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为“西子国乐”乐团演出照。

▲杭州歌剧舞剧院“西子国乐”乐团。

（均杭州演艺集团供图）

制图： 李洁

■本报记者 张祯希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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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婷 ）1920 年 ，陈望道翻

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这是《共产党

宣言》的首个中文全译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也是陈望

道长年生活、工作的地方。日前在上海市档案

馆（外滩馆）揭幕的“真理之甘 信仰之源———

纪念陈望道首译 《共产党宣言》 中文全译本

100 周年主题展”，汇集近 300 件图片、实物、

视频展品，全景式地展示了陈望道首译《共产

党宣言》全译本，在复旦大学教书育人、治学

治校的人生轨迹， 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一百

年前中国先进分子对“真理味道”的不懈追寻

和现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

100 年前的 5 月，陈望道带着“费了平常

译书五倍功夫”的《共产党宣言》译稿从家乡

义乌返回上海，一头扎进石库门，与陈独秀、

李汉俊等人开始了审校工作。 8 月，《共产党

宣言》 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上海又新印刷所

出版，首印 1000 册很快销售一空。 本次展览

展出了各种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包括上海

市档案馆保存的 1920年 8月第 1版、9月第 2

版《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复制件，以及复旦

大学珍藏的 1926 年 5 月版 、1927 年 1 月版

《共产党宣言》原件等。展厅内，还原了出版《共

产党宣言》的“又新印刷所”等真实历史场景。

现场还设置有亲手复制译本封面等多个互动

环节，为观众带来全景式沉浸观展的体验。

复旦大学保存的 《劳动界》 周刊 （第一

册），是本次展览的又一大看点。 这一周刊是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份工人刊物， 陈望

道是主要供稿人之一。 记载了鲁迅与陈望道

之间来往的鲁迅日记，也在本次展览中亮相。

20 世纪 20 年代起，陈望道与鲁迅、茅盾、胡

愈之等知识分子积极提倡和参与妇女解放和

语言文字改革运动。

1942 年起，陈望道开始担任复旦大学新

闻系主任。 他提出“好学力行”的系铭，鼓励、

保护进步师生， 复旦新闻馆由此成为进步师

生争取民主自由的活动场所。 中共南方局曾

赞誉道 ：“学校据点以复旦大学为最好最典

型。”从展览中展出的一份毛泽东签署的复旦

大学校长任命书可以看出，陈望道于 1952 年

被任命为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的第一任校

长。 此后，他积极推动学校发展和学科建设，

致力于营造良好的校风、 学风。 在他的提议

下，自 1954 年至今，每年校庆期间，复旦均会

举行学术报告会。

陈望道还是一位对中国学术事业发展

卓有贡献的著名学者 。 他开创了汉语语法

研究的新道路 ，《修辞学发凡 》 被公认为是

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 1977 年，他在

病榻上完成了他最后一部著作 《文法简论 》

（1978 年出版）的定稿工作。 本次展览展出

了 《文法新论 》手稿 ，《文法简论 》便是在此

基础上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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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重点剧目《最美的乡村》亮相央视
“传奇剧王”郭靖宇监制，云集30多位演技派，“最美”系列第二部来了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脱贫攻坚重点剧目

