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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更好利用上海红色文化资源传承革命精神
张志丹 马振江

又到清明时节， 人们纷纷走进烈士

陵园， 祭奠英雄， 缅怀先烈。 上海是中

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拥有独特的红色文

化资源和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 如何更

好地利用上海红色文化资源来传承革命

精神？ 笔者认为， 讲好上海红色故事就

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和切入点。

讲故事就是讲事实、 讲形象、 讲情

感、 讲道理。 信息时代， 谁的故事能打

动人， 谁就能拥有更多受众、 实现更好

传播。 从一定意义上说， 红色文化传播

的效果直接取决于讲故事的能力和水

平， 取决于选择什么样的故事载体、 采

取什么样的讲故事方式。

这提示我们， 讲好上海红色故事 ，

首先需要盘清上海红色文化 “家底 ”。

近年来， 上海深入推进 “党的诞生地”

发掘宣传工程， 不断完善发掘保护和宣

传教育体系 ， 弘扬红色文化 ， 2018 年

上海红色文化地图正式发布， 上海的红

色文化资源和红色带宽、 红色风貌一目

了然， 这为讲好上海红色故事奠定了扎

实的基础。 但是， 从目前搜集整理的现

状看， 有关红色故事的发掘以及利用仍

存在巨大空间。 进一步讲好上海红色故

事应聚焦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讲好中国

共产党在上海创建的故事； 二是讲好中

国共产党在上海革命的历史经验和优良

传统的故事， 其中， 最为突出的是党在

上海革命过程中的群众工作与统战工

作， 这些方面的历史实践给我们留下了

宝贵的经验 ， 值得我们深入挖掘与学

习； 三是讲好上海改革开放的故事。

讲事实才能说服人， 讲形象才能打

动人， 讲情感才能感染人， 讲道理才能

影响人。 不断丰富教育资源的同时， 还

要创新教育载体， 改进话语方式， 不断

强化教育功能。 讲好上海红色故事， 是

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系统工程， 因此需

要做好研究、 传播、 教育和协同工作，

务求实效。

———利用专家的力量， 研究和凝练

出好故事， 注重细节和故事的丰满， 提

炼挖掘出好思想、 正能量， 以此作为讲

故事的理论支撑。

———营造一个 “人人愿意讲， 人人

以此为自豪” 的氛围。 充分利用媒体平

台， 尤其是要发挥新媒体的作用， 掌握

好传播的时、 度、 效， 将讲好上海红色

故事与大中小学思政课 、 思想政治工

作、 精神文明建设等有机结合， 让红色

故事的价值充分彰显。

———建立一套贯穿大中小学的红色

文化教材体系和教育体系， 从而使红色

故事深入人心。 同时以展陈、 广播、 文

创、 雕塑等各种形式使得红色故事进城

乡社区。

———加强学校、 媒体、 社区与企事

业单位、 政府之间的联动。 讲好上海红

色故事不能唱 “独角戏”， 更不能坐而

论道， 纸上谈兵， 而应加强各部门、 单

位之间的互联互通， 发挥红色故事传播

的联动效应。

———加强讲故事的效度， 防止将红

色故事肤浅化、 娱乐化、 庸俗化等形式

主义的偏向 。 要树立精品意识 ， 精心

“备课”， 克服讲故事过程中的历史虚无

主义或形式主义的倾向。

百年复兴， 产生了多少惊天泣地的

故事。 正如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所言，

一个个红色故事组成一幅中国革命的清

明上河图， 中华民族风貌变迁的清明上

河图。 舟循川则游速， 人顺路则不迷。

新时代再出发， 讲好上海红色故事， 知

道自己从哪里来， 向哪里去， 方能牢牢

记住初心与使命。

（作者单位：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

苏大强表情包火了，全民娱乐是否有侵权风险
表情包制作使用需要规范，更需要创作者的“善意”

