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苏展

■本报记者 王宛艺

玻璃展柜中，是解放上海战役中牺牲的

解放军战士留下的水壶、瓷碗和钢笔，摆放得

整整齐齐。展项前，讲解员和志愿者生动呈

现胡文杰烈士牺牲前留下的最后一封家书。

原创微剧《祝上海解放》昨天在中共一

大纪念馆上演，以真实事件改编，融合戏剧、

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站在现代与历史对

话，情景再现那场千难万险中的伟大胜利。

渡江战役前夕，胡文杰告别妻子，奔赴

前线。他在给妻子的家信、也是他最后一封

信中写道：“唐渠同志，分开后已快两星期

了，您身体近来好否……”他惦记即将分娩

的妻子，但他肩上有更重的责任。“为革命流

血，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尽忠，是光荣的。”

写完信后的第三天，渡江战役打响。胡

文杰最终牺牲于异常激烈的月浦攻坚战。

他牺牲时，距离上海解放仅12天。

“为了琢磨透其中的情感，我一次次查

阅资料、了解展品。‘做功课’的过程中，我很

多次忍不住湿了眼眶，这是伟大建党精神的

延续。”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工作人员

汤文琼扮演的是胡文杰的妻子，她希望让观

众也能身临其境，感受到先辈牺牲的壮烈。

“大上海解放了！”1949年5月25日凌晨，

苏州河以南的上海市区解放。清晨，这一声音

通过电波回响在上海天空，这是关于上海解放

最早的新闻报道。现场，小报童给观众递上了

一份份报纸。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修改的新华

社社论《祝上海解放》中写道：上海是中国工人

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闵行第三小学学生、

9岁的许惟肖扮演的就是小报童。人群中，

小小年纪的他毫不怯场：“我在做一件光荣

的事儿。”此前在家，妈妈就早早给他讲过上

海解放的故事。他明白解放上海一路走来

的艰辛与不易。也因此在排练的时候，他格

外刻苦用心，即便是戏份不多，仍和大人们

一样咬牙坚持。

再往前几步，情景党课《永恒的誓言》串

联起不同历史时期共产党员的感人故事，展

现入党誓词内容几经修改，但日月焕新、初

心不变。

中共一大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薛峰介

绍，中共一大纪念馆将继续深挖红色资源，

打造文艺党课品牌，用沉浸式、互动式微剧，

带领观众感悟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让

红色记忆与新时代交响，激活‘红色引擎’；

让伟大建党精神浸润城市，红色基因深植市

民心中。”

原创微剧《祝上海解放》在中共一大纪念馆上演

他牺牲时，距离上海解放仅  天

■本报记者 唐玮婕

胡文杰留给长子的模样是一个背影：穿

着军装、骑着马，慢慢远行。

75年前，渡江战役前夕，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三野战军29军87师259团团长胡文

杰向妻儿道别。一向安静的长子突然放声大

哭。胡文杰已经走出了一段距离，但他折

了回来，抱起幼子放在马背上，搂在身

前。父与子骑着马绕着住处转圈，孩子渐

渐安静下来。

“爸爸骑着马去打仗了。”两岁半的孩子

记在心里。

时年5月，他牺牲于宝山月浦地区。历

史这样记载：胡文杰是我军在解放上海战役

牺牲的职务最高的指挥员，年仅33岁。

昨天，庆祝上海解放75周年系列活动

在宝山烈士陵园举行。胡文杰烈士之子、北

京新四军研究会原副会长兼宣委会主任胡继

军向记者讲述哥哥与父亲离别的场景。这是

他在宣讲红色故事时，常会提及的，父亲作

为普通人的一面。“英烈也有牵挂与不舍，

有人之常情。用真实的细节、人性的光辉才

能说透‘家与国’，才能让更多人产生共

鸣，理解我的父亲为什么愿为解放事业付出

生命。”

