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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上海， 是因为这个地方的文化不是存在于博物馆

里，而是蕴含在日常生活中，与每一个家庭息息相关，活在每

一个上海人的记忆里。 ———蔡骏

70后蔡骏，如果脱去“累计销量1400余万册、最畅销的悬疑
作家”这个头衔，仅从他个人来说，亦与上海有着深深的牵绊。

很小的时候， 蔡骏就徜徉于苏州河边。 在他的成长记忆
里，以下情景反复出现：紧靠着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古老又
巍峨的建筑、汇聚着巴洛克和古罗马风格的上海邮政博物馆、

装着无数申城少年激情的沪西工人文化宫， 还有长寿路沿线
的国营大厂———蔡骏爸爸这一辈， 把成长与青春、 城市与记
忆、人生的磅礴与泥泞都洒在这里。少年蔡骏，目睹了工厂伴
随着城市更新的巨变，留下的叹息，也滋生更多期望。他把这
些都写进了小说《春夜》。上海的这几十年，在历史长河里或许
只是一簇浪花，但对每个人来讲，都是活生生的现实。

“在不少文学、影视作品中，很多人了解到的都是风花雪
月的上海， 但是， 日常的上海， 却蕴含着更巨大的生机和力
量。”蔡骏说。

谁说不是呢？清晨的薄雾还未消退，卖早点的摊头摆出来
了，大饼油条豆腐浆，热气袅袅，喷香；自行车在纵横交错的马
路上，叮铃叮铃，摩肩接踵，井井有条；人们穿梭、横跨于城市
的东西南北，彼此交换着汗水，丰富着文化，创造着历史。这样
的气息，即便隔着悠悠岁月，仍然流动在一代人的血液里，眼
睛一闭，种种就在眼前了。

自行车阵、公交巨龙车，演变成了现在的轨道交通，一号
线到十几号线，来去匆匆，也脉脉含情，眼神交错间，一张新时
代新画卷编织完成。

“从前，我觉得写作来自于一种想象，或是生活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天马行空，吞吐日月。如今我发觉，自己的记忆并
不特殊，每个出生在这个时代，以及这座城市的人，都有着相
似的情感与困惑，哪怕年龄相差20年甚至30年。”

这或许就是蔡骏在其新作《春夜》中所展现的属于上海的集体记忆。

“上海，所有的文化积累，都在不断进行中，没有断层。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都镌刻着上海，每一个家庭的细节，都承载着上海，每一个曾经在上海生活过
的人所留下的记忆，都组成了上海文化的自身。”

这确实是令人惊异的。在这一过程中，并不仅仅是风花雪月的那部分，更多
的是每一个真真切切的上海人，将他们的青春、他们的劳动、他们的跋涉、他们的
辗转反侧，在身上凝结成文化印记，穿越到各个时空，都可以相互辨认。对于蔡骏
来说，他喜欢上海的理由正是：“上海人在哪里，哪里就是上海。” （文 ／王路）

首批16名“城市艺人”获授牌，街头亦是更高舞台
见证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升，彰显上海城市文化软实力重要价值

铿锵有力的多声部《游击队之歌》，悠扬动
人的《辅德里》主题曲……昨晚，在静安大宁音
乐广场上，一台名为《心中的歌声献给您———庆
祝建党百年红歌》的专场演出，正式拉开了“第
七届上海街艺节”的序幕，观众掌声如潮。

演出前，16位上海街头艺人获得“上海城市
艺人”的光荣授牌与证书。自2014年上海首次推
出街头艺人持证上岗已有七年，从“街头艺人”

迈向“城市艺人”，他们每一个人都发生着精彩
的蜕变。这些骨干成员的背后，站着300多人的
上海街头艺人大家庭，他们因上海而精彩，上海
也因他们而增色。

“今天获得‘城市艺人’的名号，意味着他们
站上了更高的舞台。”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会长
韦芝动容地说，“城市艺人”，是一支能“上”（舞

台）能“下”（基层），能“里”（商圈和室内）能“外”

（露天街演）的“轻骑兵”，“他们不仅以自身经历
见证了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提升， 也更加彰显了
上海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价值”。