《最美的乡村》 日前在央视一套黄金档开启

首轮播放。 《最美的乡村》由郭靖宇监制，巨

兴茂、来牧宽联合执导，杨志刚、岳丽娜以及

刘智扬主演。 剧集以独立单元剧的形式，讲

述了三名共产党员扎根一线， 助力脱贫攻

坚，建设美丽乡村的故事。

《铁梨花》《红娘子》《打狗棍》《勇敢的

心》《大秧歌》……这些大热传奇年代剧背后

都有同一个名字：郭靖宇。 也因为这些作品

积累的口碑，身兼导演、编剧、监制多职的郭

靖宇，被业内人士誉为“传奇剧王”。近年，郭

靖宇团队迎来转型，开启了在主旋律领域的

深耕。

《最美的乡村》是郭靖宇团队打造的“最

美” 系列第二部。 前一部 《最美的青春》于

2018 年首播，口碑颇佳。 剧作聚焦二十世纪

六十年代的电视剧，讲述了以冯程、覃雪梅

为代表的 18 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毕业生，参

与拓荒队伍，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植树造林的

故事。“为祖国奉献的青春最美”这一正能量

主题，被细腻生动的人物与故事包裹，更具

情感穿透力。在青年云集的豆瓣网上，《最美

的青春》一举拿下了 8.3 的超高评分。

这一次播出的“最美”系列第二部《最美

的乡村》，在延续前作幕后团队的同时，在演

员阵容上又有了巨大飞跃： 除了杨志刚、岳

丽娜以及刘智扬三名主演外， 更有于毅、句

号、何政军、曹翠芬、苇青、张子健、王奎荣、

贾宏伟 、黑子 、赵恒煊 、杨昆 、何雨虹 、戴向

宇、肖茵等 30 多位让观众“很眼熟”的演技

派演员加盟。

《最美的乡村》以单元剧的形式展开，讲

述了三位来自不同行业的青年共产党员身

上发生的扶贫故事：杨志刚饰演的唐天石是

扶贫第一书记。军人出身的他，以“扶贫先扶

智”为准则，力图用“助人自助”的方式，帮助

贫困村摒弃“等靠要”的思想，从根源上解决

贫困问题；岳丽娜饰演的辛兰原是市广播电

视台新闻主播。 她的扶贫思路是，以乡村生

态特色为抓手，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刘智

扬饰演的石全有是一名返乡创业的大学生。

他的扶贫方式则代表了网生代青年人的思

维逻辑———利用当下最流行的“短视频”，推

广农村新生活，打造“体验式农庄”、开展“网

红电商”。

剧中三位主人公的扶贫手段与行事逻

辑都同自身的成长背景、 学习工作经历息

息相关， 很具说服力。 “扶贫三人组” 中

首先亮相的唐天石， 一出场便凭借对村民

资料的全面掌握以及严谨的逻辑条理， 妥

善应对了一场突发的 “上访” 事件。 之后，

为了全面摸清村里的贫困户情况， 他又自

带干粮以明察暗访相结合的方式， 挨家挨

户了解情况。 海军军人出身的背景， 赋予

唐天石较真的处事风格， 而多年的一线扶

贫工作经历， 又给予了他灵活的工作手段。

剧中， 他的豪迈宣言： “我唐天石， 对着

这万里长城， 对着这潘家口水库发誓， 如

果我不能帮助上河峪的父老乡亲脱贫致富，

我绝不离开青山镇！” 一位优秀人民干部的

满腔赤诚跃然荧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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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筱丽） 2020 年正值汤

显祖诞辰 470 周年 ， 上海昆剧团将携全本

《临川四梦》 ———《邯郸记》 《紫钗记》 《南

柯梦记》 《牡丹亭》 于 6 月 18 日至 21 日亮

相上海东方艺术中心。 这不仅是这些作品首

度在上海大剧场完整全本献演， 也是东艺疫

情后第一场公开售票的演出。

成于明代的 “临川四梦” 被誉为中国古

代戏剧的最高成就 ， 而能够演齐 “四梦 ”

的 ， 上海昆剧团是独一家。 2016 年为纪念

汤显祖逝世 400 周年， 上昆以逾十年积累、

集五班三代人才优势， 将 《临川四梦》 完整

搬上舞台。 去年三月， 第 29 届上海白玉兰

戏剧表演奖授予 《临川四梦 》 组委会特别

奖， 以表彰上海昆剧团敢为全国戏剧院团之

先， 对汤显祖的 《临川四梦》 进行完整的发

掘、 整理， 为传承、 推广中国昆剧艺术而努

力， 在世界舞台唱响了 “中国声音”。

人员齐整、 精心打磨的 《临川四梦》 堪

称上昆近年来创下的新辉煌 ， 2016 年创造

院团历年同一项目商业演出的最高纪录。 在

国家大剧院， 上昆 《临川四梦》 成为由文化

部主办、 纪念汤显祖逝世 400 周年展演活动

开场演出， 四天四场座无虚席， 这在昆剧演

出史上也相当罕见。

除了在国内屡屡引爆票房全线飘红的盛

况， 《临川四梦》 也步履不停地 “走出去”。

近年来世界巡演超过 60 场， 引起多个海外

著名艺术节的关注。 2018 年 11 月， 上海昆

剧团应世界三大戏剧节之一———柏林艺术节

组委会的邀请， 将作品带到德国， 两天连演

四场， 上座率超过九成， 欧洲观众比例高达

95%。 《德国每日镜报》 用 “向中国传统文

化致敬” 形容这次演出。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亮相上海舞台的版

本并非原样重复， 而是根据这四部剧作不同

的特点， 从选角、 剧本和唱腔的改动等均进

行了再创造。 记者采访中获悉， 在可售票数

大幅削减的情况下， 东艺仍每场保留了部分

60 元的公益票。 在疫情防控方面， 东艺将

按照疫情防控工作的相关要求， 严格落实相

关文化旅游场所验码、 测温、 戴口罩、 人员

限流和预约登记等防控措施， 同时也提醒到

场观众做好个人防护。

“西子国乐”国内巡演首站上海，
长三角演艺产业链聚力“做大蛋糕”

上海杭州演艺机构老牌剧场强强联合，三大项目陆续启动———

如果在疫情发生前，在上海这座高度市

场化的演艺城市，30%的上座率 “上限”，恐

怕没有剧场演艺团体愿意开台。然而最近一

周里，复演集结号已经在申城各地吹响。 昨

天，上海迎来首个外地商演项目———杭州演

艺集团旗下杭州歌剧舞剧院“西子国乐”乐

团首度亮相上海，于人民大舞台上演“杭州西

子国乐 民乐专场音乐会”开启国内巡演。

更令人振奋的是， 杭州演艺集团已与

位于演艺大世界的百年剧场人民大舞台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在民乐演出之后，还有两

