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色档案文献集中首发现场。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本报记者李婷 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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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

也是最好的清醒剂。 红色档

案文献蕴含党的初心使命 ，

是最接近于历史真实的宝贵

资料。

为发挥红色档案资源立

德树人、 以史育人的现实作

用， 《原版初心———党的出

版早期文献萃编》 《初心的

传承———中国共产党人的家

风》 《换了人间———共和国

记忆》 等一大批红色档案文

献在沪影印出版， 昨天集中

首发， 为 “四史” 学习教育

提供了生动素材。

党出版事业的
发源地！首次系统性
整理影印党在上海
的早期出版图书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

生地， 也是党的出版事业的

发源地和中心。 八册 《原版

初心———党的出版早期文献

萃编》 首次系统性地整理 、

影印党在上海的早期出版图

书 ， 从中甄选出一批具有

重要代表性和文献文物价

值的经典著作 ， 所用底本

多为初版本或较为稀见的

早期版本。

从收录的包括陈望道译

《共产党宣言》 在内的 15 种

书 目 的 出 版 时 间 看 ， 从

1920 年到 1930 年， 跨越了

党的创建、 大革命和土地革

命战争三个时期， 涵盖了新

青年社、 人民出版社、 上海

书店、 华兴书局等各个时期

党在上海最重要的出版和发

行机构 。 从书目的构成来

看， 囊括了党的早期图书出

版的主要类别： 即马克思主

义经典原著、 帮助学习马克

思主义和观察苏俄社会主义

革命的各种阐述与参考之

著， 以及中国共产党致力马

克思主义传播并应用于中国

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

探索。

专家指出， 从党的创建

到革命胜利， 上海始终是党

领导下的革命进步出版机构

数量最多、 出版人最多、 成果最多的红色出版高地。 此次影印

收录的图书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帮助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确立坚定信仰发挥了重要的

历史作用。 它们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在上海播撒革命火种的

一个侧面， 彰显了上海深厚的红色文化基因。

“这套书通过原生态出版物展示 ‘20 世纪中国思想界的

风云际会’。”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黄力之如是评价。 值得一

提的是， 丛书所收录版本与今日通行的马克思主义译本之间有

文本差异， 如 “有产阶级” 与 “资产阶级”、 “废止私有财产”

与 “消灭私有制”， 这为党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在红色家书记录的温情往事中，感受中国
共产党人平凡中的伟大

“国之本在于家， 家之本在于身。” 家风是一个家庭世代

相传的作风， 它不仅关系一人得失、 一家荣辱， 更关系党风、

政风、 民风。 由上海市档案馆编撰的 《初心的传承———中国

共产党人的家风》 以不同历史时期 31 位优秀共产党人特别是

老一辈革命家感人的家风故事为主线， 通过 240 余件档案资

料， 将一代又一代优秀共产党人的优良家风生动地呈现在读

者面前。

图集以 “家教家训 ” 为主题 ， 以 “家书 ” 为主要载体 ，

展现了中央档案馆、 上海市档案馆及上海、 江苏、 四川、 河

南等省市 20 余家档案、 文博单位珍藏的毛泽东、 周恩来、 刘

少奇、 朱德、 邓小平、 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彭湃、 俞秀松、

冷少农 、 李白 、 王孝和等革命先烈的红色家书 。 纸短情长 ，

字见风范， 这些永不褪色的珍贵家书， 承载着一代代共产党

人的优良家风， 显示了一代代共产党人强大的精神力量； 通

过讲述老一辈革命家、 革命先烈与亲人之间充满真挚情感的

亲情家事， 展现他们不为人知的一面， 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平

凡中的伟大。

同期首发的 《换了人间———共和国记忆》 则以中华人民共

和国 70 余年伟大历程纵向为轴， 汇集 《档案春秋》 杂志历年

精彩文章七十余篇， 讲述共和国宏大历史和动人故事。 其中，

新中国成立前后、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相关回忆与

介绍相当部分源于亲历者的口述和记录， 包括参与开国大典安

全保卫、 受阅飞行等活动亲历者的故事， 新中国第一次对外建

交高潮、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等具有纪念意义和首创性的事件回

顾， 也有以档案视角独家披露毛泽东著作海外出版、 《义勇军

进行曲》 由代国歌到国歌发展历程的重要文字记载， 集中展示

了 70 多年来共和国在政治经济、 军事外交、 科学教育、 文化

艺术等不同领域取得的突出成就。

业界专家认为， 这些文章或题材重大、 主题突出， 或角度

新颖、 论述精彩， 特别能引发新中国 70 多年这段历史亲历者

的情感共鸣和思想火花， 读者亦能从字里行间读出往昔岁月里

前辈们的光荣与梦想、 执著与牺牲。

■本报记者 沈湫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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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世代热衷的“科幻文学”期待触发现象级影视爆款
阅文平台上58%的科幻网文创作者为95后、00后，他们同时也是科幻阅读的主力

