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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的写作者，

非常幸运。中华几千年伟大文明，近现

代百多年独特的文化生态，改革开放数

十年敢为创新发展先行者，都是我们取

之不竭的文化宝库。”昨天，上海市作

家协会召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

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作家孙颙

如是感慨。

回望这十年，上海团结引领广大作

家和文学工作者推出精品力作，努力培

养各类文学人才，精心组织各类活动，

积极推动对外交流，推进网络文学健康

有序发展，推动上海文学事业取得了崭

新业绩。座谈会现场，老中青三代作家

结合各自创作经历，畅谈如何创造出更

好更多的文艺精品，不辜负时代召唤、

不辜负人民期待。

投身现实主义广阔天地

“十年前，作协开始推进现实主义

创作基地的写作计划。这是很好的探

索，对作家来说，多了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的创作平台。”作家程小莹用“心之

所至，素履前往”形容十年来参与的重

大创作项目，比如反映公交行业改革历

程的非虚构《小扬州，到上海》、聚焦

上海出租车行业改革的《故事从那时候

开始》、体现上海水上交通历史演变的

《船与码头：黄浦江的故事》等，被委

托采写的非虚构《我到新疆去》则聚焦

上海援疆干部先进事迹。

许多不起眼的人物，与城市基本生

态却休戚相关，“文学没有所谓高低贵

贱之分，现实主义是个广阔的创作天

地。我们唯有真诚。”程小莹说，其实

写作是作家与生活、与时代之间的一种

互为认知的过程。每一次写作，作家对

生活的某个方面、在某个层次、通过某

些思考和探求，以自己的叙事方式予以

表达，从中得到认同，是作家与生活与

时代与人民完成的共同精神谱系。他透

露，自己刚完成30万字长篇非虚构《凝

视：仁济之方》，围绕有着180年历史的

三甲医院，呈现从晚清到上海解放再到

改革开放的城市年代故事和医学叙事。

作家、上海作协副主席孙甘露谈

到，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起点”

“红色足迹”系列作品号召作家深耕上

海红色文化资源。如今，沪上老中青三

代作家凝心聚力，显示出创作的活力和

力量。《千里江山图》《红日》《上海的

早晨》《白纸红字》《伟大纪念日》《起

来》等一批颇具影响的红色题材作品，

从多个视角全景式记录中国共产党人的

非凡历程。

上海多部作品在文学长廊留下浓墨

重彩的印记。2014年，滕肖澜的中篇

小说《美丽的日子》，程德培的《谁也

管不住说话这张嘴》、张新颖的《中国

当代文学中沈从文传统的回响》，分别

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和文学

理论批评奖。《蹉跎岁月》《长恨歌》

《繁花》等入选2019年度“新中国70年

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金宇澄的

《繁花》获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

个一工程”奖和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孙

甘露《千里江山图》获第十六届精神文

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和第十一届茅

盾文学奖。2024年，马伯庸 《大医》

获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

奖长篇小说奖。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文学作品被陆

续搬上舞台、银幕、荧屏，持续出圈扩

大影响力。上海作协副主席杨扬鼓励作

家们可拓宽写作门类，“从小说母本出

发，可尝试剧本、舞台作品的策划写

作，为IP的后续开发延伸打下基础”。

抵达鲜活的城与人

“上海题材，是写之不尽的富矿。”

写作历史文化随笔《长河千帆过》的过

程中，孙颙对中国近现代转型期历史产

生浓厚兴趣，和上海产生交集的历史人

物与事件，越来越多成为作家笔下的灵

感或素材。

作家马伯庸还记得，2017年因一

次契机注意到上海华山医院原名为中国

红十字会总医院，是中国红十字会兴建

的第一家医院，也是中国人自建的第一

家现代医院。院史馆里每一份老照片、

旧文献，都能勾连起中国近现代史大事

件和大人物。受此启发，他写下长篇小

说《大医》，讲述清末民初中国第一批红

十字会医生在乱世中奔走救亡的故事。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引用了清代

文学家赵翼的《论诗》。马伯庸认为，这

对当下创作很有启示。“无论是写科幻还

是历史作品，实际上写的都是当下。只

有吃透时代精神，才能写出和当下有共鸣

的作品。作为北方人，我写不出像《繁花》

这样充满上海风味的作品。我能做的是

将上海在近代史中的独特地位，以及它在

中国命运转折时期作出的特别贡献凸显

出来。以古观今，将现代上海和以前的上

海做一个连接。希望接下来的创作也能

从更高的角度，将真正的时代精神和上海

文化内核结合到一块。”