普通人的故事

胡继军没有见过父亲。胡文杰牺牲22

天后，他才出生。

但有关父亲的故事，他总能讲得听众热

泪盈眶。“除了还原历史细节，我需要讲述

他的家国情怀如何形成，为何会做出这样的

选择，怎样一步一步成长起来。”胡继军

说，红色故事要讲得深入人心。

渡江战役开始前三天，胡文杰给即将分

娩的妻子寄出一封家信。除了还原家信内

容，胡继军常补充这样一个细节，母亲说过

父亲习惯大战之前不分心，别说写家信，经

常收到家信都不看。彼时，父亲抽空写这封

家信，是因为他意识到渡江战役将异常激

烈，自己已做好最坏的准备。

昨天上午9点，解放上海战役华东野战

军后代等社会各界人士在宝山烈士陵园瞻仰

“热血丰碑——解放上海烈士英名墙”。而

后，胡继军就被拉着频频合影。“每一次讲

完红色故事，很多年轻人、学生甚至年幼的

孩子都会来找我合影。他们想以此表达对先

烈的崇敬。”

胡继军曾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给一群十

来岁的小学生讲父亲的故事。结束后，一个

小男孩站在他身边久久不动，“老师说，孩

子有话想和爷爷说。”

“孩子腮帮上挂着泪珠说‘我想和爷爷

合影，我长大也要当兵’。”看着眼前的孩

子，胡继军也湿了眼眶。他突然觉得所做的

一切如此有意义，“孩子们没有忘记先烈，

革命精神就能代代相传。”

年轻人的面孔

有关红色故事的讲述，更多探索正在

发生。

昨天下午，在“城市新生——庆祝上海

解放75周年”史学漫谈与成果分享会上，

一幅幅水墨连环画引发热议。上海解放主题

连环画《黎明前的战斗》部分手稿在会议上

首次亮相。

《黎明前的战斗》从工人护厂、学生护

校、士兵战斗、入城纪律等角度描画上海解

放的历史细节。“这次连环画的特点是以小

见大，通过小场面、小故事入手讲述上海解

放引发受众共鸣。”上海海派连环画中心出

版部副主任钱晶说。

其中有一幅，画面上传单漫天飞舞。这

讲述了麦伦中学学生如何散发揭露国民党暴

行的传单。钱晶援引时任学校党支部书记陈

一心在书中的回忆，“‘学生们用麻绳把一

沓宣传单的四个角吊起来，再在麻绳接头的

地方点一点硫酸，吊在一个地方。大家先在

家里做试验，大概10分钟，硫酸腐蚀了绳

子，传单就散开来了’，我们希望通过这些

小故事让这段历史变得更亲切，更具有阅读

性。或许对于读者来说，将自己代入一名学

生、工人的身份去了解、感受这段历史，会

更能产生共鸣。”

记者了解到，《黎明前的战斗》连环画

全本共70幅图文，将于年内出版。

宝山区庆祝上海解放  周年活动举行

“黎明前的故事”让更多人产生共鸣

本报讯（记者周辰）昨天，黄浦区永安
百货顶楼露台上，一面五星红旗在庄严雄

壮的国歌声中缓缓升起，在场每个人都心

潮澎湃。

75年前上海解放前夕，一批上海永安公

司的青年职工冒着敌军的枪林弹雨登上公

司大楼最高处，将红旗插上绮云阁，是为上

海解放升起的第一面红旗；75年过去，绮云

阁已然成为“天台上的红色课堂”，黄浦区昨

天发布“红色露天博物馆”庆祝上海解放专

题展线。

升旗仪式后，机关干部、海关青年、少先

队员、现役及退伍军人代表、南京路步行街

管理人员分别组队，开展“红色露天博物馆”

庆祝上海解放专题展线特色体验活动。从

上海解放时南京路上第一面红旗升起处绮

云阁出发，途经南京路发出人民之音第一声

的凯旋电台旧址，陈毅市长办公地旧址老市

府大楼，上海人民保安队总指挥部，外滩第

一面红旗升起处旧址海关大楼及上海市人

民英雄纪念塔。

退役军人代表刘福祎说，不管是求学还

是从军，在这些人生历练中始终不曾忘记自

己的党员身份，“铭记这段历史，勇挑时代重

任，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自己为什么

出发。”

黄浦区红色资源丰富集聚，近年来不断

创新红色文化弘扬传承方式，全力打造“红

色露天博物馆”品牌。“红色露天博物馆”庆

祝上海解放专题展线将南京路步行街、外滩

沿线及周边与上海解放相关的红色点位串

珠成链，为党史学习、市民修身、人文行走、

学生社会实践、城市微旅行打造精品线路。

黄浦区“红色露天博物馆”庆祝上海解放专题展线发布

“天台上的红色课堂”讲述第一面红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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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浦东新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