赛博修仙、 科幻种田、 古武机甲……

近年来， 科幻作品呈现井喷式爆发， 且传

统科幻母题在网络文学沃土上生长出一系

列新的融合写作方向。

根据日前发布的 《2021 科幻网文新趋

势报告》， 有超过 51 万创作者在阅文集团

平台上创作科幻网文 ， 比 2016 年增长

189%， 其中 Z 世代创作者崛起速度超乎想

象， 占比超过 58%； 同时， Z 世代也成为

阅读科幻的主力， 同比增长超 44%。

一直以来， 科幻都是作为 “圈地自萌”

的小众文学存在， 在 Z 世代的助力下， 这

一类型能否走向文学舞台中央？ 未来科幻

创作会有哪些新趋势？

科幻是科技时代的文学

“科幻题材不仅是线上火， 线下也很

火 。” 《科幻世界 》 杂志社副总编姚海军

说， “过去我们是找科幻看， 现在很多新

作品我们来不及看。”

姚海军认为， 科幻题材的 “火爆” 与

时代发展密切相关， 因为科幻的本质是提

出各种发展的可能性， 如果人们生活在一

个缓慢发展的时代， 那么科幻作品就不会

如此兴盛。 反言之， 如果人们生活的世界

日新月异， 也就有了催生科幻文学的土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科幻是科技时代的文

学。” 他说。

中科院宁波材料研究所先进制作所副

所长张文武既是科学家又是科幻作家， 在

他看来， 科研人员写科幻有先天优势， 因

为科研需要打破常规， 而科幻恰恰是最奔

放的思维活动。 常规动力飞行器从地球飞

到火星需要 180 天， 如果想携家人去火星

过 “小长假 ”， 什么样的动力可以七天飞

到火星呢？ 这既是张文武科幻作品中的情

节， 也是他的研究方向。 受益于小说创作

中迸发的灵感 ， 他正在研究光子发动机 ，

目前已获得了三项授权专利。

有意思的是， 现实生活中的科技进展

对科幻网文的 “带货” 效应明显。 据阅文

集团统计， 《流浪地球》 上映后， 该小说

的订阅人数增长约七倍， 收藏人数增长六

倍；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后的一

周， 科幻类别作品的日均阅读人数较前一

周增长 20%。

“舶来品”科幻越来越有
“中国味”

从 2003 年描写星际文明的 《小兵传

奇》 开始， 科幻网文在国内已经发展了近

20 年 ， 衍生出无数题材 。 阅文集团副总

裁、 总编辑杨晨观察发现， 经过大浪淘沙

式的发展和迭代， 科幻网文已经涌现出一

批具有本土特色的创作流派。

比如， 人类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是

科幻作品中的一个常见题材， 西方将之称

为 “废土”， 其作品多为描述人类如何在尔

虞我诈的世界生存下去。 但在国内的网文

创作中 ， 相同背景却发展出 “重建文明 ”

流派， 作家更多着墨于人类如何互帮互助，

艰难求生。 而早在 2007 年开创 “无限流”

