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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青年毛泽东橘子洲头独立寒

秋，发出世纪之问——“问苍茫大地，谁

主沉浮？”

昨晚，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问苍茫》在

央视一套黄金时段开播。作为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重点剧

目，该剧把镜头对准1921年至1927年，讲述

青年毛泽东在矢志不移践行马克思主义信

仰的过程中，逐渐从一名追随者成长为先行

者、开拓者并探索出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热

血故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陈

晋携手影视学者、编剧梁振华担任总编剧，

青年导演王伟执导。王仁君、宁理、白客、唐

曾、嘉泽、马少骅、宋佳、吴幸键、魏大勋、焦

俊艳、牛骏峰、郑业成等近百位演员共同构

筑历史群像。

“从1921年到1927年，是青年毛泽东踏

上革命初程的时间，也是中国共产党登上历

史舞台的早期阶段。其间，青年毛泽东带着

马克思主义追随者的思考，问大地、问实践、

问人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同样历经奋斗与

创新、挫折与奋起，求索的道路曲折而复

杂。”梁振华告诉记者，正如《沁园春 ·长沙》

中所写，彼时的毛泽东问苍茫时也怅寥廓。

主创希望，电视剧《问苍茫》能通过再现一代

伟人的青春成长、中国共产党人的早期创

业，在对革命先辈初心不改、百折不挠的致

敬中蕴含对当代青年的期待。

第一集这样开篇：湘江滔滔北去，船家

不甚明白，江深水急，怎么会有胆大的伢子

不坐船而偏要游水。刚出水的年轻人回：

“莫管这水有多急，只要摸准了脾气，照样有

法子治它。”就是在青年毛泽东与船家的一

问一答间，《问苍茫》起笔了。江边对话交

代了主人公的来路——湘江水往北到洞庭，

洞庭入长江归大海，毛泽东刚参加完中共一

大归来；也指向了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未

来——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

么不容易。

1921年中共一大之后，到1927年八七

会议之时，彼时的毛泽东，不同于“恰同学少

年”时书生意气、指点江山；那阶段的中国共

产党，也尚未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自己的

旗帜。这一历史阶段，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与

青年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寻找出正确道路的

历程，便是《问苍茫》剧情的主线内容。该剧

也是第一部全面、深度反映这一历史时期毛

泽东故事的影视作品。

剧中的青年毛泽东带着对中国革命之

问、国家民族前途命运之问登场。昨晚首

播的前两集，着重描摹了毛泽东从中共一

大归来后全情投入的几桩大事：创办自修

大学，寻找“真同志”；吸收杨开慧、夏明

翰等入党，正式成立中共湖南党支部；又

赴安源，深入矿井去了解工人的真实处

境。呈现自修大学的创办过程，剧集不吝笔

墨，从动议、筹集经费、邀贺民范坐镇、收拾

校舍，到以“我之家世与生计、我之社会批

评、我之志愿”三问寻找真同志，均一一呈

现。再现中共湖南党支部的成立，剧作言简

义丰，只见房内一灯如豆，墙上红旗似火，毛

泽东、何叔衡等举起右手，镜头一一扫过他

们坚毅的脸庞，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个

省级支部建成了。而探安源煤矿，剧集用

一段对话抛出动因。毛泽东向黄爱、庞人

铨描述共产主义的理想与抱负，反被黄爱

以纸上谈兵“将了一军”。入夜，毛泽东告

诉杨开慧，黄爱说得没错，他虽务过农，

但没当过工人，“如果不亲身走到他们当中

去，又谈何组织领导他们呢”。这几桩大事

有张有弛、见史也见诗。

某种角度看，整部《问苍茫》可视为毛泽

东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骨干之一的创业历

程。他从参与发展团员、党员，到发动工人

运动，从经历国共第一次合作到坚决同国民

党右派做斗争，从发现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