年、上海解放75周年的礼赞之作，海派谍战

话剧《向延安》昨晚在东方艺术中心拉开全

国首演大幕，将连演6场，全部门票已于首

演前售罄。

该剧再现上海年轻追光者在烽火岁月中

绽放的诗性时刻，谱写了一曲让人动容的青

春之歌，成为浦东精品文艺创作结下的又一

硕果，并入选“光荣之城”2024上海红色文化

季精品活动。

烟火气与革命理想相互映照

《向延安》由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浦东

新区文体旅游局）、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管理有

限公司、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出品。

该剧点题延安，讲述的则是一个发生在

上海的故事：回首战火纷飞岁月，无数进步青

年奔赴延安，巍巍宝塔山是他们的精神坐标；

而在上海，也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一心向往延

安，却一生未能成行，只能以自己独有的方式

践行信仰，无限接近心中神圣的延安。

由小人物视角切入，特定历史背景下平

凡人的革命之旅由此展开。观众用近3小时

的剧场沉浸式体验，看见市井烟火气与崇高

革命理想的相互映照，深刻感受到战火之中

的痛苦与挣扎、革命与热血、青春与理想。

“这是一个暗夜与黎明的故事，也是一

个日月与星辰交替中理想之光不灭的故

事。”话剧《向延安》改编自海飞曾斩获“人民

文学奖 ·长篇小说双年奖”的同名小说，并由

其担任编剧。

为了将这部300多页、故事跨度逾20年

的原作浓缩进话剧舞台，导演李伯男做了相

当细致的案头工作，“我们希望这部戏在谍战

类型的基础上，更加具备一种人学的价值和

诗性的品格”。

东方艺术中心总经理雷雯表示：“这是一

部关注年轻革命者心灵成长的作品。在我看

来，以小见大是这部作品最能打动人的品质，

观众可以跟随剧中的角色一起面向舞台，看

见信仰。”

培育浦东原创，续写浦东传奇

5月27日至31日，《向延安》将在东方艺

术中心连演6场，并将于6月底赴京献演国家

大剧院。

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玮表

示，3年前，浦东原创话剧《人间正道是沧桑》

从东艺舞台走向全国、载誉而归；此次全新推

出的原创话剧《向延安》又开启全国首演。《向

延安》的成功首演，体现了浦东这片改革热土

过去与未来、改革与创新交汇出的万千澎湃

气象，更代表着浦东新一批原创剧作进入发

展新阶段。

近年来，浦东坚持打造文化高地，全力提

升文化软实力，先后培育支持一批原创文化

作品，包括交响乐《浦东交响》、报告文学《浦

东史诗》、琵琶组曲《乐鸣东方》等，浓墨重彩

讲好浦东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出强大

的精神动力和创新能力。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

展形象。未来，浦东还将鼓励更多文艺工

作者深入挖掘浦东历史文化和现代发展成

果，创作推出更多精品佳作，让艺术之花

在引领区沃土尽情绽放，为加快建设社会

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核心承载区筑牢精神

保障。

致敬“光荣之城”，看见心中信仰

浦东：原创话剧《向延安》开启全国首演

34个版本的《复员、转业、退休军人

粮食供应介绍证》、300多张涵盖上海当

时所有内陆水运航线拥军船票……昨天

上午，由上海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办的上海双拥工作展览馆开馆，老

兵收藏家邵根才生前捐赠的各类拥军票

证首次展出，票证背后的故事令人动容。

“邵根才酷爱收藏，大半辈子收集的

8200多件红色藏品，无偿捐赠给全国50

多个党史馆、军史馆。这里陈列的是邵

根才先生的捐赠，他前后跑遍全市50多

个粮管所，最后在堆积成山的资料中找

齐双拥相关史料，才能呈现极具历史价

值的拥军票证。”上海双拥工作展览馆策

展人李莉在两个实物壁龛前为大家讲

解。“展览馆征集史料始于6年前，邵根

才听说后主动开始整理，将票据归类，并

备注史料细节，我们事后得知他当时身

体情况已不适，但他仍坚持着。”

2019年，邵根才因病离世，妻子沈

慧娟转交了他临终前整理的300多张拥

军船票。这些不起眼的票证见证了上海

公交优待的发端，涵盖市轮渡公司、市内

河航运公司等当时所有内陆水运航线。

“我们是‘人’字的一撇一捺，谁也离

不开谁。”沈慧娟含着泪默默地看着票

证。“我们相识于大学时期，接触了半年

后，他要参军驻守海防前线，分别时，老

邵就说这辈子认定了我，不管多久都要

等到我，就如同收藏一样，我就知道他一

定会把我照顾好。”

