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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扶持文艺创作 讴歌反映新时代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今年项目资助申报今启动

本报讯 今年第一期上海市重大文

艺创作项目和上海文化 发 展 基 金 会 资

助项目申报评审工作今日启动 。 《上

海文艺创作重点选题推荐 》 以 及 相 关

的 “申报通知 ” 和 “答 申 报 者问 ” 也

于今天发布。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项目资助的宗

旨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和 《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

义文艺的意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引领， 坚持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 制作

精良相统一 ， 坚持把社会效益 放 在 首

位， 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鼓励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讴歌党、 讴歌祖国、 讴歌人民、 讴歌英

雄， 努力创作更多在人民中能传之久远

的精品力作，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精神文化需求。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作为上海市资

助文艺创作和公益性文化活动的重要平

台， 通过专家评审遴选资助项目， 发挥

项目资助对文艺创作的激励和 引 领 作

用。 今年三月修订并经市委宣传部审定

的 《上海文艺创作重点选题推荐》， 再

一 次 重 点 推 荐 七 个 方 面 的 创 作 选 题 ：
一、 “中国梦” 主题项目； 二、 “爱国

主义” 主题项目； 三、 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项目； 四、 重大革命和历史题

材项目； 五、 上海特色题材项目； 六、
文化 “走出去” 项目； 七、 青少年题材

项目。
在今天发布的 “答申报者问” 中，

又进一步明确了对今年上海文艺创作的

重点扶持项目： 在文学方面， 重点扶持

革命历史题材、 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和

长篇报告文学创作； 在音乐方面， 重点

扶持反映时代风貌、 具有中国特色的交

响乐创作、 中国民族歌剧创作， 以及有

关 “中国梦” 主题的歌曲创作； 在戏剧

曲艺方面， 重点扶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具有上海文化特色， 兼具红色文

化、 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底蕴的戏曲作

品； 在电视连续剧、 网络剧、 广播剧方

面， 重点扶持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

题材的创作 ， 尤其 是 反 映 新 时 代 深 入

改革开放和时代新风貌的作品 ； 在 美

术方面 ， 重点扶持有关庆祝中 国 共 产

党 100 周年大型 美 术 创 作 工 程 的 相 关

创作 ， 以及反映时代风采等 现 实 题材

的相关创作。
为了更好地引领和服务文艺创作主

体的创作策划和生产， 今年基金会对重

大文艺创作选题孵化研发项目的资助，
除了舞台创作选题和美术创作选题外，
又增设了文学创作选题的孵化 研 发 项

目， 以进一步推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

现实题材的长篇文学创作。
为了加大对青年编剧的培养和扶持

力度， 基金会经专题调研， 并报市委宣

传部领导同意， 从今年起， 青年电影编

剧项目将纳入下半年度申报受理的 “促
进上海电影发展专项资金” 资助项目，
这一方面可以加大对青年编剧电影剧本

创作的扶持力度， 同时对青年编剧的电

视剧、 广播剧和舞台剧创作项目的资助

资金和力度也将相应大幅增加。 同时，
还增加了青年编剧的 “创作选题孵化”
项目资助 ， 青年编剧计划创作 的 舞 台

剧、 电视剧和广播剧的选题都可以申报

选题孵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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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跪读素书”，回望革命先烈
丰富真实的内心世界