的中心问题到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

取得的”——寻路不易，但他以马克思主义

理论探索实践，在实践中检验真理，一次次

实践探索与理论探索结合，如岳麓书院匾额

上所示“实事求是”，他始终索其实证、求其

真知、知行合一。

在重大革命题材的创作领域，梁振华此

前出任《理想照耀中国》的总编剧。经历过

建党百年时“荧屏红旗漫卷”的创作高峰，他

将《问苍茫》定位成一部兼具热血与青春的

历史正剧：“1921年到1927年，毛泽东的

而立之年，他将青春系于国运，将奋斗系于

苍生，始终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周年，电视剧《问苍茫》央视一套开播

是伟人的青春路，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创业史

昨天，创办于1983年的上交室内乐品

牌回到曾在此驻场六年的锦江小礼堂，奏

响该品牌自发轫至今的第1355场演出。

上交备受瞩目的室内乐组合北极星四重

奏、东海岸四重奏及低音提琴首席钱博文

合作，为从城市各个角落特意赶来的乐迷，

演绎柴可夫斯基、舒曼等大师佳作，重温在

这栋红色小楼共度的温馨音乐时光。

作为从上交室内乐崭露头角走向世界

舞台的音乐之星代表，斩获多个国际奖项

的小提琴家王之炅和上交助理指挥、青年

钢琴家张橹，昨晚也登台亮相。王之炅弓

弦之上手指飞扬，与放下指挥棒坐回羽管

键琴旁的张橹，为乐迷诠释维瓦尔第的

“冬”“春”，音符之间彰显季节变化。

上交室内乐除了见证黄蒙拉、孙颖迪、

宋思衡等音乐人筑起梦想，多年来更培养

了不断扩充、时至今日仍活跃在各大剧场

的古典乐迷群体。从锦江小礼堂、静安宾

馆到湖南路排练厅，再到捷豹上海交响音

乐厅，这些辗转变迁不仅仅是上交室内乐

演出地点的变化，也见证了城市音乐生活

的发展，见证了室内乐这一音乐形式在中

国大地从幼株到枝繁叶茂的壮大。

中国室内乐，上海交响乐团
一直“在场”

昨天的锦江小礼堂乐声环绕，现场还

展陈了不少上交艺术档案室的珍藏，极具

年代感。其中一张112年前的泛黄节目单

尤为引人瞩目。据其记录，1911年12月24

日，海顿《C大调弦乐四重奏》上演，这是上

海交响乐团这支亚洲最古老职业交响乐团

有据可查的最早的室内乐作品演出。

上世纪70年代末，国内各大文艺院团

百废待兴，为训练乐手合奏能力，时任团长

黄贻钧要求乐手以室内乐演出的形式进行

业务汇报，随着这个本来对内的训练研讨

演出水准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乐迷应声

前来聆听，上交室内乐品牌由此开始萌

芽。1983年成立“室内乐促进会”，室内乐

音乐会开始定期上演，上交室内乐品牌自

此诞生。1991年，上交室内乐开始定期在

小礼堂举办周末室内乐音乐会，锦江小礼

堂也因此成为上交室内乐第一个固定演出

场地。后经“移师”静安宾馆、再到湖南路，上交室内乐逐渐被上

海市民所熟知。2014年，上交室内乐被纳入乐团常规音乐季。

上交搬入新厅后，多支乐团演奏家组成的室内乐组合应运

而生。除了古典音乐版图上的常规曲目，也不断致力于探索主

流作曲家的冷门作品，挖掘推广“该识未识”的作曲家遗珠。如

北极星四重奏就曾带来维瓦尔第的少演作品，甚至连乐谱都得

特意去国外寻觅购买。无论是海顿、巴赫、贝多芬的传世经典，

还是鲍罗丁、利盖蒂、卡尔 ·赖内克等待人挖掘的佳作，都让演奏

家们从乐队中展露出更加个人的趣味和性情，也让听众如听老

友促膝长谈，温馨而放松。

记者获悉，上交室内乐品牌诞生40周年之际，上海交响乐

团启动名为“在场”的系列唱片录音出版计划，整理与回顾2014

年—2024年上交室内乐现场录音片段，及新厅开厅十年间邀请

来访的艺术家室内乐演出精选，最终超过700分钟录音的实体

唱片将于明年出版。目前，“在场”系列室内乐唱片的第一张《五

重奏》、第二张《三重》已数字发行。

上交室内乐，上海乐迷一直“在场”

相较磅礴壮阔的交响乐，室内乐往往有娓娓道来的亲切

感。上交室内乐陪伴无数乐迷度过不同的人生阶段，40周年故

事征集在微信公众号发出后，很多网友留言追溯自己与这个城

市音乐品牌的缘分。

2003年，就读于复旦大学的何谐，第一次在静安宾馆圣地

亚哥厅听到上交室内乐，这也是他与女友的第一次约会。当上

交室内乐迁址到湖南路105号后，何谐加入志愿者队伍，在这里

见证了无数未来演奏家初次登台。如今，女友已是太太，他们依

旧时常来到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听音乐会。“结婚纪念日，我和

太太在静安宾馆住了一晚，自己用小提琴为她演奏了巴赫。我

们未来还会带着儿子一起来听上交室内乐，这里是爱乐人永远

的精神家园！”