电视剧《都挺好》前不久收官。剧中

那个“作天作地”的苏大强把一家人折

腾得不轻，不幸的结局也让不少观众忍

不住流下一掬热泪。苏大强这个让很多

人又爱又恨的角色一时间变得大红大

紫，“苏大强表情包”随即也在各社交媒

体上刷屏。

不过，在许多人借苏大强表情包表

示心情的同时，表情包也被许多商家看

上了。 “不看某某，我就开窗要跳楼 ”，

“不要吃不要喝 ，我要某某 ”……苏大

强的各种“作天作地”被嫁接到了品牌

推广上。那么，在提供娱乐和商业用途

之间，表情包是否有明确的使用边界，

表情包又是否会构成对演员和剧作的

侵权？

真人表情包涉及的肖像
权、版权风险日益凸显

表情包是随着社交聊天软件普及

而形成的一种网络文化，内容通常取材

自影视演员、网络红人或动漫形象夸张

的表情或丰富的肢体语言，再配上相关

文字，以此表达特定的情感。 例如张学

友在《旺角卡门》中的“不满表情”、《我

爱我家》中的“葛优躺”、《还珠格格》中

“尔康的咆哮” 等真人表情包已经在网

络上流传多年，而近年来随着新的影视

作品或热点事件的发生，真人表情包更

是层出不穷，如“达康书记的凝视”、傅

园慧“我已经用尽了我的洪荒之力”、杨

超越的“转发这只锦鲤”等等都红遍了

网络，姚明那张咧嘴大笑的表情包甚至

还出现在海外街头的交通告示牌上。

不过， 随着真人表情包越来越多，

其中包含的肖像权以及版权风险也日

益凸显。葛优曾起诉某社交平台上使用

“葛优躺”表情包做商业广告，涉嫌侵犯

他的肖像权。 最终判决被告对葛优作

出道歉和赔偿。 杨超越的“锦鲤”表情

包火遍全网之后， 不少商家用她的表

情包进行广告和促销等商业活动 ，杨

超越的经纪公司发表声明禁止这种侵

权行为。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张晓哲律师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根据民法，公

民享有肖像权等权利，其合法权益受法

律保护，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未经本人同意，不得擅自以营利为目的

或其他不当方式使用公民的肖像 。 因

此，商家将表情包用作商业用途，但又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无疑会构成对肖像

权的侵权行为。

业内人士同时表示，小小的表情包

涉及的版权关系错综复杂。 例如，苏大

强是《都挺好》中的一个虚构人物，那么

演员倪大红是否有权声明苏大强的表

情包的著作权呢？如果从葛优获赔一案

看，法院认为肖像权是指自然人对自己

的肖像享有再现、使用或许可他人使用

的权利，其载体包括人物画像、生活照、

剧照等。剧照涉及影视作品中表演者扮

演的剧中人物，当一般社会公众将表演

形象与表演者本人真实的相貌特征联

系在一起时，表演形象也会被视为肖像

的一部分，影视作品相关的著作权与肖

像权并不冲突。 也就是说，即使表情包

使用的是苏大强这个虚构的角色，但是

仍然构成了对演员倪大红个人肖像权

的侵犯。

不能侵犯他人合法权
益，也不能丑化人格

不过，著作权法中规定了“为个人

学习、研究或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

的作品”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不需要

征得著作权人同意， 也无需支付报酬，

因此不少人提出不用于商业用途，是否

可以不经肖像人许可制作表情包？

此前，曾有学者表示，表情包制作和

使用在某些情况下，未必一定构成侵权。

大多数被制作成表情包的演艺圈

内人，对非商业用途表达出比较宽容的

态度，姚明、张学友等人在不同场合表

达了理解网友用表情包进行娱乐的心

理。 但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陈堂发提醒大家，如果表情图形存在对

权利人的不适当“艺术”处理，体现为一

种“丑化、歪曲”的效果，可能构成对他

人名誉权的侵害。

表情包制作者钟超能此前表示，光

是一套乖巧宝宝的表情包就有超过 10

万人打赏，两年内带来 50 万元的收入。

层出不穷的表情包作品一方面反映出

创意产业的发达，另一方面也因为牵涉

到商业利益而在制作和使用时务必谨

慎。 尤其是真人表情包，不仅要注意不

能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也不能丑化他

人的人格。表情包是为了娱乐自己和他

人，即使肖像人没有明确禁止，也应当

充满善意地制作和消费这种网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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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时装周落幕，是结束更是开始这是一场与众不同的时尚大秀：T台