高学历人才、“全能艺人”
汇聚街头追逐梦想

站在聚光灯下，“城市艺人”01号证书获得
者华俊激动万分。 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他是

2014年上海首批持证上岗街头艺人， 也是队伍
中的年轻高学历人才。华俊告诉记者，六年前，

当他抱着萨克斯站在街头， 有时还会直面猎奇

或质疑的目光， 而如今， 投射而来的往往是沉
浸、 欣赏和欢乐。“不扰民不设摊、 不开价不兜
售、仪表整洁、文明礼貌……我们始终恪守自发
订立的‘十四条承诺’，把这座城市最美好的印
象留给市民游客。”

杜烁辰是一名优秀的吉他歌手， 提起 “阿
杜”，观众中知名度很高。作为全职艺人，他多次
获得上海“杰出街艺”荣誉称号。如今作为街艺专
委会的骨干， 更是热心地为街艺兄弟们服务。阿
杜也是街艺中第一位递交入党申请书的艺人，受

他的影响，林晓明、钱一明和戚功耀在今年建党
百年的重要时刻，先后成为了入党积极分子。

上海街头艺人队伍成员来自全国五六十个
城市，汇聚了五湖四海追求艺术梦想的人，现在

80后、90后已经成为主力军，00后也逐渐开始加
入 。 在今年街艺配合疫苗接种点的演出中 ，

“8090组合”的表现十分突出，演出视频迅速走
红网络。 成员之一的罗忠堂是一个不怕折腾的
“设备控”， 为街艺表演配备了一整套显得有点
“大材小用”的音响系统。但他认为，“虽然自己

辛苦些， 但只要能让观众在街头获得更好的视听
享受就值了”。

自2020年首创“街艺流动剧场”以来，上海街
艺“小分队”已利用各种形式演出近百场次。城市
艺人们的足迹遍布上海，“全能” 的他们既能分散
下基层、也能集中进剧场；既能在露天广场、也能
在室内舞台。 夏天， 他们是出现在社区纳凉晚会
上，给居民们带来欢乐的主角。冬季，他们赶赴工
厂和基层，慰问一线环卫工人、快递小哥等外来务
工人员，送去城市的关爱与祝福。

红歌点燃全场，让更多年轻
力量丰富城市文化

为期一周的“街艺节”里，来自五湖四海的优
秀艺人将组成“文艺小分队”，在静安公园广场、久
光步行街、 大宁音乐广场等15个文旅商圈表演点
轮番献上精彩演出。而特色浓郁的“街艺节”文化
市集上，各怀绝技的“非遗”和手工制作艺人汇集
在现场展示，为金秋上海再增添亮丽色彩。

为突出今年“街艺节”建党百年的主题，市演
协特意与艺人们精心遴选了一批观众耳熟能详的
红色经典曲目。 华俊说，“每首红歌都是非常振奋
人心的革命歌曲，我们首先要把自己‘沉’进去，认
真了解红歌的内容和历史，以真情实感去学唱，才
能使歌曲通过自己的表演打动人心”。为此，他和阿
杜等几位街艺骨干主动商定示范教唱，利用各个业
余时间到各个街艺表演点去教唱。“不仅是教唱歌，

也给年轻艺人们讲讲革命的故事。”阿杜说。

年轻艺人在学唱红色革命歌曲《游击队之歌》

后， 感受到了当年游击队战士们的革命乐观主义
精神。“哪怕敌人枪炮狠，找不到我们的踪和影，让
敌人乱冲闯，我们的阵地建立在敌人侧后方……”

为了更加突出演唱的力度和层次， 他们创新性地
将歌曲改编为多声部轮唱版，还加入了一段RAP，

表演形式更加新颖现代， 让歌声更加充满年轻的
力量。在昨天的开幕演出上，这般高“燃”的《游击
队之歌》 获得在场观众阵阵喝彩。 年轻的城市艺
人，用说唱的方式更新着经典歌曲，用他们自己的
创作丰富着城市的红色文化。

申城高校沉浸式课堂为青年一代厚植家国情怀

原创话剧、动画、影视党课、音乐党课……
党史学习教育形式持续创新———

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复旦大学
校园里的“印记初心———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众篆刻作品展 ”

