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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李大钊

从日本回国，在《新青

年》上发表了《青春》一

文，号召中国青年站

在时代的前列……”

“小小讲解员”清亮的讲解声在“光荣

之城——上海市革命场馆联盟红色文物

史料展”展厅响起，引领着同龄人走进党

在上海“诞生、启航、出征”的光荣历史。

新学年开学第一天，上海市复兴实验中学

的学子们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

历史博物馆）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开学

第一课”。青少年们通过展厅导览与戏剧

展演，以独有视角感悟血与火共同淬炼的

伟大建党精神。

2024上海红色文化季持续开展，正

值开学季，申城将丰厚红色文化资源转

化为鲜活“大思政课”，让学子们在感受

革命先驱的精神伟力中开启不一样的新

学期。截至昨天，已有14家革命场馆推

出了18堂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开学第

一课”。与此同时，“光荣之城”2024全国

青少年红色文化申城体验活动和“红色

印记”2024年少年红途行主题活动亦在

火热进行中，在润物无声中有效发挥红

色资源立德树人的作用。

红色成为“开学第一课”主色调

“这次讲解，让我不仅对历史有了更

加深刻的了解，以后参加类似的活动也

不会再怯场了。”参与“光荣之城——上

海市革命场馆联盟红色文物史料展”的

讲解，令上海市复兴实验中学七年级学

生张昕玥收获颇丰。据介绍，在“开学第

一课”之前，由22位同学组成的“小小讲

解员”团队早在7月底便穿上志愿者的工

作服，在展厅为公众提供公益讲解。

为了丰富参观体验，同学们还结合

展览内容与展陈空间，排演了短剧《真理

的味道是甜的》《1925年5月30日》与《秘

密印刷厂》，通过扮演陈望道、陈铿然、毛

泽民等重要历史人物，将展厅化为历史

现场，沉浸式走近波澜壮阔的革命岁

月。“以前只知道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

宣言》”，为了更接近扮演的历史人物，七

年级的赵之辰在老师的建议下特地看了

电影《望道》，还向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

请教历史知识。“演了情景剧以后，对‘真

理的味道是甜的’代入感会更强，是一次

心灵的洗礼和精神的启迪。”

据上海市复兴实验中学党支部书

记、校长陈辞介绍，早在2022年底，该校

已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开展深度合作，

推出讲解、策展、表演等课程，以历史为

镜，以文化为魂，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孩子们心中厚

植爱国情怀。“开学第一课”是近两年馆

校合作成果的展示，也是家校社协同育

人的一次尝试。

新学年，红色成为上海中小学“开学

第一课”的主色调。“一针一线缝进冯铿

毛背心的，有爱与关怀，也有勇气和坚

守”；“柔石的笛子，吹出的是与鲁迅先生

的情谊，是《朝花》的出版，是左联队伍的

壮大”；“瞿秋白的酒精炉里摇曳的，是革

命者心中不灭的火焰……”日前，在左联

会址纪念馆举行的一场研学活动上，来

自虹口区多所学校的学子们围绕馆藏三

件重点文物即兴写下感想，颇具文采的

表述，令现场气氛热烈。开学之际，陈云

纪念馆将《陈云与苏州评弹》音乐党课送

进七宝中学，创新探索“讲+演”的形式，

让青少年直观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

来光荣之城，赴一场红色之旅

作为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伟大

建党精神孕育地，上海是一座被红色浸

润的光荣之城，拥有得天独厚的红色资

源。上海红色文化季加强文旅融合，优

化红色旅游产品供给，让可亲可近可感

可知的红色文化更好地融入青少年群

体。以“红色印记”2024年少年红途行主

题活动为例，推出初心之地、澎湃岁月、

光辉足迹、文化红浪、海上繁花、潮起东

方等6条寻访线路，带领青少年从多个维

度“看上海、行上海、学上海”，感受初心

之地深厚的文化底蕴，让一路的见闻变

成心中的骄傲与荣光。

拥抱上海红色文化的，还有来自全

国各地的青少年。近日，来自上海、哈尔

滨、南京、南昌和广州五个城市的60余名

师生汇聚于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这场

城市互动研学在庄严肃穆的升旗仪式中

拉开帷幕，当“龙华魂”国旗护卫队缓缓护

送国旗至升旗台前，伴随着嘹亮的国歌，

五城少年齐敬队礼，那一刻，时间仿佛凝

固，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不久前启动

的“光荣之城”2024全国青少年红色文化

申城体验活动，开发设计了15条精品推荐

线路，邀请全国青少年来上海赴一场红色

之旅，了解上海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

南文化。而穿梭于城市的红色双层观光

巴士，串联起五卅运动纪念碑、中共一大 ·

二大 · 四大纪念馆等重要红色文化景区

场馆，亦是学子们心中的“移动课堂”。

开学季，上海将丰厚红色资源转化为鲜活“大思政课”