上搭起原生态的竹架，流光在斑斓的云

南特色染布上游走，身着彞绣服饰的模

特穿梭在染布间，找寻非遗里的时尚脉

搏。 昨晚，新天地的这场闭幕大秀，给为

期一周的 2019 秋冬上海时装周划上圆

满句号。

但这远远不是结束，上海时装周已

然成为一个符号，它传递给业界的时尚风

向标，将随着中外设计师的脚步绵延到世

界各地。 它带给消费市场的创新启迪，将

在不远的未来给商业注入更多的源动

力。 从某种程度上，它仅仅是个开始。

不仅是物化的穿着体
验，更是对精神世界的追求

时装赋予人们的不仅仅是物化的

穿着体验。 本届上海时装周期间，除了

衣香鬓影，人们还能感受到更多不拘一

格的尝试，其背后是设计师对精神世界

的执着与追求。

毕业于旧金山艺术大学工业设计

专业的品牌设计师 Felix，喜欢在结构与

材质上对服饰进行创新。 他带到时装周

上的袜子，看起来普普通通 ，却是用咖

啡残渣“再造”的单品，而环保和再造正

是品牌 Coffee Psycho 的理念。设计师始

终认为，很多被废弃的垃圾都是可再生

的财富。

上海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城市气

质，为时装周凝聚着独有的魅力 ，创意

的种子、拓新的枝芽闪烁发光。毕业于美

国帕森斯设计学院的李东兴，2015 年成

为首位获得 H&M 设

计大奖的男装设计师。

他说，未来希望走两条

路线， 一个是科技，一

个是原材料，“时装是

我作为表达的媒介，而

不应该被当成产品。 ”

理念创新、 技术

更迭、 材质优化……

这些因素相互激发 ，

在上海时装周上迸射

出一个个打动人心的

瞬间， 并最终汇流为

一座城市、 一个时代

的人文记忆。

要追梦诗和远方 ， 也要
把展品变成“面包”

上海展览中心西一馆，时堂。 陈云

的自有品牌 Chen Heelz 在这里搭起了

订货摊位，这一次，他准备了近 15 个系

列的秋冬系列新品。 开展前，他兴冲冲

地给记者发来了精心制作的邀请函，昨

天，他又特地来汇报“业绩”，“我的品牌

已经被不少买手店相中，将入驻 K11 和

诚品生活在全国的多个门店。 ”

追梦诗与远方 ， 也要兼顾当下的

“面包”，上海时装周的秀场身后 ，六大

各具特色的贸易展会，形成庞大的商贸

体系，为年轻设计师照亮前路。 陈云所

在的时堂，是上海时装周打造亚洲最大

订货季的重要载体之一 ， 每年只遴选

150 个左右品牌参展。五年前，第一届时

堂的展馆规模只有 2000 平方米， 参展

品牌年营业额总和为 4400 万元； 时至

今日， 时堂规模已经扩大至 7146 平方

米， 参展品牌年营业额已扩大至 22 亿

元，整整翻了 50 倍。

上海油罐艺术中心里的 Ontime

Show 行进到第十个年头， 今年再度迭

代升级。 原来的 Showroom 模式以摊位

方式呈现，今年则蜕变成零售终端的展

示模式。 设计师们带着作品站在“店铺”

前，自信地描述着自身特色 ，订货会上

的大量产品通过来自全国甚至全球的

买手，成为下一季购物商场中的产品。

从时装周的结束链接未
来商业的起点

上海时装周昨晚结束了 ， 但活动

仍在继续。 本周末 ， 第五季上海时尚

周末将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主题展览、

大型时装艺术装置 、 时尚摄影展等特

色活动， 给大众带来直接购买原创设

计的新消费体验 ； 同期 ， 在新天地广

场举办的 Fuse 新掀店快闪活动， 将链

接品牌和商业零售空间 ， 将从 T 台到

柜台的模式， 根植到上海时装周的基

因中。

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指出，上

海时装周的赋能意义在于把创意 、设

计、研发、制造的上游全部链接到时装

周， 又通过时装周推送到消费终端，不

断地让我们畅享、实践甚至重塑上海未

来的商业业态，“这种对未来的探索，不

仅仅是定义流行色、当季款这样的时尚

风向标，更是通过一大批设计师品牌的

崛起，增加供给侧的丰富度 ，迎合消费

升级大趋势。 ”

