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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第一大城市、中国沿海第一产业工

人聚集地、进步的知识分子聚集地、中国南北
之中心，‘天时地利人气旺’，在这些因素的集

合下，一个伟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上
海诞生。”何建明认为，上海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之地，在上海举办党史系列讲座，可以深入
剖析建党早期革命斗争，从中追寻初心，“从

1921年开始，党经过 28年艰苦奋斗，建立了

新中国。书写上海革命史，就是书写中国共产

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点。”

近年来，何建明在《浦东史诗》《革命者》
《第一时间———写在春天里的上海报告》《上海

表情》等一系列作品的创作中，书写上海的历
史、现在、未来，“上海是一座有担当、有包容、

可交融、可出新的城市，也是一座注定伟大的

城市。”何建明说。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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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样把红色文学写好、把党史故事讲得精彩”，是中国作
协副主席、作家何建明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每次去龙华烈士陵园参观，路过邓中夏的雕塑，何建明总是
走出了十几米远，又忍不住再踱回来，在雕塑面前停留片刻，与英
烈四目相对。他觉得，英烈似乎还活着，他们的眼神交流，可以穿
越时空。何建明的党课侧重从党性、人性和斗争的复杂性开展史
实演讲，能够让人更容易牢记和读懂并正确理解中共党史，何建
明心目中的党史，“有情感、有温度”。

    何建明从历史的选择、阶级的选择、地

域的选择、时代的选择等四个方面，阐述了
“红色基因”为什么诞生在上海和上海在党

的发展历程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国共
产党建党必须放在上海，广州和北京都不

合适，为什么呢？北京城的地理特点不太适
合从事革命的‘地下工作’，无论是气势恢

宏的故宫，还是四四方方的大四合院，封建

皇家形成的那种管理体制和形式，极不利
于力量弱小的革命者从事地下工作。相反，

上海那些如同毛细血管一般细密交错的弄

堂和叠叠而起的小阁楼，正好为革命的地

下工作提供了天然的掩护。那为什么不放

在广州呢？广州那个地方也不合适，它最强
大的革命力量，是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力

量，中国共产党不能在另外一个党的心脏
地方搞革命。”

百年之后，当何建明走进山阴路上曾
经发生过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斗争故事的弄

堂深处，生活在此的老人们与他擦身而过，

他似乎依然可以感受到与当年相似的烟火
气，感受到这座城市与生俱来的包容气质。

站立起来的历史

四个方面的解读

追寻初心的决心

上台前先上党课
 ?弹《王孝和》剧组听王孝和
女儿讲述红色家书往事

    “你要把身体保重好，千

万莫伤心。但愿生产多顺利，
这未来的孩儿就叫佩民……”

传唱半个多世纪的弹词名篇
《王孝和写遗书》昨天在龙华

烈士纪念馆唱响，龙华英烈
王孝和的女儿王佩民（见图）

第一次在现场聆听这段和父

亲有关的艺术作品，红了眼
眶。在新版中篇评弹《王孝

和》将于 3 月 27 日上演之
际，剧组走进龙华烈士陵园

红色讲堂，听王佩民讲述一
堂生动的党史课。

“《王孝和》开了先河，以
前评弹都是唱才子佳人，从这部书才开始讲述上海工人阶级的故

事。”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说起《王孝和》在静园书场的首演，

1000只位子，连演 3个月场场爆满，他感慨，从那个时代的当红

艺人到人民艺术家，蒋月泉等前辈凭借的不仅仅是艺术技巧，而

是真正投入到生活中去。

24岁的地下党员王孝和牺牲于 1948年 9月，3周后，他的

妻子忻玉瑛诞下遗腹女，女儿的名字是他在狱中留下的遗书里

取好的，大女儿叫佩琴，小女儿就叫佩民。正如评弹中所唱的那

样，这些唱词都来自王孝和在狱中写下的 3封遗书，其中蒋月

泉的《写遗书》、陈希安的《党的叮咛》广为传唱，成为上海评弹

团红色经典保留曲目。

近年来因为致力于收集整理父亲的历史资料，王佩民多

次来到龙华烈士陵园，“就好像回娘家一样”，在展馆的英烈

书签墙上，她一眼就能认出父亲的脸庞。“我原来也和在

座的一样，是从照片上认识我父亲的，那时很不理解，为什

么他要如此狠心，根本不顾及我们的小家”，直到王佩民从

档案馆里看到父亲在狱中写下的 47封家书，平均 3天就

有一封，写的是家长里短，字里行间却是细腻深沉的爱。她

在信里看到了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才真正理解了

王孝和。

由于忻玉瑛早年不识字，王孝和狱中写给她的信件

散落不知去处，当王佩民抱着厚厚一摞复印件回家，忻玉

瑛真正读懂这些信件，已经是 50年后。没有见过父亲一

眼，王佩民只能从历史照片和母亲的回忆里慢慢拼凑出

父亲的模样。

聆听这堂党史课的，不少是 90后、00后的说书小

先生们。当年《王孝和》首演由老一辈表演艺术家蒋月

泉、张鸿声、张鉴庭、姚荫梅、唐耿良、周云瑞、陈希安、

张鉴国等演出，这一次精简为三回书，将有黄海华、侯

骁晟、季毅洋 3位“王孝和”，最年轻的“王孝和”季毅

洋只有 22岁。唱哭了王佩民的“王孝和”侯骁晟，在

评弹学校时已经学过《王孝和写遗书》，这一次走进

龙华烈士陵园，让他和大家走近了王孝和的信仰，也

深刻理解了信仰的力量。

王佩民在父亲的墓前郑重献花，四周是众多龙

华英烈沉睡在此，王佩民感慨：“他们是英雄，我们

后代更要传承好红色基因，让这片红色江山不变

色。” 本报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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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孙中钦 摄

    昨天下午，由上海市思想政治工作

研究会、解放日报、上海图书馆主办的
“何建明系列党史课”在上海图书馆开

讲，第一讲便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为什
么在上海？》。在座听众的情绪随着何建

明的讲述而起伏，尤其当何建明讲到陈
独秀两个才华横溢的儿子在一年之内

都献身革命而牺牲时，现场一片唏嘘，
还有数万网友通过线上直播同步聆听。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中国

人民争取自由解放、流血奋斗、前仆后
继的英雄史诗；是中华民族最富有朝

气、勇于探索、奠基立业的创新史诗；是

人类文明进程中最具开创意义、普照人
性温暖的生命史诗。”何建明用三个“史

诗”动情地形容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
程，“党史绝非冰冷乏味的历史尘埃，而

应当是昂扬的激情、高亢的理想和闪耀

着夺目光芒的犀利思想……它是可以
让每一个热爱它的人、追随它的人和信

任它的人，都能从其波澜壮阔、腥风血
雨的斗争史中获得精神力量和人生经

验。生动的党史，必定是可以站立起来
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