除了在上交室内乐的相伴中完成人生大事的何谐，还有因

上交室内乐彻底喜欢上当代音乐的意大利乐迷阿列。他清楚地

记得，在湖南路听到菲利普 ·格拉斯《三岛由纪夫传》时的震惊，

演出结束后，观众蜂拥而上去观摩当时极少见的羽管键琴时的

随性。

这些点滴让上交室内乐的历史更加鲜活有趣味，也让城市

的记忆更丰盈温暖。就如上交室内乐唱片介绍中所说：“中国室

内乐，上海交响乐团一直‘在场’，而上交室内乐，上海乐迷一直

‘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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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

荷兰和马来西亚等国的7位国际友人增添

“新角色”——作为“2024上海国际旅游形象

公益推广人”，在新鲜出炉的上海文旅宣传

片中分享生活的点滴乐事。

在他们眼中，上海拥有“烟火气”，是

座“大都会”，生活“超便捷”，富有“人

情味”，美食荟萃“味道好”，目不暇接的

文化活动充满“艺术范”……宣传片中，7

位国际友人代上海向世界发出邀请：“Visit

Shanghai（来访上海）！”

上海是中国入境旅游的首选口岸，更是

一扇世界观察中国的窗口。“高水平打造入

境旅游第一站是上海文旅行业的重要任

务。”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方世忠

表示，日前开启的“VisitShanghai”上海国际

旅游形象推广活动是一个全新起点，通过联

手中外企业界、媒体界以及朋友圈，强化国

际传播叙事能力，更好推广上海国际旅游形

象，讲好中国故事。“希望让更多全球游客心

向往之、近悦远来，深度体验上海这座城市

的摩登、魔幻和魔力。”方世忠说。

听他们谈谈喜欢上海的理由

无论是传统美食小笼包，还是“一江一

河”沿岸的绚丽美景，上海正以其独特的魅

力和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吸引着越来越多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先轻咬一口，啜吸完里面的汤汁，再一

口吃下。”来自法国、在上海生活了8年的乐

盖曦已是一名地道老饕，视频中的她一边

“安利”着最爱的美食小笼包、一边演示着它

的正宗吃法。

在生活于此长达14年的联合国世界旅

游组织专家顾问、荷兰人杨森眼中，上海是

中国最具吸引力的城市之一。“这里有着悠

久的东西交融历史，让外国人能轻松透过上

海认识中国。”他说。

沪上“新朋友”、来自马来西亚的陈美玲

感叹于上海生活的便利。手机点餐、移动支

付、扫码开锁共享单车，发达便捷的数字化

应用场景让她惊喜连连。

让德国-中国混血姐弟——10岁的玛

娅、9岁的安栋最着迷的是上海的弄堂文

化。“我超爱我们在长乐路上住了7年的弄

堂，可以和邻居的小伙伴一起玩耍，还可以

结伴去附近的剧院看演出。”玛娅和安栋齐

声说，“真是棒极了！”