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指

出，2019 年工作任务之一就是促进形成

强大国内市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 以

优质内容体验为先导的上海时装周，饱

含着对未来的希翼，将在消费领域持续

发酵，实现消费模式的突破创新 ，挖掘

新的动能与价值。

从2400多公里外山村走来
楚雄彝绣首登上海时装周

沪滇文化帮扶加速推进

昨晚， 楚雄彝绣服饰从 2400 多公

里外的小山村，第一次走上上海时装周

的大舞台。 古朴与精致碰撞、传统与现

代交融、民族与时尚牵手，集中推出展

示的 48 套彝绣特色高端成衣所带来的

视觉盛宴，让人充分领略瑰丽多姿的少

数民族服饰之美。

约 1350 年前， 云南楚雄直苴村的

百姓亲手绣出了属于自己的赛装文化，

传承至今，被誉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古老

的“乡村 T 台秀”。 到了现代，依托于彝

绣这门传统技艺的服饰产业也面临着

产业化、市场化、时尚化等难题。如何让

少数民族服饰做大做强？ 上海有关部

门、企业积极想办法，最终促成了“万物

本源———楚雄彝绣特色成衣服饰发布

会”的举办。而这，不过是沪滇文化帮扶

加速推进的一个缩影。

彝绣是指尖的艺术， 心灵的痕迹。

在“丝路云裳·七彩云南 2019 民族赛装

文化节”上海新闻发布会上，现场刺绣

的绣娘表示， 彝绣用鲜艳夺目的大红、

粉红为主色调，并以橙、黄、绿、青、蓝、

紫相搭配，红配绿也能配出精彩。“与其

他刺绣相比，彝绣最大的特点是图案抽

象，更为粗犷，形象的夸张变形，色调上

的对比反差极为明显。 ”

而彝绣和服饰相生相伴传承，直苴

彝族姑娘身上穿的衬衣、马甲、腰带、裙

子、鞋子，无一不是亲手刺绣。

“过去，赛装文化更多的和选美、相

亲挂钩，停留在‘自娱自乐’的阶段。 现

在提倡各美其美，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越来越多的人都在认同和感知彝族文

化的积淀，彝族服饰可以带动绣娘脱贫

致富，在商业上有了更多的可能。”楚雄

州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东方国际

（集团）等上海企业帮助楚雄，把“传统、

创新、时尚”相融合的彝绣特色服装服

饰，通过线上线下、多品牌销售渠道推

向市场。

“比如说，过去当地彝族绣品一般

选择黑、蓝色纯棉布打底，款式上也略

显陈旧。 如今，上海企业在帮助我们保

留传承传统手艺的同时，借助国际顶级

设计师资源，对面料、款式进行创新，并

发布知名国际品牌联名款系列。 ”该负

责人说。

去年，云南省文化产品出口 33298

万美元，同比增长 70.3%；其中，楚雄的

彝绣产值已由 2013 年 3000 万元增长

到近 2 亿元。 今年，上海企业将帮助楚

雄在服装材料、创意设计、加工生产、市

场销售、品牌打造等环节发力，并协助

培养 100 名服装设计、高端手工刺绣人

才， 全产业链推进民族服饰产业化、国

际化。

记者从楚雄州委宣传部了解到，除

此之外，还有 7 个涉及楚雄的援滇项目

将在年内完成， 包括拍摄丝路云裳·七

彩云南民族赛装文化节形象片《彝乡之

恋》、 制作民族演艺精品剧目 《云绣彝

裳》、 发展楚雄———上海文创产业园区

“飞地经济”、举办楚雄州传统刺绣创意

设计研修班等。 据了解，今年的云南赛

装文化节从 2 月开始至 12 月结束，将

围绕“赛装”“赛技”“赛艺”“赛智”四种

形式展开。 预计在 9 月，云南民族服装

服饰将亮相纽约时装周。

▲电视剧《都挺好》中，苏大强这个角色一时间变得大

红大紫，苏大强表情包随即也在各社交媒体上刷屏。

剧照涉及影
视作品中表演者
扮演的剧中人物，

当一般社会公众
将表演形象与表
演者本人真实的
相貌特征联系在
一起时，表演形象
也会被视为肖像
的一部分，影视作
品相关的著作权与
肖像权并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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