八集纪录片《珍物·革命家书》解读俞秀松、恽代英、邓中夏、
陈毅、王若飞、殷夫、刘愿庵、孙晓梅等八位革命者的家书

用纸笔来写一封书信的时代正在

远去 ， 如今的 青 年 人 很 难 体 会 旧 时

“家书抵万金” 的珍贵。 而近期一档

纪实类节目却将情感真挚的家书与革

命者的心路历程相结合， 在清明到来

之前， 让观众在 “长跪读素书” 的久

违深情中缅怀革命先烈。
昨天， 八集纪录片 《珍物·革命

家书》 开始在上海纪实频道播出。 节

目展现了俞秀松、 恽代英、 邓中夏、
陈毅、 王若飞、 殷夫、 刘愿庵、 孙晓

梅等八位革命者的家书， 同时邀请专

家学者、 主人公后代分享写信者的心

路历程， 揭开信中蕴藏的动人往事与

壮丽人生。

重返战火纷飞的年代，
品味字里行间的深情

《珍物·革命家书》 于尘封的历

史中采撷八封家书。 制片人陈菱告诉

记者， 节目中选取的部分私密信件是

首次向世人公开， 那些革命者写给最

亲爱的人的家书中， 往往蕴含着一个

个牵动人心的故事， 一幕幕耐人寻味

的历史细节。
其中 ， 1933 年邓中夏烈士写给

妻子李瑛 （夏明） 的家书便是代表。 这

封由李瑛儿媳桂琪女士提供的书信之前

曾发表过， 这次是第一次以手稿的形式

亮相荧屏。 在这封夫妻彼此互称“兄妹”
的信件中藏着一段乱世中的曲折爱情。
当年李瑛被捕入狱， 在收到妻子入狱半

年后的第一封来信后， 邓中夏写下了这

封信件。 一开始他表达了对妻子半年来

音讯全无的焦虑， 之后又事无巨细地关

注起妻子狱中的吃穿用度， 甚至鼓励安

慰妻子将监狱看做 “极好的研究室 ”，
定下心来好好学习知识。 夫妻间的思念

之情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洋溢于纸上。
原来， 邓中夏比妻子李瑛大十多岁， 他

不只是丈夫， 更是李瑛的兄长般的革命

领路人， 而半年来妻子不曾来信， 其实

是为了保护丈夫的安全。可惜的是，在写

下这封信后不久， 邓中夏亦被捕并在狱

中被叛徒出卖。法庭提审李瑛，让她出庭

指认丈夫。 这个相见却不能相认的虐心

一刻竟成了夫妻俩的诀别时刻， 不久后

邓中夏便英勇就义， 令人扼腕叹息。
都说革命者铁骨铮铮， 不少家书中

却能够看到英雄们内心深处的种种柔情

与不舍。 1930 年的一天夜晚， 35 岁的

共产党人刘愿庵在牺牲的前一夜， 为爱

人写下一封 “来自刑场的情书”。 被叛

徒出卖后被捕的刘愿庵遭受酷刑但顽强

不屈， 唯有爱人是心中的柔软之所。 他

在信中写道： “自从被捕以后， 从来没

有想到你， 因为实在不敢想起， 想下去

会令我减少勇气， 我也望你不要时刻想

起我。” 在即将到来的死亡面前， 他慷

慨而镇定， 甚至鼓舞爱人 “不要伤痛，
努力工作， 我在地下有灵， 时刻是望着

中国革命成功， 而你是这中间一个努力

工作的战斗员！”

从笔尖到心头，看英雄为
何起航，信仰如何乘风破浪

在这些革命者直抒胸臆的家书中，
信仰的光芒从心头蔓延到笔尖纸上。不少

家书中寄托着书写着的理想与初心，这种

无声的力量以笔墨这一古老而隽永的方

式留存下来，跨越时代，照耀当下。
“父亲， 我的志愿早已决定了： 我

之决志进军队是由于目睹各处工人被军

阀无礼的压迫， 我要救中国最大多数的

劳苦群众， 我不能不首先打倒劳苦群众

的仇敌———其实是全中国人的仇敌———
便是军阀。” 上世纪 20 年代， 一位进步

青年， 在给父母的家书中写下这样一段

话， 心系苍生的崇高理想取代了嘘寒问

暖和儿女情长， 他写道： “做官是现在

人所最羡慕最希望的， 其实做官是现在

最容易的事， 然而中国的国事便断送在

这般人的手中！” 这位青年人便是中国

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俞秀松， 在这封

慷慨激昂的家书中， 足以照见一位革

命者为何起航， 又是如何凭借信仰乘

风破浪。
当 革 命 理 想 与 现 世 亲 情 相 互 冲

突， 身处乱世的个体应该如何面对。
翻译出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的左翼作家殷夫的书信中便藏着一个

特殊年代中关于抉择的悲伤故事。 长

兄如父， 幼年丧父的殷夫常年受到大

哥的照顾。 在殷夫逐渐意识到国民党

政府的腐败后， 毅然与身为国民党高

官的大哥决裂。 他在给兄长的诀别信

中写道： “你是失望了， 我不但不会

‘觉悟’ 过来， 不但不会有痛苦扼住

我的心胸 ， 不 但 不 会 投 降 到 你 们 的

阵营中来 ， 却 正 正 反 反 ， 我 读 了 之

后 ， 觉得比读 一 篇 滑 稽 小 说 还 要 轻

松 ， 觉 到 把我生命苦苦 地 束 缚 于 旧

世界的一条带儿， 使我的理想与现实

不能完全一致地溶化的压力， 终于是

断了 ， 终于是 消 灭 了 ！ 我 还 有 什 么

不快乐呢？”
正如制片人陈菱所说， 本片想表

达的， 并不是决裂后的政治立场的选

择， 而恰恰是政治立场选择前提下，
亲情的不得不割舍之痛。 这才是历史

的真实， 也是革命者丰富的内心世界

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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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从 被 捕 以 后 ， 从