从与父亲管新生合著长篇小说《百

年海上》到原创话剧《暖 · 光》，再到

原创现代淮剧《大洪流》、人文新淮剧

《半纸春光》……作家管燕草回顾十年

创作心路，坦言“写作是孤独的事业，

但要用心用情构建五彩的精神世界，努

力写出无愧时代和人民的作品”。

“我的写作就是为了抵达他者，抵

达更多真正的‘人’。”在90后作家三三

看来，上海是非常立体而丰富的地方，她

希望写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真诚的人，“我

从小跟外婆生活在老年人社区，尤其对那

些普通的看似没有太多精神生活的人感兴

趣，很多个体都值得写。”

上海也是中国网络文学的重镇。从

《北斗星辰》精准呈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发展历程，《关键路径》聚焦国产大飞机

C919项目研发历程，到《垂直起飞》描绘

新质生产力中低空经济行业的创业故事，

网络作家匪迦感受到网络文学正往主流化

和精品化方向发展，多部小说涌动着大国

重器独有的力量，“网文也化身文化出海

主力军，成为新时代文学的一抹亮色”。

“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组织带领广大文学工作者在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中，读好用好‘生活’这本

大书，运用文学的力量温暖人、鼓舞人、

启迪人。”上海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

席马文运说，期待作家们积极投身于伟大

的时代，提升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

和艺术价值，创造出彰显时代特征、中国

特色、上海特点的佳作。

十年来老中青三代作家凝心聚力推出精品力作，深挖时代精神与城市富矿

读好用好“生活”这本大书，上海文学创作活力迸发

第23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

幕当晚，享誉世界的莫斯科大剧院芭

蕾舞团在阔别23年后重返上海大剧

院舞台，从17日晚到19日，舞团连演

四场《斯巴达克斯》，21日，11位首席

舞者组成的超明星阵容将呈现经典

舞段GALA《芭蕾精粹》。五场演出

均由莫斯科大剧院交响乐团现场伴

奏，为此，剧院派出超过250人的超

大规模阵容。这是莫大芭蕾舞团

2024中国之行的唯一一站演出，也是

第23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重磅参

演剧目之一。

莫大芭蕾舞团在上海演出《斯巴

达克斯》，是真正意义上的“久别重

逢”。35年前，1989年9月，莫斯科大

剧院芭蕾舞团受邀访华，在靠近外滩

的上海“老市府大楼”礼堂内演出了

《斯巴达克斯》。谈及1989年《斯巴达

克斯》和2001年《天鹅湖》这两次上海

之行，舞团艺术总监马哈尔 ·瓦泽耶夫

感慨：“从前的间隔太久了，今后，我们

希望与上海观众建立起持续的对话，

彼此之间的走动频率该高些。”

