”聆名歌、知党史。 从歌声中领略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风华，不仅可以感受到
社会风俗、 思想潮流和百姓生活，还可以
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百年走过的不平凡道
路 ， 以及千千万万共产党人的奉献与奋
斗 。 经过一年精心打磨后与读者见面的
这本 《中国共产党历史歌典———歌声中
的百年风华》， 遴选了反映百年历程中重
大历史时刻 、 重要历史人物的 166 首经
典歌曲 、 142 幅珍贵历史照片 、 97 首乐
谱音响 ， 通过歌曲赏析 、 党史解读与音
乐聆听 ， 再现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创造
辉煌、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一百年。 全书秉
持以歌曲串联百年党史 ， 用歌声颂唱千
秋伟业的独特立意 ， 先回顾一首经典的
红色歌曲 ， 再介绍其对应的历史背景 ，

选歌范围覆盖了中国共产党从创立到不
断发展壮大 ，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
命、 建设、 改革、 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

如 《沂蒙山小调 》 《跟着共产党走 》 对
应的历史背景是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 ，

《人民战士英雄汉 》 对应的是孟良崮战
役 ， 《在希望的田野上 》 《双脚踏上幸
福路 》 对应的是农村改革取得突破 。 这
种以音乐艺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方式
既是一种有益探索 ， 也是一次催人奋进
的音乐洗礼 。 据悉 ， 该书后续还将通过
“5G+VR” 制作技术 ， 推出具有全景视
角、 沉浸式体验、 虚实结合的 5G 全景党
史学习“富媒体” 版本， 将专业音乐智能
化乐器和党建音乐云平台资源深度结合，

呈现良好的 “聆听音乐—演唱歌曲—党史
学习” 的交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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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话剧”不断推陈出新，“燃”爆申城舞台
《浪潮》《前哨》《辅德里》《人间正道是沧桑》等多部佳作纷纷拉开大幕

水花飞溅，冷峻的舞美语言下，青年的
热血喷薄欲出， 这让台上左联五烈士的牺
牲格外触目惊心。上周末，由上海话剧艺术
中心制作出品的舞台剧《浪潮》，在上汽·上
海文化广场首轮四场演出成功落幕， 其中
最后一场演出更以直播的方式， 线上线下
同步上演。“之前有一些担心主旋律戏剧会
不会无聊刻板。 看完之后发现非常惊喜。 ”

激动的观众们连夜在网上写下剧评，“生于
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他们
的故事让人泪水涟涟又鼓舞人心。 ”

“《浪潮》 首演轮早在开演前就全售
罄。 ”制作人告诉记者。 在举国为中国共产
党的百年诞辰欢庆的时刻， 很多观众选择
坐进剧场， 通过观摩一部新创主旋律佳作
来回望初心，汲取力量，纪念这一人生中的
重要时刻。 上海戏剧学院打造的话剧 《前
哨》、上海静安区出品的舞台剧《辅德里》、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自制话剧 《人间正道是
沧桑》紧随“七一”接二连三地拉开演出帷
幕。而主旋律话剧、红色题材话剧的一系列
推陈出新，独具个性和亮点的创意表达，也
瞬间点“燃”了今夏申城舞台。

桃花雨、水舞台，红色题
材的创新表达不拘一格

1931年2月7日，在龙华响起的枪声中，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五位烈士李求实、柔石、

冯铿、胡也频、殷夫为革命理想而殉道。 舞
台剧《浪潮》、话剧《前哨》把目光聚焦到了
这段上海的红色记忆中， 它们对红色题材
的审美创新， 屡屡触动当代年轻观众的情
感“共振点”。

由上海戏剧学院打造的原创话剧 《前
哨》 是围绕全面小康和建党百年主题上海
发布的首批39项重点文艺创作项目之一，

从今年2月至今已经过两轮演出，经过精心
打磨修改后，《前哨》 将于明天起再度回归
申城舞台。

一场盛大的桃花雨以及袁弘、王洛勇、

谢承颖等演员塑造的柔石、鲁迅、冯铿等可
爱可敬的群像， 让人深深感受到作品散发
的浓郁革命浪漫主义情怀。该剧编剧、上海
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对左联文学史有深厚
的学术积累， 青年导演马俊丰擅长运用时

尚的舞台语言进行文学叙事， 让整部作品
充满悲壮的诗意。 作品独树一帜地采用时
空嵌套的结构， 在舞台上同时建立了上世
纪30年代、90年代和“当下”三个时空，让今
天的年轻人和90年前的青年展开“对话”。