的 《无限恐怖》 一书， 将仙家符箓视作刻

蚀某种尚未破解电路的芯片后， 这一概念

便在多本科幻网文中被广泛引用。

写科幻的人变了， 看科幻的人也在变。

阅文集团 “大神作家” 天瑞说符在其硬核

科幻作品 《我们生活在南京 》 的开头中 ，

描述了一段 “麦克斯韦妖方程” 的具象表

现。 有意思的是， 不用作者再费笔墨介绍

什么是麦克斯韦妖， 马上就会有 “野生课

代表” 将知识小贴士整理、 记录在行文旁。

“我的读者群以 90 后居多， 我真切感

受到他们是一个眼界开阔、 知识储备丰富

的群体， 只要合理地安排情节， 读者会自

己讨论科学知识， 甚至会形成科普 ‘氛围

组’。” 天瑞说符说。

杨晨表示，因为无需像老科幻作家一样

解释科学知识，如今的科幻网文越来越“硬

核”， 与线下出版的科幻作品之间的界限日

趋模糊，读者关心的就是故事好不好看。

与此同时， 动漫、 电影、 游戏等载体

进一步增加了科幻作品的普及力度。 科幻

学者姜振宇发现， 许多 “三体迷” 并没有

看过刘慈欣写的 《三体》， 而是 《三体》 动

画改编作品 《我的三体》 的粉丝。

科幻影视何时再现现象级爆款

无论是科幻圈里的 “大家长” 姚海军，

还是 B 站、 优酷等制作与播放平台， 都对

中国科幻的未来充满信心。 在科幻创作日

趋繁荣的当下 ， 科幻影视何时才能再现

《流浪地球》 式的爆款呢？

B 站副总裁张圣晏表示， 一部作品想

要在年轻人群中火起来 ， 一要有想象力 ，

二要审美在线。 在 B 站上有一部科幻动画

《灵笼》， 仅有 16 集的它 “慢吞吞” 地播放

了两年， 仍收获了 4.5 亿播放量 ， 吸引无

数人 “追更”， 靠的就是不俗的美术表现力

和完整的剧情架构。

“《阿凡达》 拍摄前构造了 ‘潘多拉星

球’， 《流浪地球》 编纂了 100 年地球史，

想要构造一个真实可信的科幻世界门槛很

高， 影视爆款需要的是整个工业体系的支

撑。” 优酷剧集中心总经理谢颖说。

姚海军则认为， “我们有许多优秀科

幻作品， 可能目前缺的是好的编剧。”

越来越多的科技工作者“跨界”写科幻，

阅文集团大力扶持科幻网文作家，优酷平台

看好科幻剧市场……这场对话中透露出的

一连串信息无不指向一个方向：中国科幻已

处于“爆发前夜”，正等待“临门一脚”。

“简牍之最”先秦佚籍揭示
战国时代所认识的天人体系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壹）》发布

本报北京 12 月 16 日专电 （驻京记者

李扬） 战国时期的人们对人体结构有着怎

样的认知？ 又是如何构建宇宙体系的？ 16

日，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拾壹）》 成果

发布会在清华大学召开， 其中收录的长篇

战国竹书 《五纪》 是前所未见的先秦佚籍，

篇幅巨大 ， 借托后帝之口 ， 以五纪 （日 、

月、 星、 辰、 岁）、 五算为中心， 确立了天

地万物的常规、 法度。

据介绍，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拾

壹）》 收录长篇战国竹书 《五纪》。 该篇凡

130 简 ， 全篇内容基本完整 ， 总字数近

4500 字， 是前所未见的先秦佚籍， 篇幅巨

大， 可称出土简牍之最。 《五纪》 将星辰

历象与礼、 义、 爱、 仁、 忠五种德行， 天

神地祇所司所掌一一相配， 而更大篇幅则

集中于与之对应的人事行用， 涉及树设邦

国、 礼仪祭祀、 人伦德行、 土工百物、 兵

戎战事、 生育繁衍、 人体疾祟等各个方面。

全篇构建了宏大而复杂的天人体系， 可说

是先秦时期对天人关系认识的综合与总结。

《五纪》篇涉及《尔雅》所载斗建十二月

名、二十八宿，也涉及黄帝战蚩尤等神话内

容。 该篇始论历数，终归人事，规模宏大，结

构严整，层次丰富，意蕴浩繁，对于古代天文

历数、国家治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是新发

现的一篇关于先秦思想文化史的重要文献。

《五纪》篇的刊布，将为先秦史学界提供一篇

重要的思想文献，也为社会各界了解中国古

代天人观念提供宝贵的出土文献资料。

发布会上，上海辞书出版社、中西书局

社长秦志华介绍了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拾壹）》的编辑、出版情况。清华大学出土文

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四位青年教师马楠、贾连

翔、石小力、程浩对简文内容进行了解读。

“清华简” 于 2008 年入藏清华大学，

在李学勤先生、 黄德宽先生的相继带领下，

整理报告目前已顺利出版十一辑， 整理团

队也逐渐形成了老中青结合的学术梯队 ，

整理工作的高效率、 高质量得到学界广泛

赞誉， 也受到海外汉学界高度重视。

发布会上，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

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教授表示， 清华简整

理研究已进入到最后的攻坚阶段， 中心团

队将克服困难， 保证每年一辑的整理出版

进度， 不负社会与学术界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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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小剧场何以在上海孕育出“戏曲大码头”（上接第一版）上海戏曲艺术中心与本报联合

举办“小剧场戏曲节”，并用七年时间，在上海

“演艺大世界”打造了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文化“金字招牌”。

“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千方百计！ ”谷好

好的感慨， 道出了七年间探索这一平台的不

易。 尽管受到小剧场话剧影响，十多年间，戏

曲界不乏青年人对于小剧场戏曲的零星探

索，然而对于“什么是小剧场戏曲”“小剧场戏

曲创新何在”等命题，尚未形成业界共识。 在

这一情况下，不要说创办一个节，哪怕是带有

自主自觉的小剧场意识创作一部新剧， 都是

超前。主办方最初发出召集令之时，不仅戏曲

创作者无本可依、创新意识不足，缺少动力；

习惯“大戏”思维的文艺院团，也鲜少愿意花

精力制作小剧场戏曲。

即便如此，主办方始终坚信：小剧场是传

统戏曲培育青年主创、 培育青年市场最好的

杠杆。为此，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没有降低入选

标准， 在全国范围遴选优质作品作为创作标

杆； 另一方面通过委约等机制自主培植优秀

作品，不断深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的理念。 于是有了首届展演中，梨园戏《御碑

亭》、京剧《十两金》、昆剧《夫的人》等一批作

品“横空出世”，不仅在业界产生巨大反响，更

极大地激励了戏曲人———小剧场戏曲，可行！

通过七年坚守与实践，再不见“大戏改小”