播撒红色种子，开启不一样的新学年

在上海外白渡桥附

近的胜利电影院，由海

飞执笔、改编自其同名

小说的话剧《苏州河》日

前正式启动，面向全国

招募演员。这是海飞第

二度担任话剧编剧，献

给了这部他耗时八年完

成的小说。“苏州河”的

名字决定了上海在作品

中无可替代的地域属

性，正如海飞所说，“上

海元素将在话剧中无处

不在。”

“ 我 的 爱 好 是 写

作，我谋生的手段也是

写 作 ， 我 感 到 很 幸

福。”海飞对小说 《苏

州河》 的情感可以用

“深情”来形容，海飞

家里有一只超过十年

的牛皮信封，里面放

着他为 《苏州河》 收

集的所有资料，以及

他在一些时刻突然涌

上的写作灵感。为了

写作，他通读《海上警

察 百 年 印 象 （1843—

1949）》，把上海警察

博物馆的四层楼看了个

遍，只为讲述好苏州河

畔新中国第一代人民公

安的理想与荣耀。

和海飞一样，《苏州

河》的主人公——警察

“陈宝山”对职业充满热

忱。“我非常喜欢男主

角，观众能看到他对待

自己职业和感情的多重

情感。”《苏州河》导演钟

浩在“陈宝山”身上看到

理想主义的光芒。上海

多雨，陈宝山和苏州河

一样，经历过人生中无

数的雨阵。出身警察

世家的陈宝山以身入

局，在三宗迷雾笼罩的

离奇凶杀案中展开追

踪，同时被卷入苏州河上残酷与温情并存的

隐秘暗战的故事。《苏州河》里，海飞讲述了

上海解放前后的警察局变迁和地下共产党

员的战斗。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苏州河》

中有迹可循，它们像是岛屿链，勾勒出1949

年的上海境况。

“陈宝山穿着灰蓝色的风衣，戴着一顶帽

子，手中拿着一个纸包的葱油饼，这是我心目

中一个老警察的形象。”在海飞的写作中，他

在上海的童年记忆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有两个童年，一个在乡村气息浓郁的村

庄，一个就是在大上海。”海飞自认，他的写作

与上海息息相关，“没有上海，我不会是一个

写作者”。在童年和少年时期，海飞在上海接

触到大量文学作品和报刊。“所有的文字都录

入到我的记忆中，当时我的理想并不是作家，

但当我真正努力想要成为作家的过程中，以

往所有的阅读经验都成了财富。”

《旗袍》《麻雀》《谍战深海之惊蛰》……在

海飞的职业履历里，影视剧本是相当出彩的

一部分。作为一名成熟的编剧，海飞此番继

《向延安》后再次操刀话剧，依旧充满新鲜

感。在他看来，影视创作与话剧剧本创作有

许多相同之处，人物一定要鲜活，对白需要精

彩。但两者之间又有很大的不同，“舞台更依

赖于台词，短短一两小时，就要承载一个很大

的构架”。

话剧《苏州河》由浙江演艺集团浙江话

剧团有限公司出品，浙江演艺集团杭州剧院

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出品，将于2025年1月

10日第五个中国人民警察节之际在杭州剧

院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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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总是令人好奇。非洲的艺术摄影、美