同样是讲述左联五烈士的英雄事迹，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全新创排的舞台剧 《浪
潮》则给人以冷峻、激烈的气质，用最坚硬
的铁和最柔软的水进行对话。 舞美是最具
冲击力的体现，舞台中央是一个水舞台，同
时三块厚木板被铁链穿起悬挂在半空中，

时而作为道具营造监狱环境， 时而又作为
表演区域，带来多变的舞台造型，节奏感扣
人心弦。

整个故事是从左联五烈士牺牲的那一
刻展开的：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他们的意
识在另一个空间相遇———他们叩问自己到
底为何而死，探讨死亡的真义，寻找选择革
命的初心。枪林弹雨就发生在水舞台中，柔
石、冯铿、胡也频、殷夫等纷纷倒下。当激烈
的对抗发生， 飞扬的水花会直接打湿第一
排观众， 剧组贴心地为他们提前准备了雨
衣，而观众却丝毫不介意，因为“能够亲身
感受到激流中生命的悲壮与怒吼”。

另一部在审美上“非传统”的主旋律作
品《辅德里》，也赢得了90后、95后的心。 舞

台上，全部演员白衣白发亮相，宛如一尊尊
雕像。“主创似乎在用相似的造型淡化个人
英雄主义，描绘出先辈的群像。 ”南京戏剧
节青年单元策划人查霄飞说。 通过运用各
种前沿创新的舞台表现手法， 今天的主旋
律话剧作品呈现出新潮、当代的气质面貌，

更能为年轻观众接受并理解， 感受信仰的
力量，使命的召唤。

也是一台台“超越剧
场”的党史教育课

“你会不会想她，辅德里的灯塔，她依
然在守望，她守护着希望……”这是今年上
海·静安现代戏剧谷开幕大戏、由上海静安
区原创出品、牟森执导、李京键作曲的舞台
剧《辅德里》的主题曲。 经过歌手黄龄的演
绎，这首旋律悠扬、抒情上口的歌曲小小出
“圈”了一把。 前不久在静安公园广场上举
办的上海街头艺人“红歌会”上，引得不少
路人、观众齐声相和。

制作人李东告诉记者，《辅德里》 的创
作初衷，就是要把它打造成一堂“好听好看
又好懂”的文艺党课，传播“辅德里IP”和它
背后的中共二大故事， 增强上海红色文化

的影响力。

正如导演牟森所言，在上海诞生，从上海
启程，《辅德里》 的巡演之路，“感动一直在发
生”。 烟台、潍坊、滨州、南京……该剧所到之
处刮起阵阵“红色旋风”，很多观众多了一个
要“打卡”的心愿———今年是建党百年，上海
是他们的旅游首选地之一。 来上海后不仅要
去“一大”参观，还要去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看一看。

近期， 《辅德里》 剧组回到了上海， 昨
晚再度亮相大宁剧院 ， 之后将于7月17日 、

18日亮相上汽·上海文化广场， 在这个充满
光荣与梦想的七月， 用舞台艺术继续照射理
想的光芒。

一台台红色作品在诞生的过程， 都是一
次与中共党史、革命史“近距离”的对话。 上海
话剧艺术中心总监制田水告诉记者，《浪潮》的
演员们在排练前自发地找到了左联五烈士的
作品和传记来阅读， 以更好地揣摩人物心理，

塑造角色形象，剧组在排练的过程中，还成立
了临时党支部，这也让大家更有信心、有力量
拧成一股绳，把作品打磨好。黄昌勇也说，很多
观众包括上戏学生在看了《前哨》后，特意去龙
华烈士陵园祭扫先烈，献上花篮，这让创作者
由衷地体会到“十年磨一剑”的价值所在：“不
忘前人、铭记历史、继续前行。 ”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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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童薇菁

①方增先创作于1955年的《粒粒皆辛苦》，中华艺术宫展品。

② 陆俨少、唐云、伍蠡甫、张守成等创作于 1965 年的《新安

江》，程十发美术馆展品。

③华三川《永不消逝的电波》，一百零八上苑展品。

 ④汪家芳《太行秋韵》，陆俨少艺术院展品。

制图：李洁

荩话剧《人间正道是沧桑》。

▲舞台剧《浪潮》。

荨话剧《前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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