迎来了一批又一批慕名而来的青年
学子，他们在观展中领略百年党史的
风雨华章和伟大精神。“观此刻石，感
吾之幸 ，所信不忘 ，愿做火星 。”这样
的入学必修课让2021级本科新生直
呼震撼。

新学年， 沪上高校持续创新党史
学习教育形式。融合艺术创作的展览、

原创话剧展演、 动画片创作、 音乐党
课、 影视党课……沉浸式课堂引导青
年人厚植家国情怀、 传承红色基因。

“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 感于红色精
神，勇担时代使命，这是高校青年学子
的心声。

用原创作品和青春力
量礼赞信仰

“用诗歌做微光里的一枚响箭，

穿过茫茫的黑暗森林 ， 直到直面敌
人的狰狞嘴脸 ， 以笔为戈 ， 铸诗成
剑！” 同济大学师生自编自导自演的
原创话剧 《铸诗成剑 》 日前在四平
路校区大礼堂开演 。 剧中革命烈士
殷夫以笔为戈 、 用诗歌坚持战斗的
光辉革命历程 ， 打动了台上台下众
多青年学生。

殷夫的扮演者、 艺术与传媒学院

2018级表演专业本科生吴佳炜坦言：

“大一时， 我就想过递交入党申请书，

但直到参演 《铸诗成剑》 后， 我才真
正理解该如何书写这份入党申请书。”

在原创作品的演绎中感悟革命
先辈精神 ， 用艺术的形式再现党史
片段 ， 沪上高校师生通过原创舞台
剧等多种艺术形式 ， 让更多青年人

知党史 、 感党恩 、 悟党魂 ， 坚定理
想和信仰。

在上海师范大学以 “做新时代党
的好儿女” 为主题的音乐党课上， 声
乐系副教授陆蓉讲述原创校园歌舞剧
《2020好儿女》 背后的故事。 这部以
青春力量礼赞信仰的校园歌舞剧， 已
经连续展演7场， 场场爆满。 学生党
员 、 研究 生 新 生 代 表 顾 抒 雁 说 ，

《2020好儿女》 背后党员师生在去年
抗击疫情中的真实故事深深地打动了
他， 这些身边人的真实经历让他更坚
定了对党的热爱和信仰。

国庆期间， 华东政法大学青春版
原创话剧 《雷经天》 正式首演。 该剧
由近百名师生历时三个多月筹备而
成， 一张张青春面孔用这场话剧向原
华东政法学院党委书记雷经天致敬、

向所有坚守法治与正义的人致敬， 学
校还打造了 “《雷经天》 与法治文化”

沉浸式课程。

高校师生用画面“留”住
革命先辈

新学期，沪上多所高校的党史教育纪
录片也陆续“上新”，高校师生用一帧帧画
面，将陆续离去的革命老战士“留”下来，

也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最真实的“教材”。

在第八个烈士纪念日当天， 上海交
通大学党史故事系列纪录片 《寻路》首
发。 片中主角是雨花台烈士侯绍裘及其
曾孙侯昊翔。 侯绍裘是上海交大的第一
位党员烈士， 也是上海松江的第一名共
产党员，牺牲时年仅31岁。一边是侯绍裘
的故事娓娓展开； 一边是侯昊翔眼含泪
光，穿越时空，寻路红色记忆、寻梦挚爱
家国、寻觅精神之火。

“我们该做怎样的青年？”面对这个
跨越时代的问题， 侯绍裘曾说：“一个人
不是为一己而生 ， 是为社会为人类而
生。”时空交叠，侯绍裘对“青年之问”的

回答言犹在耳， 侯昊翔以及交大的青年
学子也正给出自己的答案。

讲述革命先辈的动人故事，记述峥嵘
岁月。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红色传承》

创新团队致力于用影像传承革命文化和
红色基因。2012年10月起，王晴川和余江
如两位老师就带领师生团队开展以 《红
色传承》 为主题的电视系列纪录片创作
工程。近十年来，他们走遍各地，积累了

8000多分钟的采访素材和60多万字的采
访资料。截至目前，团队已创作完成100集
电视纪录片。《红色传承》成了真正的“行
走的课堂”， 记录下珍贵的历史档案和文
献资料，也把立德树人写在了祖国大地上。