洲的魔幻现实主义绘画、欧洲的时尚设计……眼

下，市民游客足不出“沪”，便可饱览全球艺术潮

流。迈向国际艺术之都，上海步履不停，正加速

释放“磁吸力”。日历翻到9月，申城渐入艺术佳

境，据不完全统计，本月全城举办的艺术展览数

量近两百个，其中来自世界各地的优质艺术首展

频现。

打破偏见的影像

一提非洲，你会想到什么？金字塔？沙漠？

贫乏？近日于Fotografiska影像艺术中心启幕的

展览《非凡现实主义》，显然扭转了人们对于非洲

的刻板印象。这是亚洲首个大规模的非洲摄影

展，聚焦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共展出16名非

洲艺术家各具辨识度的摄影和影像作品，将非洲

丰富多样的当代艺术和文化呈现于中国观众面

前。例如，塞内加尔艺术家马伊穆纳 ·盖雷西喜

欢定格戴着头巾的女人，将人物与周围环境和谐

相融，营造出一种雕塑感甚至是建筑感。在尼日

利亚艺术家大卫 ·乌佐胡库的镜头下，只见广阔

的沙地、水域或天空环抱着散发力量的黑色肌

肤，图像由此获得质朴又奇幻的视觉效果。贝宁

艺术家莱昂斯 ·阿波德鲁的摄影有着充满活力的

色彩，其中有组作品让健美运动员身披传统花

布，戴着太阳镜和塑料花，被灿烂的背景包围，据

说这正是西非流行的摆拍摄影。

同样在这个影像艺术中心亮相的《双重呈

现》，则是国际知名视频艺术家马可 ·布拉姆贝拉

的中国首次个展，破除了人们将影像等同于真实

的偏见。布拉姆贝拉以重新诠释流行图像和开

创性使用数字成像技术而闻名。展览循环播放

的两部作品《天堂之门》(2022)和《王者尺度》

(2023)，均为全景视频拼贴，现实与虚构间的张

力在拼贴的层叠中丰盈，好莱坞影片的经典切片

被赋予新造的含义，尽显极繁主义的都市未来

感，让人体验到什么是真正的“目不暇接”。

超越写实的绘画

当摄影术足以反映现实，AIGC能够无限生

成图像，绘画还能拥有什么样的魅力？正于龙美

术馆西岸馆举办的两个艺术首展给出了回答。

前一个展是美国艺术家拉里 ·皮特曼的亚洲

首场美术馆个展《魔幻现实主义》。以密集层叠

的画风包含一整套符号和象征、多种绘画技巧的

交织、独特的色彩组合，以及明显的对手工艺和

装饰艺术的致敬，皮特曼在四十年艺术创作生涯

中，发展出这样一种独特的视觉语言。众多作品

视觉饱满，打开了一个个充满想象力的世界。

后一个展览，法国艺术家、“抒情抽象主义画

派”开创者乔治 ·马修的亚洲首场大型回顾展《乔

治 ·马修》，以情感的注入为画面增添生命力。他

的不少绘画呈现出书法般的抒情性，俨然“行动

绘画”，画布是其能量投射场，身体行动的舞台，

鲜明的笔触感里渗透着情感的浓度，有的只见红

与黄的视觉斡旋，有的则以飞溅的红与沉郁的黑

形成鲜明对比。

重新定义的时尚

20世纪初，过盛的装饰风格主导着西方女

性时尚，嘉柏丽尔 ·香奈儿设计的服装以极简和

精确的特质在高级定制服领域掀起革命，解放了

同时代女性的身体，最终形成一种时尚宣言。正

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的《时尚宣言｜嘉柏

丽尔 ·香奈儿》，是时尚设计师嘉柏丽尔 ·香奈儿

在中国的首个作品回顾展。

展览汇聚来自巴黎市立时尚博物馆加列拉

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洛杉矶亚利桑那州立大

学FIDM博物馆等多家艺术机构珍藏的200余件

展品，以全新视角聚焦香奈儿创造的经典风格与

美学立场。其中，30套套装集结，构成此次展览

最蔚为壮观的一个展厅。它们正是香奈儿创作

法则的集大成之作，以女性身形为考量，在松弛

感与优雅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令女性行动自如，

又从视觉上勾勒出廓形，装饰元素精确而细腻。

近期申城频现来自世界各地的优质艺术首展

非洲摄影领衔，打开全球艺术的“万花筒”