部已经确定落地的剧目。 届时将携手导演

陈薪伊合作的莎士比亚名剧《奥赛罗》和话

剧《龙亭侯蔡伦》，下半年在上海人民大舞

台首演后，将于杭州及其他城市巡演。

重新点亮申城演艺“夜空”，在兄弟省

市的演艺资源助力下将会 “越夜越美丽”，

而更值得期待的是通过对演艺全产业链的

深度合作， 有望在上海的引领下， 集聚资

源，合力做大长三角演艺市场的“蛋糕”，为

长三角的观众持续输送优质文化资源。

一定要在上海实现的
许多“第一次”

谈及此次亮相上海，对于杭州演艺集团

可谓期待已久。 尽管是一场试水演出，杭州

演艺集团为此做了充分准备，皆因这一次演

出，实现了许多“第一次”。

首先，这是疫情之后，杭州演艺集团首

次走出杭州。 其实，在整个演艺行业尚未完

全重回热闹之时，跨省演出也属罕见。 要知

道，各地对于本土演出也是慎之又慎，而走

出“家门”，一方面要评估疫情防控的影响程

度，一方面也要赢回足够的关注度，因而不

敢轻易冒险。杭州演艺的底气在于上海成熟

的演艺市场和严格把关的疫情防控标准，保

障演员和观众健康安全的同时，也在接二连

三的“复演”声浪中能够刷出“存在感”。

其次，这也是杭州演艺集团成立之后首

次省外商业演出。 眼下 30%上座率的上限，

再加之 80元的公益票价， 注定难以依靠单

次演出成功盈利。但演艺集团恰恰看中的是

在上海吹响“复演”号角后，整个演艺市场对

于优质演艺项目的高度聚焦。杭州演艺集团

总经理、 杭州大剧院总经理洪见成告诉记

者，上海一贯是国内演艺市场的风向标。 在

上海受欢迎的商演项目，绝大多数都会在杭

州、在长三角观众之中受到青睐。 某种程度

上来说，即便是尚未完全恢复的市场，对于

演艺项目的试水仍具有参考价值。

此外，这也是“西子国乐”乐团第一次

来到上海演出。 这支乐团是杭州歌剧舞剧

院旗下的专业民族乐团，由笛子、二胡、板

胡、扬琴、琵琶、古筝、中阮等七样乐器组。

成立时间不长， 乐团已凭借将传统民族音

乐与现代演奏技法、 舞台美术等表现手段

的创新结合， 连续获得国际、 国内各种奖

项。 尤其是在 G20 杭州峰会、世界互联网

大会等众多重大活动文艺演出的惊艳亮

相，尽显江南风韵。

以文化演艺合作， 助力
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就在不久前， 杭州演艺集团刚刚结束

了在上海的一次深入调研。 洪见成兴奋地

告诉记者， 这一趟收获无论是从院团管理

经验还是从演艺制作、 推广营销等各方面

都是收获满满。对一家经过资源整合、挂牌

不到一年的地方演艺旗舰机构新势力来

说，杭州演艺集团的挂牌，某种程度上便是

借鉴上海经验的一次探索。

原来 ，为全面推进杭州文广集团 “1+

5+2+N”发展战略布局的重点项目，作为杭

州文广集团五大战略的最重要的战略之

一，以及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激发文

化院团创造活力的迫切需要， 杭州演艺集

团最终于 2019 年挂牌。其架构形态与发展

目标，与他们 2018 年就“牵手”的战略合作

伙伴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有着相似之处。从架

构来看，两家集团旗下具有院团、剧场、集中

的管理营销团队等组织架构，此外，他们还

在创作生产、剧场经营、演出营销、产业投

资、艺人经纪等全产业链均有布局。

2018 年 11 月，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

升为国家战略， 这让各领域都加快一体化

进程。而对于杭州演艺集团而言，更扩大了

与上海的合作范围。 此次西子国乐赴上海

演出， 也是杭州演艺集团与上海人民大舞

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之后的首个落地演出

项目。据洪见成介绍，其与人民大舞台的合

作主要涉及三方面： 首先是项目的联合运

营，利用双方场地和演艺项目资源优势，联

合承接合适的巡演项目；其次是《奥赛罗》

《龙亭侯蔡伦》 这样自制剧目的联合出品。

更进一步还将把合作延伸至管理层面，针

对不同剧场，发挥双方各自优势资源，让演

出更多、演出类型更丰富。

在双方看来， 文化领域的长三角一体

化要谋求更高质量发展， 不但是要把艺术

生产、艺术普及、演出经营统筹起来，让艺

术精品“走出去”“引进来”，给长三角观众

带来获得感和幸福感， 更是希望借此机会

壮大文化市场主体， 提升长三角文化市场

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图为 《牡丹亭》 演出照。 （主办方供图）

《最美的乡村 》 以独立单元剧的形

式， 讲述了三名共产党员扎根一线， 助力

脱贫攻坚， 建设美丽乡村的故事。

图为该剧剧照及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