退伍后，邵根才把买东西找下来的

小额票证全都保留下来，无意间成就了

一项吉尼斯纪录——他所收集的全国各

地发放的半钱油票、一钱粮票等12类20

种最小面额票证，创“收藏面额最小的票

证种类之最”。部分票证的市场价值不

菲，不少人主动上门求购，但邵根才和老

伴从不动心，“它们最大的价值就是被完

整地保留下来。”

“他经常说，小小票证是很好的历史

档案，可以补充某些史学上的空白，由机

构保管也能被更多人欣赏和观看，发挥

其史证功能、教育功能，如今展览开幕，

他的心愿也实现了。”沈慧娟说，他们的

家中到处堆满了藏品，但是乱中有序，她还将继续整理相关的史

料，“我们两人同心同德、风雨同舟，我把老邵遗愿作为自己的心

愿，捐给国家已是我的责任和使命。”

票据是展览馆的一处细节，此次展览共展出图片422张、实

物303件套。上海双拥工作展览馆以上海解放以来双拥工作发

展历程为主线，生动展示上海军民一家亲的鱼水深情、卓有成效

的双拥工作成果。其中，国防教育展厅“戎耀训练营”，以体验营

的方式向青少年传播国防知识，组织军事科目模拟训练，最后通

过打卡获得“戎耀守沪者”勋章，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

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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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祝越

本报讯 （记者薄小波）昨天是上海解放75周年纪念日，嘉
定区首个街镇国防教育园地——新成路街道国防教育园地启

用，百余名社区居民、学生、党团员、退役军人和民兵代表在讲解

员引导下，作为首批观众前来参观，共同铭记这个特别的日子。

位于迎园四坊16号的园地展厅以“筑梦国防向复兴”为主

题，以“中国梦、强军梦、我的梦”为设计核心，用“纸飞机”线索贯

穿国防、消防、民防主题区域，从纸到纸飞机，从战机到和平鸽，

以各种形态表达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不同寓意。除展厅外，园地

还设置室内“国防大讲堂”、室外“小小练兵场”等打卡点，可以开

展民兵训练、防空演习、消防演练等，是一个集国防动员、亲子科

普、国防消防民防教育于一体的沉浸式爱国主义教育园地。

“现在家门口有了这样一个国防教育园地，通过参观重温历

史，相比之下，现在的生活真的是很幸福。”附近社区居民宗元说。

“园地除了展陈外，也有面向孩子开设的激光打靶等国防主

题娱乐项目、青少年红色研学、企业团建、老年人网络知识培训

以及退役军人服务、预备役军人的学习动员等，打造全民国防园

地，增加市民对国防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安全意识，激发爱国情

怀和民族自豪感，让红色文化代代相传。”新成路街道国防教育

园地负责人沈悦介绍。

嘉定：“家门口”开办
沉浸式国防教育园地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 昨天，“共筑国之长城”2024年
上海市全民国防教育主题系列活动在上海师范大学霞棐剧院启

动，持续推动“光荣之城”2024上海红色文化季在全市深入

开展。

启动仪式上，“上海市大学生国防教育研究中心”合作联盟

为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杉

达学院4家新成员授牌。金山区第二实验小学、嘉定区紫荆小

学、民办新华初级中学、园南中学、晋元高级中学、材料工程

学校（中职）6所学校代表全市51所中小学接受“2023年全国

国防教育示范学校”授牌。至此，本市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

总数达到100所。

现场发布了2024年“拥军优属 固我长城”主题系列活

动，今年5月至10月，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将组织开展“服

务国防、强军兴军”拥军支前类、“尊崇关爱、帮困解难”优

抚优待类等五大类100多个实事项目。

上海市全民国防教育主题系列活动启动

沪今年将开展百个双拥实事项目

浦东新区华高小学的学生们在女士官带领下体验绑绳结。

本报记者 陈龙摄

▲海警官兵和青年党员在宝山烈士陵园无

名烈士纪念碑前献花。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在永安百货绮云阁，报童小学的少先队

员们向国旗行队礼。

本报记者 袁婧摄
制图：张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