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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彦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文

化人、文以载道的智慧，熔铸于五千

多年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习近平总

书记早在 《之江新语》 中就精炼指

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

不是‘物化’的人”。从某种意义上

说，一个地方的社会人文发展得如

何，映射在这片土地上人的精神面

貌，反馈在人的所思所得。

浦江两岸，当越来越多普通市民

在思接千载中体会自信之基、力量之

源，在创新创造中致力续写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类似触手可及的生活

片段，恰是一座城市人文风貌的生动

注脚，也是一座红色之城勇担新的文

化使命的鲜活缩影。

连日来，代表委员们纷纷表示，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

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开创国际文化大

都市建设新局面，打造文化自信自强

的上海样本，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

佳实践地，上海有底气、有信念。

挖掘思想深度，壮大
主流价值凝心铸魂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以文弘业、

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都

在乎思想的引领。思想的深度，往往

决定战略的高度。

“打造文化自信自强上海样本，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这

既是上海作为国际文化大都市必须担

负起的任务，也是上海牢记嘱托必须

完成好的使命。”全国人大代表、上

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权衡认为，

“上海，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长期

领风气之先。许多国家战略在上海

先行先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上海高质量发展

的生动实践，是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

最新成果指导和引领时代发展的成功

范例。”

正因此，上海这些年在打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高地方面可谓“出成果、出人才、出

影响力”。仅以2023年为例，上海社

科院大力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

设，率先推出一套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三大体系”研究丛书。

接下来，上海还将突出文化主体

性，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进一步加

强对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化研究、学

理化阐释、大众化宣传；坚持立足国

家战略，加强研究选题策划与课题

联合攻关，推动形成更多高质量智

库成果，更好地服务于首创性改

革、引领性开放；坚持守正创新，

推出更多聚焦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建设的海派精品力作，在深入推进

“两个结合”中传承发展上海城市文

脉，为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

地贡献社科智慧。

有了思想做行动的先导，如何让

更多人深刻理解党的创新理论，在润

物无声中凝心聚力，考验着上海主流

媒体的叙事能力。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报业集团党

委书记、社长李芸用四个关键字复盘

上报集团的2023年：主流价值、主

流舆论传播更“响”了，媒体融合转

型推进更“实”了，文化事业产业发

展活力更“足”了，党的全面领导和

各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更“强”

了。她给出一连串数据：2023年上

报集团涌现近百条浏览量过亿的精品

爆款和多个粉丝数达千万级别的平台

账号；围绕全市主题教育活动，集团

200余名青年记者开展蹲点调研，形

成的报道总阅读量超6.7亿次，真正

问“题”于民、办实事解民忧；随着

新一季 《百姓话思想》《大家聊创

新》《老外讲故事》等现象级融媒精

品全网总浏览量超12亿次，主流成

顶流……

可以期许，2024年，在上海全

力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的

进程中，以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

论、主流文化为使命的“上报答卷”

有理由实现几个“奋力一跳”：主流

舆论传播力影响力的奋力一跳、媒体

新质生产力的奋力一跳、服务上海高

质量发展的奋力一跳。

传承文脉厚度，打响
品牌激荡万千气象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文

脉的厚度凝结民族的智慧与精神，也

昭示着未来航向。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上海市委副

主委、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汪胜洋

认为，上海自古人文荟萃，“红色文

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在此交相辉

映；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

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在上

海几乎都能找到实证。”进一步加大

对文化“家底”的挖掘，助力提升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守护好上

海城市历史文脉，至关重要。传承文

脉的厚度，上海文化建设能够激荡出

万千气象。

“一方面，我们有使命，用中国道

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

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把

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

品格中。”汪胜洋说。另一方面，“总书

记在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指出，文化

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

经济发展为文化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

础，文化发展也为经济发展提供深厚的

人文内涵，“上海独树一帜的城市文化

与‘五个中心’建设相得益彰，有理由

通过文化资源与科技创新相互赋能，以

人文内涵、文化创意带动消费增长，甚

至开拓人文领域的新质生产力。”

文化是城市的软实力，也是发展的

硬道理。“上海文化”品牌标识度越是

彰显，文化特有的强大牵引性就愈发

突出，从而发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

动作用，促进城市文化消费的提质升

级。统计表明，2023年，18家市级国

有文艺院团共计开展演出9570场，演

出 收 入 3.64亿 元 ， 较 2019年 增 长

20.13%，创历史新高；2023年，全国

网络游戏市场规模超3000亿元，其中

上海的市场规模约1500亿元，堪当全

国“半壁江山”；2022年，上海文物艺

术品市场交易规模达128.53亿元，文物

艺术品进出口总额 102.76亿元，较

2019年 分 别 增 长 44%、61%；2022

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总产出21884亿

元，约占全市GDP的13%，从业人员

人均产出达170万元……

事实上，多位代表委员都在个人工

作日志里圈出了相似重点——着力赓续

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深化文艺院团改

革，开辟文化演艺新空间，促进文化演

艺资源新联动，推出更多反映新时代精

神风貌的文艺精品，让上海成为向世界

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歌剧院院长许

忠的工作多头并进：投身原创民族歌剧

《义勇军进行曲》的新一轮打磨，会同

中共一大纪念馆策划红色艺术之旅，探

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歌剧领域的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持续探索民