创新教学方式，让党史学
习体验更鲜活

沪上各高校充分发挥专业资源优
势，把党史学习教育有机融入到课程中，

创新教学方式，让党史学习体验“强”起
来、“活”起来。

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充分发挥
动画专业的优势， 创作了10部 《中国精
神》 系列动画片， 讲述党史中的重要时
刻。动画片在“学习强国”平台上线后，广
受好评。2018级动画专业学生叶玮榕是
创作团队的学生成员之一。他感慨，系列
短片让他更深刻地理解了什么是不忘初
心、牢记历史、砥砺前行。

国庆期间，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校园
“上新”了特殊的“装置艺术”。在2020级
建筑学专业学子手中，竹子、木材、编织
物等变成了一件件设计精美、 结构创新
的建构作品，成为校园里的靓丽风景。这
些取名“织虹筑梦”“百年穿越”“星火”等
的作品， 既是青年学生献给祖国生日的
诚挚之礼 ，也是学校 “党史+专业 ”课程
的作业。聚焦“穿·越”主题，师生围绕建
党100周年的主题，在建造实践中赓续红
色基因，彰显家国情怀，弘扬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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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在静安

大宁音乐广场上，

一台名为《心中的

歌声献给您———

庆祝建党百年红

歌》 的专场演出，

正式拉开了“第七

届上海街艺节”的

序幕。

图为开幕式

演出现场。

同济大学师生自编自导自演的原创话剧《铸诗成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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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选 6 每注奖金 173 元

体彩公报

蔡骏，1978年出生于上海，中国悬疑作家，出版畅销书30多本，

累计销售1400余万册。2019年起进行纯文学创作， 出版 《无尽之

夏》，2020年出版半自传体小说《春夜》。

秉承先驱遗志 共筑复兴伟业（上接第三版） 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

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

命运所系。

“新征程上，只要我们继续坚持和加
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 孙中山先生
振兴中华的夙愿就一定能实现。”孙必达
话语坚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是最
根本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让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杨
才林深有感悟。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人
历经百年艰苦奋斗， 让民族复兴进入不
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关键就在于找到了
符合中国实际、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
时代发展要求的道路。

“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 ”杨
才林说，“作为理论研究工作者，我们要深
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立足本职工作，做好理论阐释解读，为增

强广大干部群众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作出自己的贡献。 ”

“不断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
待，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习近平
总书记在大会上掷地有声的宣示，让湖南
省浏阳市乡村振兴事务中心主任罗永志
觉得浑身充满干劲。 近年来，在浏阳市党
员、干部的共同努力下，浏阳市实现了“国
贫县”到“百强县”的跨越。罗永志表示，将
继承和弘扬辛亥革命先驱 “天下为公”的
精神，在乡村振兴的新战场上，为让人民
群众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而不懈努力。

始终团结奋斗，迈步复兴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必须同

舟共济， 依靠团结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
风险挑战。

“从辛亥革命先驱们振兴中华的夙
愿到如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
标， 爱国主义精神这一思想内核穿越时
空、历久弥新。只有全体中华儿女团结起
来、共同奋斗，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
爱国统一战线， 才能不断取得新的更大
胜利。 ”9 日上午，民革贵州省委秘书长
李云霞准时坐在电视机前， 聆听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李云霞表示，作为一
名民革党员，自己将积极推动海峡两岸、

黔台两地交流交往， 在为助推贵州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的同时， 也为
祖国统一大业作出应有贡献。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以和

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 最符合包括台湾
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 ” 台湾
“中华两岸经贸投资文化教育协会”创会
会长、香港恒丰集团主席黄紫玉表示，作
为台商， 她将继续组织并资助台湾基层
民众与大陆的往来和交流， 为推进祖国
和平统一进程贡献力量。

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大
义所在，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从博士求学到参加工作，闽南师范大
学台籍教授施沛琳已在大陆生活了 10

年，研究闽台文化传播的她对于海峡两岸
间无法切割的历史文化渊源与血肉联系
有着深刻体会。“无论身在台湾还是大陆，

我们都不能忘记血脉中的根与魂。 ”施沛
琳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两岸
同胞都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共同创造
祖国完全统一、 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伟
业。 ”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9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