来没有想到你 ，因为实在不

敢想起，想下去会令我减少

勇气，我也望你不要时刻想

起我。 ”这是刘愿庵在狱中

写给妻子的书信。 重读革命

者写给至亲至 爱 者 的 八 封

家书 ， 重温一 个 个 牵 动 人

心的故事 ， 回 望 一 幕 幕 磅

礴壮丽的历史画卷。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获赠陈毅珍贵遗物
免费开放首日接待观众6200余人次

历经两年多的精心整修， 位于南

京西路 325 号的原跑马总会大楼重新

响起了钟声。 沪上唯一一座综合反映

上海地方历史的博物馆———上海市历

史博物 馆 （上 海 革 命 历 史 博 物 馆 ）
（以 下 简 称 上 历 博 ） 昨 天 在 此 全 新

揭幕 。 市民们 从 四 面 八 方 前 来 ， 赶

在第一时间进 馆 参 观 。 据 统 计 ， 开

馆 首 日 ， 该 馆 共 接 待 观 众 6200 余

人次 。

6点不到， 市民便赶来
排队等候参观

早上 8 点不到， 上历博门口就排

起了长达几十米的队伍。 家住黄浦区

的张蓓芬排在第一个， 早上 5 点零 5
分她就出门了， 错过了早班公交， 便

一路步行过来， 到达上历博门口时还

不到六点钟。 她用手机拍下了晨曦中

这栋有着 80 多年历史的优秀建筑的

美丽轮廓 。 “我的外 婆 曾 住 在 这 儿

附近 ， 曾经一 直 从 门 前 经 过 ， 一 路

看着它从上海 图 书 馆 、 上 海 博 物 馆

变成上海美术 馆 ， 现 在 又 变 成 了 上

海市历史博物 馆 ， 我 一 定 要 再 来 看

看。” 张蓓芬说。
市民梅先生特地带来了上世纪 90

年代上历博的明信片。 他说， 兜兜转

转了这么多年， 上历博终于有了固定

陈列馆址， 不容易。 “这是我们这座

城市自己的博物馆， 很多游客从外地

来看， 作为上海市民更应该来， 而且

要常来。”
9 点一到， 市民们有序地进入东

楼的基本陈列展厅。 这幢承载着几代

上海人记忆的建筑虽几经改造， 但立

面与室内装饰 还 留 有 不 少 精 美 的 痕

迹。 一楼序厅内的两尊铜狮， 成为参

观的焦点。 它们曾摆放在上海汇丰银

行大楼的门口， 见证了上海的沧桑变

迁 。 77 岁的唐先生说 ， 自己童年时

曾经在旁边玩耍， 铜狮身上的每一寸凹

棱他都无比熟悉。
沿着参观路 线 往 里 走 ， 百 子 大 礼

轿 、 6000 年前的上海文化遗存 、 抗英

英 雄 陈 化 成 督 造 的 振 远 将 军 铜 炮 、
《共 产 党 宣 言 》 的 首 个 中 文 全 译 本 等

1100 余件重量级文物依次亮相 ， 为人

们系统呈现上海从远古到近代 6000 年

的历史脉络 。 它们中有 80%为首次 公

开亮相， 其中珍贵的一级文物多达 100
余件。

展厅的基本陈列还注重新媒体及视

觉技术的应用， 在多个区域设置了互动

展项 。 比如一楼的多媒体互动 数 字 展

墙， 可容纳 30 个人同时操作， 展现了

自古以来上海的海岸演变、 市镇分布、
行政区划等变迁， 堪称一部上海简史。
在 “百年校歌” 互动区， 观众争相试听

上海各个小学、 中学、 大学的校歌。 就

连大世界的剧院也 “搬来了”， 不过是

袖珍版的， 大幕会定时拉开， 回响起老

上海当时流行的沪剧、 评弹等。

50余件珍贵陈毅遗物入
藏上历博

开馆首日， 上历博还迎来了一批特

殊的观众———在开幕式上， 陈毅家属向

该馆捐赠了 50 多件珍贵文物。 “父亲是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的第一任市长，他生