“折子搬家”这样的“创作偏航”，而是形成小剧

场戏曲创作的三条正途：一是以当代思想解读

戏曲传统文本，如黄梅戏《玉天仙》、梨园戏《御

碑亭》；二是用戏曲重述莎士比亚、契诃夫、尤

内斯库、鲁迅等中西方文学家经典著作，如京

剧《小吏之死》、川剧《马克白夫人》、昆剧《伤

逝》、淮剧《孔乙己》等；还有的，则是另起炉灶

的全新原创，如京剧《碾玉观音》、昆剧《长安

雪》。 而不论主创在三条路径中走出了怎样的

创新步伐，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唯有现

代思考与现代视角，才是激活传统戏曲当代发

展、让青年市场拥抱传统的不二法门。

开放、创新、包容，“大上海”
成为“小剧场”的福地

“小剧场戏曲展演，只有上海能做，也只

有上海做得好！ ”每年戏曲展演，在全国各地

的专家学者、戏曲院团和青年观众那里，总能

听到这句话。何止是小剧场戏曲？不管是从安

福路启航的小剧场话剧， 还是眼下在亚洲大

厦中爆发式发展的小剧场音乐剧， 上海的小

剧场人才济济、活力涌流，令无数小剧种、小

团队、小作品在上海萌发、繁荣，最终赢得全

国瞩目、走向世界舞台。 更进一步，上海临难

不避，善于实现“从 0 到 1”的积累，汇聚点滴

力量壮大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生力军。

“大上海”何以成为“小剧场”的福地？

因为只有上海的开放，才能为“小”敞开

怀抱，让再小的星尘都能在“大上海”这一平

台释放巨大能量。从第一届的梨园戏，到此后

的高甲戏、花灯戏、汉剧，再到今年的蒲剧，每

一届小剧场戏曲展演， 都特别注意将稀有濒

危、或是未在上海亮相过的小剧种纳入视野，

借由这一平台将其介绍给懂戏、 爱戏的上海

观众。 七年里，梨园戏几乎年年来沪，不仅在

上海收获一批忠实拥趸， 还获邀献演首届香

港小剧场戏曲展演。

因为只有上海的创新，才愿为“小”呵护

培育， 使得方寸舞台的实验有机会推动整个

行业的变革发展。“上海是我小剧场戏曲梦的

启航地！”七年前，受上海昆剧团邀请创作《夫

的人》之前，戏曲编剧余青峰从业多年，经手

50 多部大戏，却从未尝试过小剧场戏曲。 可

就是这样一次参与经历，在实践与观摩后，他

与小剧场戏曲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几年间，

他不仅将妻子屈瞾洁吸引到小剧场戏曲创作

中， 他自己也完成了从编剧到出品人的身份

转变。 这些年，他深耕小剧场戏曲市场，接连

制作四部黄梅戏小剧场作品。 其中《玉天仙》

已累计演出超过 130 场。这个数字，甚至远超

不少戏曲新创大戏。如今，他驻扎西溪天堂艺

术中心，希望进一步推广、实践在上海学习、

探索而来的先进小剧场戏曲理念。

因为只有上海的包容，才可为“小”搭台

架梯，推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同样是凭借一

部《玉天仙》，主演夏圆圆得以斩获上海白玉

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 实现小剧场作品

拿下戏剧大奖“零的突破”。 第二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期间， 一场以昆曲演绎法国作家

尤内斯库作品的昆剧《椅子》，为中法两国元

首夫妇上演，收获高度赞誉。而这正是小剧场

平台孕育的作品。几年间，该剧不仅亮相俄罗

斯和阿尔巴尼亚， 更成为阿尔巴尼亚戏剧节

组委会指定的开幕演出。

“小剧场可能是一条崎岖小路，我们不妨

走走看。”参演小剧场时，年逾古稀的文华奖、

梅花奖得主黄新德曾这样说。七年后，这条崎

岖小路，正在上海的引领下，成为戏曲传承发

展的一条康庄大道。

■ 长篇战国竹书《五纪》是前所未见的先秦佚籍，篇幅巨大，可称
出土简牍之最。《五纪》借托后帝之口，以五纪（日、月、星、辰、岁）、五
算为中心，确立了天地万物的常规、法度 制图：冯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