历史追溯至1776年的莫斯科大

剧院是俄罗斯最具代表性的剧院，也

是俄罗斯文化艺术的重要标志，其中，

芭蕾舞团被公认为全世界芭蕾舞团中

的璀璨明珠，素有“芭蕾天团”美誉。

莫大芭蕾舞团以精湛的舞蹈技巧、严

谨的创作风格和雍容华贵的舞美设

计闻名于世，《天鹅湖》《睡美人》《吉

赛尔》《罗密欧与朱丽叶》《胡桃夹子》

等经典芭蕾舞剧是舞团的保留剧

目。舞团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芭蕾发

展中心，书写了世界芭蕾史上最夺目

的篇章。

在上海大剧院开幕三周年的

2001年，莫大芭蕾舞团受邀连演四场

《天鹅湖》，轰动申城。然而美轮美奂

的《天鹅湖》只是掀开莫大芭蕾舞团辉

煌成就的一角。舞团坚守古典舞蹈的

传统精髓，更植根于民众的深厚情感

与历史的丰富土壤，创造富有俄罗斯

风格的作品，拓宽芭蕾艺术的边界与

视野。此次上海之行带来的舞剧《斯

巴达克斯》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融俄罗

斯风格、历史叙事的厚度和芭蕾古典

美学于一体，是舞团的“金字招牌”。

芭蕾舞剧《斯巴达克斯》1968年4

月9日在莫斯科大剧院首演，被视为

俄罗斯芭蕾的里程碑。这部舞剧根据

古罗马真实历史创作，再现了公元前

73年至公元前71年，古罗马奴隶斯巴

达克斯率奴隶军起义，反抗古罗马指

挥官克拉苏，最终英勇牺牲的故事。

编导格里戈罗维奇以古罗马的生活场

景为背景，舞蹈编排聚焦于对立立场

的两对男女主角的命运。舞美设计的

思路来自古罗马遗迹，以岩石粗粝的

质感一改过往影视作品对古罗马“奢

靡堕落”的刻画，取而代之以粗豪质朴

的舞台意象。哈恰图良的音乐也以雄

浑的旋律，给芭蕾的呈现平添厚重底

色。19世纪以来芭蕾舞剧大多聚焦

女性角色，男性舞者充当陪衬。《斯达巴

克斯》颠覆了这条行业惯例，以男性角色

为中心，表达男性力量的阳刚之美，舞蹈

的情感表达极为强烈，展现斯巴达克斯

有勇有谋，并且不懈追求自由。格里戈

罗维奇在编排中融合波澜壮阔的历史叙

事、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和人物复杂微

妙的内心世界，大双人舞和独白舞段的

戏剧层次丰富，情感张力巨大，大开大合

的编舞思路对舞者的体能与技艺提出了

严苛挑战，因此被公认为难度最高的芭

蕾舞剧。

舞团艺术总监马哈尔 ·瓦泽耶夫谈

到，《斯巴达克斯》是莫斯科大剧院的一

张名片，因为这是一部具有特殊历史价

值的芭蕾舞剧，它的存在，为男性芭蕾的

呈现和男性英雄舞蹈树立了新的标准。

并且，在莫大，《斯巴达克斯》是一部类似

于“明星舞者摇篮”的作品，这部舞剧是

历代首席的“必修课”。“新生代演员在学

习和表演《斯巴达克斯》的过程中，了解

莫大芭蕾舞团的传统，他们也成为传统

的一部分并把这些继续在舞蹈中、在舞

台上传递下去，这个作品的核心价值正

是在于传承和发扬。”这传承并不是一成

不变的复制粘贴，他以舞团这次来上海

的两位年轻首席为例：“这些有才华的孩

子会把个人的感受和特色在舞蹈中展现

出来，所以经典的舞蹈在延续的同时总

会出现新鲜的风貌，我在剧场里看过这

部舞剧很多次，看过好几代首席从这个

作品里成长起来，让我惊艳的是，每一

次，我都会忘记这是1968年的舞剧，它

看起来像是给这些崭露头角的新人们量

身定做的新作。”

瓦泽耶夫认为，《斯巴达克斯》不仅

承载着舞团的艺术价值，它的精神价值

同样值得延续。“这是一部虽败犹荣的英

雄史诗，在我们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

代，像斯巴达克斯那样为了捍卫正义的

价值而不断抗争、不断奋斗，难道不是这

部舞剧最珍贵的时代意义吗？”

