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婷

ｗww．whb．ｃｎ

２０21 年 6 ? 1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燕 7

?是一堂“生动文艺党课”，感动不断在现场发生
“曙光———红色上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艺术作品展”今闭幕，累计吸引线上线下观众200余万人次

现场观展的观众超过2万人次，预约团队逾500支，

网络直播看展的观众达200?万人次。今天，被誉为“生
动文艺党课”的“曙光———红色上海·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主题艺术作品展”在杨浦滨江毛麻仓库落
下帷幕。

此次展览以党的创建与早期革命斗争为主题，综
合美术、书法、摄影、民艺、音乐、装置等多种艺术样式，

叙述独属上海的红色故事，为学党史、庆祝建党百年提
供了创新性的文化表达。 自5?13日开幕以来，该展掀
起了一波“赏艺术、学党史”的热潮，展厅的留言簿上，

出现最多的词是“感动”二字。预约团队中，不仅有沪上
文艺院团与文艺院校，还有大中小学、基层社区以及大
型国企。甚至来沪旅游的游客和滨江的“跑客”，也纷纷
把这里当作打卡点。

用艺术的表现手法，呈现独属上
海的红色记忆

作为党的诞生地，上海有着大量的红色记忆，如何
用艺术的表现手法呈现这些“记忆点”并赋予它们更为
动人心魄的感染力，是摆在艺术家面前的课题。上海艺
术家在“曙光展”上用一百件/组原创作品交出了令人
满意的答卷———从九人合作的巨幅油画《求索》，到一
人扛鼎的雕塑《龙华24烈士》；从大型剪纸长卷《百年征
程》，到小型顾绣作品《共产党宣言》，创作者们以各自
擅长的艺术样式，合力奏响了“红色主旋律”。

记者了解到，252位艺术家在展览中所呈现的388

件艺术作品均是首创、首展。 参与创作的艺术家，中青
年占大多数，每一件作品都坚持尊重历史、注重细节，

力求精益求精。他们说：“作品先要感动自己，才能感动
观众。 ”

如果说展厅里的作品是艺术家们谱写的红色乐
章， 那么把这些动人旋律唱响的就是现场的志愿讲解
员，是他们站在作品前一遍遍的解说，让长者和孩童都
能理解作品背后的历史故事和创作者的艺术表达。 此
次展览的讲解员大多是来自沪上各大艺术院校的学
生。 为了做好讲解工作，他们从最初备课、踩点到上场
讲解，在此过程中对党史有了更加深入系统的了解，也
无数次被那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细节所感动和震撼，

许多人将此看作受益终生的经历。据介绍，主办方还在
展期内特别邀请了中共一大纪念馆、 中共二大会址纪
念馆、中共四大纪念馆、龙华烈士陵园、国歌展示馆等
沪上红色展馆的讲解员团队来参观展览并向观众作专
题讲解。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尤玮说：“用艺术作品表
达党史更有冲击力， 展览让我们感受到艺术和党史的
完美融合。 ”

在“曙光”中感受信仰的力量，让
感动发生在现场

18天的展期内，感动不断在现场发生。 在用摄影、

书法、 评弹等艺术形式融合展现的毛泽东与杨开慧的
甲秀里旧居作品前， 观众说：“感动于伟人温情流露的
一面。 ”走在龙华烈士英勇就义装置作品的铁链上，听
着铁索声和国际歌歌声，悲壮之情油然而起，观众们自
发在龙华英烈榜前献上一支白色康乃馨， 他们说：“正
是无数英雄抛头颅、 洒热血， 才有了今天的 ‘换了人
间’。 ”一位华东师大历史系退休教授感叹：“看过很多
党史展和艺术展， 像这样既保证史实严谨又兼具艺术
呈现的展览，印象尤其深刻。 ”

本次展览选择在黄浦江畔的毛麻仓库举行， 本身
就别有深意。 毛麻仓库往西两三百米， 是黄浦码头旧
址。 100多年前，一大批有志青年为探求救国救民道路
赴法勤工俭学，从这里踏上了追寻真理的新征程。展厅
中，唯一一幅传统中国画———10米长卷《求索》描绘的
就是这个留法的群体。 在市委党史研究室马婉博士看
来，在黄浦码头旧址展示赴法留学长卷，就是从源头上
挖掘上海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从“史”和“艺”的不同
视角展现，更为立体生动。