族原创歌剧走向世界。“这些年，《天

地神农》《田汉》《晨钟》 都是中国式

歌剧海派探索的成功实践。找到一种

全世界都能听懂的声音，唱响我们民族

自己的故事。”

赴京参会前，全国政协委员、上海

市文联副主席、上海戏剧家协会主席谷

好好刚从香港艺术节归来。香江畔，上

海昆剧团全本55出 《牡丹亭》 触动了

观演两端。当地观众为台上挑大梁的

青春力量喝彩，上昆人则在昆曲与香

港戏迷的双向奔赴里深受触动。眼

下，他们将创作重点投向故宫戏曲项

目的研发和推进上，探索通过昆曲艺术

将故宫里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粹在舞台上

实现当代表达。

于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芭蕾舞团团

长辛丽丽，“百合花”待放的历程也是

她反复思考人才培育的进阶过程。从

“传家宝”《白毛女》到新时代的《百合

花》，上芭肩负新的文化使命：沿着前

辈对芭蕾民族化的探索走下去，创作出

有中国风格、国际视野的海派芭蕾作

品。辛丽丽说：“要让历史传承与时代

潮流融合共生、东方神韵与国际风范相

得益彰，人才的续航尤为关键，不仅是

演出人才，还有编导、制作等全方面的

青年人才。”

丰富链接维度，实现
城市软实力新跃升

习近平总书记曾亲自提炼概括了

“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

气谦和”的上海城市精神和“开放、

创新、包容”的上海城市品格。精炼

语言，道出上海一以贯之的城市人文

走向，溯源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力量

源泉。

代表委员们不约而同提到，要丰富

文化可以链接的维度。他们从习近平文

化思想中感悟到“致广大而尽精微”，

既广博深厚，站在把握“两个大局”、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弘扬全人类共同

价值的高度，又尽心于精细微妙的境

界，关切着具体的百姓民生。而这，正

是文化能抵达的无远弗届、实现软实力

新跃升的具体抓手。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

昌永将目光投向美育教育：“家庭、学

校、社会应以美育共识为出发点，构建协

同育人机制，在协同促进中发挥最大效

能，推动整座城市以文化人，与美同

行。”他认为，文化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关

键因素。上海坚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

民，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优化基层公

共文化设施布局和功能，打造新型公共文

化空间，随着斑斓的文化生活成为滋润人

心的城市日常，人民城市近悦远来。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

副主席王丽萍在与谷好好联名提案《让青

年文艺工作者更强起来》中，为上海文化

人才之家的投入使用和政策引导作用点

赞，认为这恰恰体现了一座人民城市的文

化观——注重“人”的获得，“以文化赋

能社区，以社区留住人才，通过建阵地、

搭平台、拓渠道、强服务等方式，更好地

关心人才、服务人才、凝聚人才”。

上海是座爱读书的城市。全国政协委

员、上海朵云轩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旗

感慨，无论是办成城市文化金名片、会客

厅的上海书展，还是分布全年的思南读书

会、科协大讲坛、全国新书发布厅、上海

之巅读书会等品牌读书会，上海以久久为

功的姿态用心建设书香社会。他建

议，利用财税政策杠杆为出版业高质

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实在的支撑，“让

更多出版社有底气有能力打磨那些功

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精品工程”。

当然，文化不仅关乎民生福祉，

还是一种可以深度链接各行各业、链

接世界各地的要素。权衡表示，上海

正在推进“五个中心”建设，提升上

海城市文化影响力和吸引力，也是上

海全面提升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影响力

和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正在中华艺术宫展出的“中国式

风景——林风眠吴冠中艺术大展”之

所以成就现象级，独树一帜的风景源

自历史的回响。20世纪上半叶，林

吴师生先后自上海登上留法航船，他

们的艺术道路始于东方、融合西方、

影响世界，最终创造了东西方文明互

鉴在美术领域的代表性成就，也成为

海派文化精神的真正体现。

今天，面向太平洋的上海，在中

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需要丰富想象

力，推动三种文化融合创新和发展，

助力上海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在全

球叙事中打开更多文化链接的“端

口”，以文化人，以艺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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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