中国好剧正在非洲持续圈粉。

电视剧《山海情》火爆科摩罗荧屏。中国西

部地区脱贫攻坚历程的真实写照，感动了同样

向往美好生活的科摩罗人民。事实上，该剧已

先后被译制为斯瓦希里语、法语等20多个语种，

在科摩罗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今年7

月，另一部中国电视剧《欢迎来到麦乐村》陆续

亮相肯尼亚公民电视台、坦桑尼亚桑给巴尔电

视台，并在覆盖多个非洲国家的AZAM TV台网

和四达斯语频道STSwahili登陆，以中国援外医

疗队视角讲述的中非友谊故事收获了当地观众

热烈反馈。而刚刚结束在央视首播的电视剧

《幸福草》，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跟随菌草技术的

脚步走进包括非洲在内的多个区域……

越来越多描摹中非真诚友好、平等相待的

兄弟情谊的作品，讲述充满文化韵味、真情实感

的中国故事，已然在中非人文交流的实践中留

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无论时代变迁，联结彼此的情
谊没有变

不以山海为远，中国电视剧何以风靡非

洲？科摩罗观众曾这样评价《山海情》：“它带来

了很多启发。”2021年1月，一个“干沙滩变金沙

滩”的故事在国内首播，曾经“苦瘠甲天下”的西

海固摆脱贫困的真实历程让无数中国观众动

容。许多人也通过一部好剧，了解到福建和宁

夏在东西部扶贫协作中的故事，由局部认知了

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

历史图景，也真切感知到精准施策的中国智慧、

奋斗不屈的中国力量、守望相助的中国品格。

无论时代变迁，维系中非传统情谊的基础

没有变，贯穿其中的精神内核没有变，联结彼此

的共同梦想没有变。正因此，在历史进程中浇

筑的共同精神财富与《山海情》所传递的精神品

格高度一致，为非洲观众理解剧情提供了深厚

语境。在科摩罗播出时，当地媒体曾评价，剧中

那些“从土里长出来的人”鼓舞着科摩罗青年与

贫困作斗争。

同样，《欢迎来到麦乐村》在非洲引发观剧

热潮、激起强烈共鸣也在情理之中。“麦乐”在斯

瓦希里语中有着“永远”之意，代表援外医疗派

遣的一份承诺，寓意中非世代友好。该剧在中

国援外医疗一甲子的时光里架构故事，让国之

交、民相亲的故事在非洲具象而热烈地讲述

着。而随着剧情的“续集”不断上演，剧里剧外

的中非情谊又反复丰盈着剧作内涵。据肯尼亚

公民电视台官方数据统计，《欢迎来到麦乐村》

将播出时段的观看人数拉升了135.52%。肯尼亚

网友分享：“作为一个会讲中文的肯尼亚人，这部

剧把我的两个世界同时呈现出来，我太爱了。”

传递人类共通情感，中国故事
向来有人气

《山海情》里提到的菌草技术，在最新播出

的《幸福草》中成为主角。今年8月，当该剧在国

内首播时，菌草技术的发明者和推广者、剧中原

型人物林占熺教授手写书信，为剧集“打call”。

而他彼时身处的卢旺达，有望在不久后通过“万村

通”接入的卫星数字信号，让该剧与当地观众见

面。“万村通”项目正是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

内斯堡峰会提出的中非人文领域合作举措之一，

旨在为非洲1万个村庄接入卫星数字电视信号。

事实上，中国好剧在非洲向来有人气。早

在十多年前，《媳妇的美好时代》就在坦桑尼亚、

肯尼亚、乌干达等国播出，反响强烈。随着“万

村通”项目的推进，越来越多的非洲民众接触到

卫星电视，改变了他们与外界互动的方式；与此

同时，中国电视剧场项目在非洲落户，也持续推

动剧中的中国故事走进非洲大地。有些非洲观

众因为对中国影视剧特别感兴趣，去学习普通

话甚至粤语。

传播的热度，更源于情感的共鸣。中国好

剧中，凝练着跨越国界、文化、种族的共通情

感。当《山海情》里的村民在时代浪潮中用双手

消除贫困，当《欢乐颂》中的青年女性携手互助，

当《人世间》里的周家、“六小君子”等在社会变

迁中留驻人间真情……励志、亲情、友情等人类

共通的情感便在作品中交织激荡，构成作品跨

时空传播的“最大公约数”。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斯瓦希里语专家、《媳妇

的美好时代》配音总监陈莲英的回忆，在如今看

来依然奏效。2012年，坦桑尼亚非常希望引进

中国的电视剧。最终选择《媳妇的美好时代》做

斯瓦希里语配音版，不仅因为它有较高的艺术

水准，更因为剧中呈现的当代中国普通百姓的

生活，与非洲家庭不无相同之处。因为在非洲，

越来越多女性开始寻求独立，在家庭中扮演更加

积极的角色。一位坦桑尼亚女观众表示：“我好

像也可以像剧中一样解决问题，勇敢地面对许多

家庭情况。中国电视剧拉近了我们的感情。”

《山海情》《欢迎来到麦乐村》等收获当地观众热烈反馈

中国好剧在非洲持续圈粉

上海市复兴实验中学的学子们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

博物馆）排演短剧，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 （受访者供图）

林 占 熺 教 授

（左 二）与 卢 旺 达

当地百姓一起为中

国电视剧《幸福草》

“打call”。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