前使用过的不少物件都与这座 城 市 有

渊源”。 家属代表、陈毅之女陈珊珊如是

表达了此次捐赠的初衷。她介绍说，这次

捐赠的文物中， 大多是陈毅和夫人张茜

在上海期间使用过的，比如钢琴、钢丝录

音机、收音机、唱片机等。有些则与上海有

着特殊缘分，比如，陈毅担任外交部长时，
夫人张茜随他一起出访时穿的不少旗袍，
便是由上海鸿翔时装公司制作的。

此次捐赠的文物中， 还有两盒陈毅

用过的围棋。 “抗战年代，父亲经常要出

去打仗，棋盒不方便携带，他便用两个袋

子装围棋，一袋白棋，一袋黑棋，挂在马背

上。 ”陈珊珊透露，此次捐赠的这两盒围

棋，是陈毅在延安期间和国际友人———
米勒大夫及夫人下过的， 小小围棋，见
证了陈毅热爱传统文化的一面。

陈毅喜欢诗词和文章， 非常重视

文化方面工作。 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

承源曾告诉陈珊珊， 该馆初建时曾向

陈毅市长征询文物收集方向， 陈毅给

出的建议是： 青铜器。 这句话一定程

度上奠定了上海博物馆的馆藏特色。
“对上海的建设， 父亲倾注了很大的

心血， 所以我们很愿意把他的遗物留

在这座他热爱的城市。” 陈珊珊说。
为了回馈这份慷慨， 上历博特意

在该馆西楼推出了 《陈毅与上海》 文

物文献展， 以陈毅一生的经历为主线

索， 叙述陈毅与上海的渊源以及他为

上海城市建设与发展作出的贡献。 这

是该馆首批推 出 的 四 个 临 时 展 览 之

一， 其他三个分别是： 铭记初心———
《 共 产 党 宣 言 》 史 料 展 、 钟 声 再

起———新馆馆址的前世今生、 上海城

市记忆馆藏油画展。

■本报记者 李婷

左图： 刘愿庵烈士就义前写

给姐夫的信， 字迹中依旧透露出

心平如水的气魄。
右图：刘愿庵烈士摄于临刑前。

（均刘愿庵家人提供）

上海市历史

博物馆昨天正式

向公众开放。 陈

毅元帅家属捐赠

的一批珍贵文物

集中亮相 “陈毅

与上海———陈毅

同志生平图片史

料 展 ”， 叙 述 陈

毅与上海的渊源

以及他为上海城

市建设与发展作

出的贡献。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今日中国乡村迎来的生机，
堪称一部伟大史诗

茅盾文学奖得主、作家阿来携长篇小说
《机村史诗》来沪畅谈创作：

“一个作家不管聚焦何种题材，
重要的是要对语言有追 求 ， 对 所 呈

现的对象有一点点超越 性 。 现 实 主

义书写， 不是简单拿个 DV 跟着现实

热点跑， 或全盘照拍。” 日前， 知名

作家 、 茅盾文学奖得主 阿 来 携 长 篇

小说 《机村史诗 》 六部 曲 亮 相 思 南

读书会 ， 与沪上读者们 分 享 创 作 经

验 ， 并 笑 着 “许 下 承 诺 ” ———只 要

健康允许 ， “我会再接 着 写 两 本 乡

村小说 ， 以十年为一个 单 元 ， 写 写

新世纪农村的新变化”。
《机村史诗》 是阿来 2005 年出

版的小说 《空山 》 新版 ， 由 阿 来 重

新拆分命名 。 有读者形 容 ， 《机 村

史诗》 就像 “六片花瓣”， 由 《随风

飘 散 》 《 天 火 》 《 达 瑟 与 达 戈 》
《荒芜》 《轻雷》 和 《空山》 六本书

组成， 每 部 又 分 别 由 一 部 小 长 篇 、
事 物 笔 记 和 人 物 笔 记 共 同 构 成 。
这 部 以 花 瓣 式 架 构 编 织 的 藏 族 村

庄 当 代 编 年 史 ， 日 前 由 浙 江 文 艺

出 版 社 推出 。 评论家 李 敬 泽 曾 说 ，
“ 《空 山 》 写 藏 区 ， 阿 来 按 下 云 头 ，
写了人的世界 。 人 有 大有小 ， 但终

究都是人， 承受着与我们内容相同、
但 前 提 和 节 奏 不 同 的 现代历史 。 画

神容易画人难， 《空山》 比 《尘埃落

定》 难。”

