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参观和打卡拍照，基于红色电影的主

题教育活动形式也越来越丰富多彩。
影视基地中，道具、服装、置景等都具有独

特优势，可以极致还原红色电影场景，为党建、
团建提供沉浸式教育体验。人们还可以穿上红

军军装，沉浸式感受充满激情与力量、信念与理
想的峥嵘?月，身临其境体验影视作品的红色

文化，摄影师也跟随拍摄，用镜头留下难忘的红

色记忆。2019年国庆期间，这里就利用服装道具
资源，重现 1949年 7月上海军民 150万人举行

庆祝解放大游行的场景，游客们自发夹道欢迎
解放军进城。再比如，电影《攀登者》弘扬永不止

步的攀登精神，在这里还有“攀登者营地”，通过
攀登，使参与者有切身体验。

采用身临其境的方式回顾红色经典，这样
的方式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体验和学
习。不少单位，还用这样的方式

开展“四史”教育，老党员们用
参观学习的方式回顾历史，年

轻一辈通过全新的培训

方式来学习如何担起新

时代的使命。
接下来，在建党 100

周年之际，上海影视乐

园着力以重走红色光影
为主线，打造红色主题

旅游，计划用有轨电车
或特色老爷车辆串联起

这些红色影片的场景，
方便集中呈现，同时把

一大会址等场景极致还
原，让人们沉浸式体验，

仿佛会议刚散，杯水尚
温……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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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着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在上海影视
乐园穿越时空踩点红色光影

电影《1921》的实景，是最近的一

站，也是故事的开端。
走进上海影视乐园，在石库门建

筑群前，就可以看到这一批新建“历史
建筑群”。这批全新的“历史建筑群”的

“身后”，是上世纪 90年代建造的第一
批石库门实景。

用手触摸这些“历史建筑”，可以

感觉到，与一般搭的景只有外立面板
不同，这次用的是真材实料。去年，为

拍摄《1921》在车墩建造的这批“历史
建筑群”，其建造单位华东建筑设计研

究院，使用 50年以上的公共建筑为标
准，甚至按历史建筑的标准来“重建”。

尤其是“一大会址”更是一比一复刻
的，用的是收集来的老砖老瓦，里面上

下水电都通，炉灶能生火、能冒烟……
按照导演黄建新的说法，“我们在车墩

不是搭景，而是造房子。”

的确，在影片拍摄期间，为还原
最真实的场景保驾护航，力争在大银

幕上再现上世纪 20年代上海作为中
国共产党诞生地的城市文化风貌，主

创团队勘景足迹遍布上海、全国乃至
海外，特别是在上海实地测绘了 30

?处相关历史旧址，最终用了 3个月

夜以继日，最终才完成了这批实景的
搭建。

驻足此地，仿佛回到了 1921年的
上海，租界林立，局势剑拔弩张。13位

来自五湖四海、平均年龄仅 28?的代
表，突破各股复杂势力的监控和追踪，

在上海共聚，创立中国共产党。从此，中
国历史进入了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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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出发
一路向阳     红色基因不仅流淌在一大、二大、四

大这样大家耳熟能详的石库门里， 也会
藏在逸夫舞台二楼的暗道， 乃至影视乐

园的片场……

被称为“红色管家”的熊瑾玎，是中

共中央在上海时期的财务总管， 被周恩
来赞颂为“最可信赖”。 他在为当时的中

央政治局常委集中开会选址时， 挑中了

云南路 447?（今云南路 171?至 173?
处）———这里一楼是一家人来人往的医

院，开会的房间则“装饰”成布店的样子，

万一有可疑的人出现， 就能瞬时切换成

谈论布匹价格的场景，有意思的是，这里
还有一条暗道，直通天蟾舞台（今天蟾逸

夫舞台），可以“混”入剧场的人群
中， 便于随时撤退到观众中……在

天蟾逸夫舞台即将重新开门之际，大
家都没想到舞台旁边有这么一条“红

色暗道”。

车墩的影视乐园， 在不拍戏

时，始终是主题乐园的定位，随着红色主题影片的

大热，参观者可以在这里“从银幕荧屏走进现实”，

那些真实还原历史的场景，先是成为片场；当观众

走进了这样的片场， 又仿佛回到了历史———要说

“穿越”，这里是来真的。 而且，百年风云变幻，仿佛
扑面而来。 这让未曾体验过战争与革命的年轻人，

能切身感受到惊心动魄的斗争气息。

随着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对“党的诞生地”

的挖掘，我们会慢慢发现，红色基因其实就流淌
在我们城市建设的毛细血管里———石库门、弄

堂、亭子间、弹硌路。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红色
文化，是上海这座城市的灵魂。

自从去年电影《1921》拍
完，如今大家去车墩的上海
影视乐园参观，又多了一个
新的参观地点———为了拍摄
这部庆祝建党 100 周年重要
影片，主创团队在上海实地
测绘，一比一实景搭建了中
共一大会址、二大会址，此外
还有老渔阳里、陈独秀新青
年旧址和博文女校等历史建
筑群，这些实景都被保留了
下来。今年，曾经拍摄过无数
红色经典影视作品的上海影
视乐园，计划让三十年代老
上海“有轨电车”载着游客穿
越时空，开启电影之旅，

站站停靠在那些经
典的光影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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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电影《红船：开天辟地》《革

命者》等影片正在车墩拍摄，事实上，
在这片影视基地里，无数红色经典的

影视作品在这里诞生。可以说，一站一
景，每一站都有讲不完的故事。

就拿《1921》这批新建“历史建筑

群”旁的仿和平女神广场来说，那里

有一座老上海外滩的和平女神像，一
战结束后，为了纪念回国参战阵亡，

再也无法重返上海滩的人们，由上海
租界专门成立的战事纪念委员会牵

头，于 1920年在今延安东路中山东

一路口建立纪念碑。1939 年上海沦

陷，铜像被日军拆除，今天，人们只能

从老上海旧照片中找到“和平女神

像”，但在影视乐园，大家还能领略它
的风采。
有的游客走到这个广场，会忍不

住惊呼，“你看这里，是《建党伟业》出

现过的镜头！”人人都难忘影片中的经
典———女学生手举鲜血写下的“冤”

字，跪在总统府前含泪痛呼。“现在，我
好像还能听到那些呼声，就像千钧之

重的巨石狠狠砸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上。”在影视乐园的小火车拍摄地，人

们还可以看到那辆小火车与电影《决
胜时刻》中，毛主席前往北平时乘坐的

小火车一模一样……

除了外景，这里还有一个国防教
育基地，里面不仅能看到拍摄《永不

消逝的电波》的内景，还能看到《伪装
者》等影视剧中使用的道具枪炮……

工作人员笑称，因为拍摄了太多的革
命影片，武器库里的武器足够装备一

个师了。

《建党伟业》———

红色经典永流传
《攀登者》———

主题教育更多彩《1921》———

梦想照进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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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不消逝的电波》内景重现

■ 上影厂出品的影片墙 本版摄影 郭新洋

▲

上海影视乐园

重现“二大会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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