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刘统教授在 2021市民读

书会上的党史讲座，被赞“好听”。刘
统也是一位作家，他的新书《火种》

也被读者评论“好看”。

究其原因， 是刘统既有专家的

高度、开阔的视野、独到的观点，更是

把目光投向了历史长河中的个体。

《火种》 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和实

地考察的基础上写成， 是一本生动、

可信、全新的党史读物。 正如党史专

家徐建刚所指出的，《火种》之所以吸
引人一口气读下去，恰恰是因为刘统

把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放到

具体的历史环境当中，写出了有血有

肉、有情有义的人。

刘统的讲课， 同样没有离开历
史人物的故事。 他把共产党员还原

成一个个鲜活的朝气蓬勃的生命，

史料丰富，立场明确，以深入浅出的

语言生动讲述那段历史， 通过大历

史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艰难
历程， 通过小细节解密红色火种如

何在沉沉黑夜里成功燎原。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正在开展

的党史学习教育， 让人们溯源百年
党史，汲取初心力量。党史学习教育

如何入耳入脑入心？ 刘统教授的讲
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

范 例

马上评

□ 邵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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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细微处见“火种”力量
刘统别开生面解读中国共产党诞生

    “昆曲中很多知名桥段，是在文人书房中

发生，譬如《牡丹亭》中的‘叫画’，柳梦梅就是
在书房对着画中的杜丽娘诉衷肠……那些美

好的爱情，都和书香满溢的空间息息相关。”上
周末，新天地的“楠书房”里传出悠悠水磨腔，

张军携一众艺术家呈现了一场嫁接“传统”
“当下”与“未来”的沉浸式昆曲沙龙（见图）。

前来观演的都是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

人，他们品着新采摘的春茶，在散发着淡淡楠
木香气的书房里，跟着“柳梦梅”和“杜丽娘”

的脚步，在都市快节奏的忙碌中“偷得浮生半
日闲”。虽然“楠书房”位于热闹的新天地，但

书房的幽静将尘世喧嚣阻挡在外，书香、茶香
和昆曲共同营造的古典氛围，让人们得以在

这方天地感受“时间之外”的慢生活，感受传
统文化注入日常生活之美。

不同于舞台上的表演，这场“楠书房”里

的“昆曲之旅”因地制宜，将表演化在各个房

间，品茗的大厅里用灯光营造“花园美景”，姹
紫嫣红里“杜丽娘”莲步轻移，领着观众的目

光赏尽春色无边；伴着笛声，水磨腔婉转入

耳，洗耳、赏心、悦目。观众面前的长条桌上，
茶道师素净双手捧上香茗，那是新采摘的西

湖龙井，淡淡茶香入口回甘。这一刻，视觉、听

觉和味觉在体内达到完美平衡，通体舒畅。
《长生殿·定情》《牡丹亭·寻梦》《浣纱记·

打围》《长生殿·哭像》……雅词古韵融于当代
音乐意境，目及处“金丝”养眼，耳畔间丝竹管

弦，呼吸间茗香翩翩，让不少参与者直呼：“这
行云流水的戏，余音绕梁的唱，让人心醉。”而

特地预约前来的书友吴小姐表示：“人和曲，

人和器，人和空间之间都会有一种内在联系，
气场相合就能让心安静下来。按照中国传统

诗礼之家摆设布置的‘楠书房’，和昆曲就莫
名相配，这个午后过得很惬意。”

此次活动的策划者之一，新天地楠书房
的 CEO高辉珍表示：“张军一直尝试以现代

理念和审美来重新诠释昆曲，给予古老的‘百
戏之祖’无限可能，这和我们‘楠书房’创立的

初衷不谋而合。我们希望将古代的书房文化
沿袭下来，却并非简单的‘拷贝不走样’，而是

注入现代生活方式，让书房文化潜移默化地
融入日常生活，真正做到‘活态传承’。”

本报记者 朱渊

张军邀你共赴“时间之外”的昆曲之旅

从偶然到必然
从 1840年起，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寻找

救亡图存之路。“孙中山是革命的先行者，他们

推翻了清朝的统治。这个时候这些青年人都是
有组织的，但他们的组织都是秘密组织，自己

突然几十个人冲进官府去刺杀，结果一次又一
次失败，成不了气候。为什么呢？这是资产阶级

革命，是小众的，不是大众的，这是最核心的一

点。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大众
革命，依靠大众的力量才有可能推翻压在人民

身上的三座大山。这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是不可
能实现的。”刘统说。

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也经历了幼年、青年
和壮年，也是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全国

各地的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其实就是一个北大
朋友圈，就是通过师生、朋友这些相互认识的

人，发展了各地的共产主义早期组织。
“李达、李汉俊说要开‘一大’，寄信和路费

出去，但在信里也不能写召集大家来上海干什
么。所以代表等到开会时才知道要成立共产

党，大家又开始争论纲领，最后马林强调建立
共产党的原则就是两点：第一，共产党是一个

无产阶级政党；第二，要接受共产国际领导。后
面这个会又被暗探破坏，移到嘉兴南湖举行，

大家才达成了共识。这就是共产党成立的真实
过程。也就是说，许多偶然的因素集合起来，形

成了必然的历史结果。”

从理论到实践
“从理论宣传到工人运动，从国共合作到武

装斗争，谁都没有经验，挫折和牺牲远多于胜

利。在血与火的实践中，共产党人摸索出了革命
的方向和道路。毛泽东从井冈山到古田会议的

经历，为中国革命寻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刘统写作党史的一大法宝就是回到历史

现场，大量的实地考察，如从浏阳七溪村走

到排埠村，感受毛泽东初出茅庐险些送命
的惊险；从江西寻乌圳下村走到瑞金大柏

地，感受共产党人的“创业艰难百战多”。
“实践出真知，坚持与群众紧密结合。这是

党的发展的历史总结，一样适用在学术研究
上。”刘统说。

讲座结束后的几个提问与回答，显示出年
龄各异的听众对于党史知识的储备，“中国共

产党成立的时间？”“说出三位中共一大代表？”
“能不能再说三位？”刘统的加题听众也对答如

流。“古田会议的召开时间？”尽管答案并没有
出现在刘统这次的讲座中，可是听众也能够回
答正确。

“党史能够讲得这样
好听”是现场所有听众的

共同感受，细节中的党史
让中国共产党艰难曲折的

发展道路深深印在大家的
脑海中。本报记者 徐翌晟

社区党校的讲师、徐房集团的职员、老年历史爱好者……昨天下午，新民晚报的
品牌活动之一、市民读书会第 21 场“百年风华路”系列首场活动“中国共产党从这里
走来”举行，各方听众坐满了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会议厅，聆听著名党史、军史专家刘统
教授以新作《火种》为基础，通过剖析中国共产党如何在众多寻找中国复兴之路的党
派中脱颖而出，找到适合中国生存、发展的道路，以呈现终成燎原之势的“火种”的力
量的解读，引来全场听众的共鸣和掌声。

“楠书房”里寻梦文体特写

■ 上海群艺馆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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