“上海之扇”开启沪上戏曲新空间
宛平剧院月底正式回归，改建面积扩三倍，总建筑面积达2.9万平方米

经过将近五年紧锣密鼓的筹备和施工建
设，宛平剧院即将于本?底正式回归。外在以
中国传统折扇为设计灵感， 宛平剧院内核注
定与“戏”密不可分，在车水马龙的中山南二
路与宛平南路口———这座“处处有舞台、层层
可观演”的专业戏曲剧场将为上海打造“亚洲
演艺之都”，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贡献属于自己的力量。

改建面积扩三倍，硬件设
备对标国际一流水准

全新升级的宛平剧院以古典雅致的海派
玉雕和戏曲折扇造型亮相，总建筑面积2.9万
平方米。在占地面积不增加的基础上，使用面
积比初建于1988年的老剧场扩大三倍， 地上
五层、地下三层的不同观演区错落叠放。这全
然归功于从中国传统合院建筑中汲取的灵
感， 整体聚拢向内的开放格局和中国园林式
复合空间体验相得益彰，让观众们移步换景，

坠入轻盈的戏曲梦乡。

在昨天的大剧场舞台技术展示中，吊杆、

升降台和灯光伴随音乐旋律翩翩起舞， 原本机
械呆板的舞台灵动跳跃， 显示了一流舞台设备
带来的无限想象空间。值得关注的是，舞台上为
契合戏曲表演专门设计的25个正方形网格升降
台在国内属首创。 “戏曲舞台表演形式灵活，道具
多小巧精美， 传统剧场的条形升降板显得局限
。 ”宛平剧院设计总建筑师徐风介绍，“25个小升
降台解放了舞台，给予演员更多表演空间。 ”

沿着旋转楼梯进入四楼 ， 可以看到名为
“戏·聚空间”的多功能演艺厅，演艺厅内墙采用
可调光曲线玻璃， 宛如一个流光溢彩的琉璃盒
子散发着精致的气韵，这个面积250平方米的空
间未来将举办戏曲教学、培训讲座、艺术沙龙、

品鉴推广等文化活动， 成为戏曲展示普及和文
化交流的场所。此外，剧院还特别设立40座杜比
全景声电影放映厅， 挖掘历史史料并配合文艺
院团拍摄的戏曲电影， 用电影手段突破舞台的
限制， 以舞台艺术+电影的立体组合方式唤醒
古老的传统文化，赋以新的时代活力。

文化体验多元，引领戏曲
艺术守正创新

一流硬件需要和文化本体相匹配， 才能起

到1+1>2的作用。 剧院的设计理念充分尊重传
统戏曲的审美特征、 戏曲演职人员使用习惯和
观众欣赏习惯， 例如： 观众席采取马蹄形收拢
结构， 最后一排到台口直线距离22米， 照顾观
众欣赏台上表演细节。 后台区特别设置了盔帽
间， 在走廊宽度高度上兼顾武戏演员的需求，

道具进景出入口方便卡车进出和装卸货， 连化
妆间的灯光及洗脸水龙头都照顾到戏曲演员的
特殊需求。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和上海
戏曲艺术中心成立10周年， 宛平剧院也将开启
专业戏曲舞台的崭新篇章。定于6?23日的宛平
剧院开台演出将邀请梅花奖、 文华奖和白玉兰
奖的戏曲表演艺术家联袂登台，以“恰是百年风
华”为主题，分设“时代回响”“经典重现”“继往
开来”三个分主题，以文艺工作者的昂扬斗志庆
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在整个开幕季中， 宛平剧院将充分借助上
海戏曲中心平台资源优势， 遴选优秀新创作品
和复排经典作品， 呈现上海戏曲事业在剧目创
作、人才培养、培育演出市场等方面取得的最新
成果。 上海沪剧院《一号机密》、上海昆剧团《牡
丹亭》《狮吼记》和上海越剧院《山海情深》即日
开票。