对于文学来说，人是出
发点，也是目的地

美 国 批 评 家 哈 罗 德·布 鲁 姆 曾

说 ： “倘若遵照荷马 、维吉尔 、弥尔

顿创作史诗的标准，我们现今已没有

可称为史诗的体裁 。 ”但他又在 《史

诗》批评集中，把《白鲸》《追忆似水年

华》和《源氏物语》等作品也纳入了史

诗范畴 ，并重新定义史诗为 “英勇地

整夜搏斗 ，拖住死亡天使 ，以求赢取

更长的生命赐福”。 作家阿来很欣赏

这个说法，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乡村迎来今天的生机，确实也可

称为一部伟大的史诗。
如何 在 小 说 中 呈 现 这 生 机 中 的

波澜壮阔 ？ 《机村史诗 》 小 说 的 主

角正是一座名为机村的村庄， “机”
是一个藏语词的对音 ， 藏 语 里 一 种

叫嘉绒语的方言里的词 ， 意 思 是 种

子 ， 或根子 。 在阿来心 目 中 ， 他 写

《尘埃落定 》 《机村史诗 》， 是下定

决心要写出 “史诗意味 ” 的 ； 即 便

这样 ， 写完后仍 “觉得意犹未尽 ”，
发现小说中还有部分情 节 和 人 物 能

单独拎出来再写中短篇。
比如《尘埃落定》写了一个银匠，

但没有充分展开， 阿来念念不忘，后

来创作了短篇代表作 《月 光 下 的 银

匠》。 “虽然小，但我觉得精致，有趣。 ”
他 很 赞 成 米 兰·昆 德 拉 所 说 的 “文

学也有一点游戏性质 ”，这不是 大 家

通常理解的玩耍 ， 而是 指 比 较 高 级

的智力空间里的语言切磋 。 在他 看

来 ，如 果纯粹追求意义和思想 ，可以

直接研究哲学、历史、人类学等，但它

肯定不是小说的首要任务。

“对于文学来说，人是出发点，也

是目的地， 不能离开人。 我偏执地认

为，小说的深度不是思想，而是体现在

情感的深度，体验的深度。 ”他说，“文
学，有文学自己承担和擅长的功能。 ”

在诗意刚露头时就紧
紧抓住，不让它堕入琐碎中

资深编辑叶开说，《机村史诗》在

文体探索上呈现出强烈的开放结构，
不是封闭的，“开放结构散发的气息，
属于活生生的五味俱全的世界，声音、
色彩、 香味等都交融在一起。”

的确， 这部小说以破碎的变动结

构对应不断重组的乡村， “花瓣式”
本身也成了某种隐喻。 “因为这 50 年

中，在乡村，没有一个人或一种人，或

一个家族， 像长河小说中那样始终处

于舞台的中心。”阿来说，“如果我要以

变化的村庄为主角， 就得随时去踪迹

那些因时因势成为中心， 或者预示着

乡村变迁方向的新的人物。”
“写作中， 尤其需要把握的还是

文学的诗意， 诗意在语言的构建当中

自然而然会产生， 它一露头就得紧紧

抓住。 如果诗意闪烁一下就消失， 就

会堕入琐碎的、 庸俗的世俗当中， 失

去了意义。” 阿来强调， 书写现实的

过程中， 需要作家从现实中提炼捕捉

诗意。 “我不反对现实主义， 但是我

坚 决 反 对 把 现 实 主 义 等 同 于 照 相

式———拿 个 DV 就 跟 着 人 屁 股 后 面

拍， 要特写有特写， 要中景有中景，
如果要大全景就放个无人机在天上，
什么景观都可以看到……但如果文学

只有这种亦步亦趋功能的话， 其实是

文学的自我取消。”
小说为什么能够存在？ 文学有什

么神奇的魅力？ 阿来接连抛出几个问

号， 他的答案是， 文学书写的能力恰

恰在于， 能够在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构

建一个能够超越、 甚至是迥异于现实

的世界， 但又能观照当下。 “正如我

的写作， 不是为了渲染这片高原如何

神秘， 渲染高原上的民族生活得如何

超然世外， 而是为了祛除魅惑， 告诉

这个世界， 这个族群的人们也是人类

大家庭中的一员。 他们最最需要的，
就是作为人去生活。”

作家阿来 《机村史诗 》 六部曲 ，
由 《随风飘散》 《天火》 《达瑟与达

戈》 《荒芜》 《轻雷》 《空山》 六本

书组成。 （浙江文艺出版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