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携《斯巴达克斯》归来

更新两集播放量近千万——近日，

哔哩哔哩（B站）联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

心推出了国内首部聚焦人类情绪的心理

医疗类纪录片《是坏情绪啊，没关系》，引

发广泛关注。该纪录片以当代青年最具

代表性的情绪问题为内容方向，打破认

知偏见，让更多人了解并理解心理健康

问题。

《是坏情绪啊，没关系》共6集，每集

围绕一个话题，从恐惧、悲伤、愤怒、厌

恶、迷茫、焦虑等六种情绪入手，通过记

录患者逐渐康复的过程和帮助患者康复

的暖心人物事迹，鼓励更多处于“坏情

绪”的人们重拾生活的勇气。

真实故事，建立起与观众
的情感联结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当代

人的精神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B

站出品的《是坏情绪啊，没关系》聚焦于

20—40岁年龄段人群常见的心理问题，

通过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一线故事，

深入浅出地传递健康常识。

“一睁开眼睛，就看到娃娃的耳朵掉

在地板上，然后是它身上的棉花，而我完

全没办法救它。”儿时的记忆已经过去了

很多年，但懿宸说起来的时候仍然泪流

不止。童年时代，懿宸的妈妈因为生气，

当面剪碎了她心爱的娃娃，从此孩子也

落下了“坏情绪”的病根。在外人眼里，懿

宸美丽、能干，她有着光鲜的学历和工作，

还有美满的婚姻。但内心深处，她一直被

自卑、怨怼的情绪所困扰：“只是一个娃

娃而已，别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会记恨家

人那么久。”她一边哽咽着，一边深深地

自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每次想

起这件事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地疼。”

另一个女孩李悠扬也让观众感到

“心疼”。她戴着眼镜，文文静静，正处在

美好的花样年华。但一个“幽灵”徘徊在

她身边，操纵着她的身体做出可怕的事

情：或是爬上顶楼，站在一步跨出便是生

死之隔的边缘；或是突如其来的一股冲

动，便拿起刀子割腕。女孩平静地叙述着

那个戕害自己的“幽灵”，给它起名叫“诺

德”。李悠扬的梦想是成为医生，她喜欢

医生在拯救生命时那种光芒万丈的样

子。然而送给自己的18岁生日礼物，是

人体器官捐献的卡：“我想捐献自己的眼

角膜和器官，可是如果跳楼的话，脏器就

摔坏了。”李悠扬不确定地说：“也许是在

用这种办法拉住自己不去做那种事（轻

生）吧。”

真实的故事，才能建立起与观众的

情感联结，唤醒大众对心理健康问题的

重视。《是坏情绪啊，没关系》由资深医生

专家作为故事与知识的桥梁，采用观众

易于共情的案例，以专业的视角切入，聚

焦疾病本身。

展现治愈过程，鼓舞拥抱情绪

“坏情绪”的成因，往往是凄惨的过

往，而能帮助他们走出困境的，是心理健

康专业人士的能力与责任感。有的患者

小时候曾被父亲用水管打到无法走路，

还被父亲长时间“冷暴力”对待，排除痛

苦的方式是回避痛苦的回忆——女孩不

愿在镜头里露面，但在打着马赛克的画

面里，观众清晰地见到她脸上洋溢着笑

容，诉说着自己遍布着殴打和疼痛的过

往：“我是不是不该笑的？”经历过痛苦

的人，应对创伤的反应有时候会选择再

次撕开自己的伤疤，女孩在时隔多年之

后，选择直面高中时代伤害过自己的

人，尽管她内心深处早已经有了答案。

纪录片跟踪记录了医务工作者和全社

会的共同努力，改变精神疾病患者最初

的茫然、慌乱、绝望情绪，给他们带来勇

气和力量，同时也给患者家庭及亲人带

来希望。

随着《是坏情绪啊，没关系》的播出，

节目组希望更多人能够认识到每个人都

会遭遇不同环境的压力与挑战，要学会

认识自己的情绪，并接受一个事实：身体

会受伤，精神也会。每个人都可能被“坏

情绪”袭击，但它终归是一个病，一个在

专业指导下可以治愈的疾病。

业内人士指出，该纪录片的播出填

补了市场的空缺，它鼓励大众勇敢面对

情绪问题，拥抱情绪，实现自我疗愈，彰

显了人文关怀，拓展了纪录片的新赛道

和更大社会价值。

国内首部聚焦人类情绪的心理医疗类纪录片引关注

以温暖而专业的态度唤醒大众正视“坏情绪”

乘风好去、长空万

里，直下看山河。时代

叙事中，生态文明有如

清风。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社 教 节 目 中 心 推 出 的

“美丽中国 四季行歌”