文化

“电波”发声，新型党课解码100年来的青春基因
“百年大党正青春”全媒体党课今起上线全国47家广播电台及新媒体

12位80后优秀青年教师担纲主讲、12个
角度阐述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的辉煌历程、

12堂全媒体党课解码中国共产党不断从胜利
走向胜利的密码……今天起， 全国47家广播
电台及新媒体联袂呈现的“百年大党正青春”

全媒体党课陆续上线， 以符合当下新媒体传
播规律的方式将党课带入生活， 将党史深入
人心。

以史带论，创新党课学习方式

85年前，埃德加·斯诺骑着一匹名叫“瘦
狗”的老马，辗转来到延安，对中共西北革命
根据地进行了实地采访， 并写下著名的报告
文学《西行漫记》。“我所见到的，我所听到的，

都在告诉我， 这是一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
过的队伍。他们的存在，是世界的一个奇迹，他
们的精神，是世界文明的一份财富。 ”斯诺笔下
的中国共产党人， 英勇果敢地走出了一条新
路，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百年来，中国共产党
人也一直在回答同一个问题： 如何敢为人先？

如何勇于创新？ 从而永葆青春活力？ 本次全媒
体党课正是将目光聚焦在这些问题上。

1921年诞生的中国共产党， 立志要以青
春之政党，造就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100

年后的今天， 拥有9100多万党员的世界最大
政党依然青春激昂。 这个百年大党空前地团
结统一，拥有健全高效的组织体系，高度的自
信自强，拥有旺盛的创造活力，清醒的自我革
命意识。

思维的碰撞在一次次“问”与“答”之间激
荡出火花。 本次“百年大党正青春”全媒体党
课采用“设问体”的讲述方式，通过不断的提
问和不断的回答，如同思维导图般，带领观众
深入思考背后的原因，以“深度、高度和温度”

的结合，体现党课的专业性和学理性。课程邀
请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参与，增强党课的对话
性与互动引导。

此外，党课采用“以史带论”的方式先讲
历史、再讲故事，最后从中总结，12讲党课通

过12个视角和观众一起探讨，从“理想信念”“永
葆初心”“群众路线”“善于学习”“勇于创新”“不
懈奋斗”“应对危局”“自我革命”“基层活力”“后
继有人”“锻造骨干”“引领时代”12个维度阐述
中国共产党100年来的辉煌。

青年教师“上线”，12个维
度全面解析百年辉煌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

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
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负责党课
第五讲 “敢为人先开新路” 的90后副教授陈思
届时将以毛泽东1927年春天在武汉写下的 《菩
萨蛮·黄鹤楼》 开启她主讲的党课。

第一次上全媒体党课， 陈思心中难免有些
忐忑。 在她看来， 全媒体党课形式活泼、 传播
力广， 严谨性更显得尤为重要。 专业是政治学
和公共管理的她选择从制度创新、 理论创新和
道路创新中入手， 将一段段历史娓娓道来。 谈
到上全媒体党课与在教室上课的不同， 陈思认
为 “代入感” 很重要： “三个创新乍听之下有
些遥远， 我便换一个角度， 选择从 ‘勇’ 字入
手， 着力描绘创新过程中的曲折与不易。”

值得一提的是， 参与录制的12位老师均为

80后， 这些来自上海市委党校的优秀教师， 在
风华正茂的年纪讲述百年大党正青春的故事，

而对于他们自身来说， 精心打磨讲稿的过程，

也是一次受益良多的体验。

“我起初写的第一 、 第二稿几乎全部推
翻， 几易其稿才有了最终版。” 陈思对记者说，

“党史并不枯燥， 历史可以鼓舞人心， 未来希
望有更多的机会 ， 向与我一样的年轻人交流
分享。”

“百年大党正青春” 全媒体党课由中共上
海市委党校会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人民网上
海频道、 阿基米德传媒、 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单
位联合制作。 12讲12集全媒体产品， 每集25-

30分钟， 贴合广播电台节目播出特点， 同时每
期配合制作12讲党课视频、 12讲图文实录以及
相应碎片化新媒体产品， 借助全媒体的传播手
段全场景分发。

全国 47 家广播电台及新媒体联袂呈现的“百年大党正青春”全媒体党课陆续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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