来自西班牙的钢琴演奏家马里奥 ·阿隆

索对上海的必逛“打卡点”如数家珍。他表

示，近期中国对西班牙等国持普通护照人员

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他的不少朋友已从中

获益，来上海非常方便。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上海接

待入境游客229.9万人次，入境游恢复水平

位于全国城市前列，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

一站”效应日益凸显，预计年内将吸引入境

游客超300万人次。

据悉，上海正在全面建设世界著名旅游

城市，打造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向世界讲

述中国故事、演绎上海精彩，助力构建文旅

领域国内大循环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

环战略链接。

文旅体“活动日历”排得满满当当

上海的魅力不仅存在于游人的行走间、

观察里、分享中，大型节展赛事更是城市形

象宣传推广的“金名片”和吸引国际游客的

“强磁场”。

在市文化和旅游局日前发布的上海

2024年国际文旅体活动日历中，精彩纷呈

的活动把一年365天排得满满当当：“星耀

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林风

眠和吴冠中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

明大展”等将给中外游客和市民带来视觉

盛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上海旅游

节、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国际艺术

品交易周等重大活动将掀起全城文旅“嘉

年华”；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中国大奖

赛、上海劳力士大师赛等赛事还将给体育

爱好者和游客带来惊喜。

市文化和旅游局表示，明年上海将不

断推进和优化入境旅游工作，着力提升旅

游产品吸引力，充分把握全球旅游消费需

求演变趋势，以增加来沪游客人次、延长

在沪停留时间、提升在沪消费水平为目

标，策划推出多层次、差异化的旅游线路

产品，打造一批都市型开放式景区。同

时，着力提升城市形象标识度，加强城市

形象海外宣推，对接国际旅游通行规则，

优化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措施。

集结文旅传播资源，打造入
境旅游第一站

近日，为助力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

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建设，市文化和旅游局与

上海报业集团、上海广播电视台，以及中国

旅游研究院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4家机

构强强联手，集结优势文旅资源和强势传播

力量，齐心聚力将上海打造成为中国入境旅

游第一站。

据介绍，中国旅游研究院是文化和旅游

部直属的专业研究机构，将致力于增强上海

国际旅游形象的策略研究。上海报业集团

和上海广播电视台则全力集结内部国际传

播资源，以促进文化交流和互鉴为使命，开

展国际传播。

上海全面启动入境旅游形象推广行动，今年前三季度接待入境游客达   . 万人次——

向世界发出邀请：“             ！”

霓虹初上，普陀区真如副中心核心商业

区写字楼群间一片流光溢彩，与不远处的星

光耀广场交相辉映。从曾经上海中心城区

规模最大的“城中村”红旗村到真如副中心，

从“民生洼地”变身“城市秀带”，从传统初级

市场转型为数字经济试点，5年间，普陀区

率先全面建成上海市中心第一批“城中村”

改造项目。

下周五，大型购物中心中海环宇城

MAX将开业。这个今年上海最大体量的新

开购物中心，总面积超32万平方米，入驻品

牌超300个，包含60余家区域乃至全国首

店，品牌开业率高达95%。

如今，在这片热土上，文化、体育、

教育、商业建设同步发力，棒垒球场、上

海市体育宫、体育公园等一批体育设施即

将落成。未来，依托上海西站、5条轨道

交通线路、空中连廊、步行商业街、国内

首创的H型地下公共车行通道，真如将构

建长三角“一小时大都市交通圈”，并不断

丰富“15分钟生活圈”。

打造数字化转型“样板间”

人气旺了，一些周边居民不禁担心，新

的商场在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会否带来交

通的拥堵？

结合环宇城MAX开业，真如副中心联

合区城运中心、海纳工程院、市大数据中心、

交警部门等，积极试点智慧交通，探索应用

数智技术提升数字治理平台效能。

“我们在真如山姆会员商店、环宇城

MAX、海心剧院等场所应用数字商圈个性

化感知推送，建设停车诱导发布系统和智慧

停车场，以此优化大客流运行组织。”真如城

市副中心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真如城市副

中心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邵新

杰说。

今年，真如副中心以构建3.31平方公里

“小而美、特而强”的数字化海纳小镇为目

标，发挥海纳工程院、京东智能城市研究院

等研究机构的策源功能，汇聚长三角优质创

新资源。

智慧交通正是海纳小镇数字化转型“大

应用”落地的一个重要场景。海纳小镇计划

围绕经济、生活、城市治理3个方面，在2024

年推出27项具体的智慧应用场景。场景建

设将面向企业“揭榜挂帅”，重点突破一批技

术优、效果好、复制推广性强的标杆应用场

景，以场景牵引技术创新，以技术推动场景

拓展，激发数字经济活力。

产城融合初具雏形

今年4月，上海中心城区首个数字广告

园区在真如副中心鸿企中心落地开园。

“目前，这一园区已经吸引了100多家

数字广告企业新增入驻，也举办了很多场活

动。希望在这个楼里面推动数字广告产业

集聚发展，把‘上下游’变成‘上下楼’。”普陀

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王鸿兴介绍。目前，

园区集聚了剧星传媒、利欧数字、快手磁力

引擎、元隆雅图、飞书深诺等一批行业头部

企业，覆盖新媒体平台、MCN机构、整合营

销平台等产业链各领域。优质载体空间为

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能。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前三季度普陀区规模以上广告企业实

现营收202.21亿元，同比增长29.6%。

值得一提的是，鸿企中心中的“鸿企”，

取自“红旗”的谐音，其所在地块即为红旗

村。红旗村曾分布着90家印刷厂、207个冷

库、16家“四小”场所、9个大型初级集贸市

场，1000多个摊位共6万多名流动人口，普

陀区用三年时间便彻底清退，同时去除了真

如城市副中心发展的“枷锁”。

“民生洼地”变身“城市秀带”，传统初级市场转型数字经济试点

“城中村”五年蝶变，真如副中心风姿初展

短短5年间，普陀区率先全面建成上海市中心第一批“城中村”改造项目。 本报记者 张伊辰 通讯员 侯欢如摄

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问苍茫》在央视一套开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