涌动着家国情怀，为广大师生带来家

门口的艺术享受；根据茅盾文学奖获

奖长篇《千里江山图》改编的同名话

剧即将上演，自开票以来就备受瞩

目；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奔赴

50座城市67个剧院演出610余场，

观众超70万人次……在红色之城上

海诞生孕育的这批文艺作品，拥有共

通的底色——红。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初

心始发地和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地。红

色基因流淌于城市血脉，为文艺创作

提供了丰沛养料。从红色资源中赓续

文脉汲取滋养，为红色文化立根铸

魂，一批叫得响、立得住、传得开的

红色文艺精品IP，正在多个舞台焕

发出新的光彩，成为上海丰厚底蕴与

气质内核的鲜活注脚，交出了沉甸甸

的“文艺答卷”。由此，上海文艺界

把文化文脉作为精神支柱，打造文化

自信自强的上海样本，建设习近平文

化思想最佳实践地，为再续荣光厚植

“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创作与地标双向互哺，
彰显城市精神谱系

前不久，国内首部红色资源传承

弘扬和保护利用蓝皮书在沪发布。漫

步上海，星罗棋布的革命遗址串联成

文旅路线，融入了“红色文艺地

图”。艺术创作与在地资源互动互

哺，让信仰的种子、精神的谱系有了

直观生动的舞台呈现与角色群像。

位于虹口区黄渡路107弄15号的

李白烈士故居里，一台发报机摆放在

三楼，占据了小厨房的一角。以李白烈

士真实事迹为素材，上海歌舞团的原创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深受观众喜爱，

平均上座率超9成；上海美琪大戏院驻场

演出截至今年1月已达131场，成为红色

剧目驻演“新地标”。作为上海最大红色

革命纪念地，龙华烈士陵园承载着无数

“不能忘却的纪念”，原创话剧《前哨》以

长眠在龙华烈士陵园的左联五烈士为主

人公，自首演以来在北京、苏州、宁

波、福州等地演出近30场，在北京大学

等高等学府赢得师生们的好评。

发生在上海的红色故事滋养着文艺

创作，当代红色精品也造就了演出市场

的火热与新作迭出。杂技剧《战上海》

以充满张力的肢体语汇，多维立体呈现

战斗时的壮烈场景，摘得“五个一工

程”优秀作品奖。舞台剧《辅德里》尝

试将艺术表达融入党史教育，打造“好

听好看好懂的文艺党课”。越剧《好八

连》以“霓虹灯下的哨兵”为视角体现

红色文化的海派内涵。舞台剧《觉醒年

代》、话剧《英雄儿女》频繁凸显“青

春、创新、浪漫”等形容词，这恰恰是

当下上海红色主题创作的关键词。继徐

汇区“开学第一课”专题党课《歌声讲

述国歌的诞生》获好评后，原创民族歌

剧《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家门口的博

物馆 · 2024红色文化进校园”重要内

容驻场宛平剧院，热度持续走高，未来

演出预计排到5月共计30余场。

基于红色题材的再挖掘，汇聚成了沪

上文艺界的创作自觉。今年，上海市级国

有文艺院团将推出9部重点作品，其中红

色题材占据突出位置。根据茹志鹃同名短

篇小说改编的芭蕾舞剧《百合花》全面进

入排练制作阶段，在传承红色文化、创新

海派芭蕾表达上再上新台阶；京剧《龙潭

英杰》修改工作正有序推进，将于下半年

演出全新版本；淮剧《火种》围绕上海工

人三次武装起义，通过大革命时期中国工

人运动伟大壮举，展现革命火种燎原万

里，掀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斗争，

武装夺取政权的新篇章。

放大   矩阵长尾效应，
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近英雄

充分放大红色IP影响力，“精神之

源”正转化为“动力之源”，吸引更多年

轻人走近英雄人物的精神世界。以同名影

片为故事蓝本的杂技剧《战上海》、以纪

实文学 《起来》 为文献依据的民族歌剧

《义勇军进行曲》 ……红色故事在文学、

话剧、电影、沪剧里一再被讲述，形成有

声有色、美美与共的精品IP矩阵，长尾

效应显著。

以作家孙甘露小说《千里江山图》为

例，作品荣获“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

学奖，入选中宣部全国主题出版重点出版

物等，累计印数超30万册，实现了社会

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纸书热销的

同时，在融合出版、影视版权和版权

推广中表现亮眼，陆续开发了电子

书、有声书、广播剧、评弹等衍生

品，策划“红色剧本杀”等破圈活

动，电视剧、电影、话剧、音乐剧等

正在改编，话剧3月23日即将开演。

“对文学精品的孵化转化，助力

系列 IP衍生开发成为文艺市场热

点，让红色文化触角以多元形态抵达

读者受众，体现了人民城市的文化高

度和人文温度。”上海文艺出版社副

社长、该书责任编辑之一李伟长告诉

记者，《千里江山图》有声书播放量

持续上涨，听众评分达9.5；小说英

语版入选2023年经典中国国际出版

工程，俄语版入选中国当代作品翻译

工程，目前已达成英、德、法、越等

10余语种版权输出事宜，力推红色

故事出海“圈粉”。

“传承城市文脉、赓续红色血

脉，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文学创作是基石，责无旁贷。”上海

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马文运透露，

上海持续组织开展“红色起点”“红

色足迹”等纪实文学创作。其中，

“红色起点”系列已推出约200万字

15部作品，《在敌人心脏燃烧的红色

火炬——上海旧警察中的地下党》

《启明》《寸印繁星》《人间清白——

首届中央监察委“龙华四烈士”》等

书稿将陆续出版。

红色基因为创作提供丰沛养料，厚植持久的精神力量

赓续红色文脉，交出“上海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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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千里江山图》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