大型融媒体行动之 《绿

水青山的中国》（长江

篇） 日前在总台社会与

法频道 （CCTV-12）、科

教频道 （CCTV-10） 播

出，央视新闻、央视频

等 新 媒 体 平 台 同 步 直

播。节目采用创新的融

媒体直播方式，以单期

30分钟电视直播结合2小

时新媒体直播，凭即时

性、互动性吸引了更多

人的关注参与。

从古老而神秘的羌

藏文化，到水润江南的

吴越文化，抑或是灿烂

辉煌的良渚文化，中华

大地上的每一寸土地都

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

与生态价值。跟随 《绿

水青山的中国》 节目沿

江而行，观众与网友能

在青海沱沱河的班德湖

野生动物观测站感受生

命的活力，在浙江湖州

的安吉余村见证人与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的 美 好 实

践，在宜昌的三峡大坝

前惊叹于人类工程的伟

大成就……节目不仅呈现

了我国自然风光的多样

性，传递了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理念，也展示了中

国社会经济转型期的创

新实践和成功经验、美

丽中国的独特风采。

千年文化脉络
融入思政教育

节目引人注目的亮

点之一，是对“长江文

化带”这一概念的创新

构建与丰满，以独特的

视角为观众带来一场关

于长江的全景式的视觉

与心灵盛宴。

长江，作为中华民族

的母亲河，其流域涵盖了

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节目从三江源到

入海口，深入探寻羌藏、滇黔、巴蜀、

荆楚、湖湘、赣皖、吴越这七个文化

区，犹如一位耐心的文化探险家，将长

江沿线隐藏在山水之间的文化瑰宝一一

挖掘呈现，能令观众深刻认识到长江文

化带并非是各个文化区域的简单叠加，

而是一个有机的相互交融的整体，是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生动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绿水青山的中

国》（长江篇） 特别推出

了 “ 长 江 之 美 ” 思 政

课，巧妙地将长江千年

的 文 化 脉 络 融 入 教 学

中，为新时代的长江之

歌 注 入 新 的 活 力 与 韵

律。它以长江为经，以

亲历者、见证者、传承

者的故事为纬，使思政

教育有了丰富的文化底

蕴和情感依托。课程中

的人物故事大多基于嘉

宾的亲身经历。土旦旦

巴从牧民到生态保护者

的转变、龙勇诚拍摄滇

金 丝 猴 照 片 的 独 特 经

历、高鹏对三峡工程的

深入了解、杨军在海昏

侯墓考古发掘中的长期

探索等，这些人物故事

与特定地域相结合，使

课堂氛围浓厚。

全方位呈现长
江经济带活力

《绿水青山的中国》

（长江篇） 对长江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建设

成就的全方位呈现，也是

值得称赞之处。当今时

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的协调是全球性的课题，

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正是我

国在这一课题上的积极探

索与成功范例。从现代化

的港口建设到生态农业的

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产

业的崛起，到传统产业的

升级改造，观众可以看到

长江经济带正以一种充满

活力又可持续的方式迈向

未来。

在建设旅游强国的战

略背景下，长江文化带的

建设具有独特价值与意

义。长江流域丰富的自然

景观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为

旅游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

厚的资源基础。无论是奔

腾不息的江水，还是沿岸

错落有致的风光，都被镜

头捕捉得恰到好处。节目

对长江文化带的全方位展

示，有助于提升长江旅游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助力

长江文化带建设与旅游强

国战略的协同共进。

此外，“长江文化促进号”这种独

特的载体和场景转换，打破了传统科教

报道单一的表现形式。它如同一艘文化

巨舰，承载着使命，乘风破浪，为长江

之畔带来生态文明、文化传承与媒体创

新的和谐交响。通过这个移动的文化展

示平台和生态观察站，长江流域的生

态、文化、经济等多方面元素尽收眼

底，让人仿佛身临其境般领略长江的生

态文明美学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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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的中国》（长江篇）不仅呈现了我国自然风光的多样性，传递了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也展示了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期的创新实践和成功经验、美丽

中国的独特风采。 （央视供图）

 ▲芭蕾舞剧《斯巴达克斯》融俄罗斯风格、历

史叙事的厚度和芭蕾古典美学于一体，是莫斯科大

剧院芭蕾舞团的“金字招牌”。 （均演出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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