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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是长三角的共同基因。1921年

起，上海以党的诞生地为标志，打开了一
片红色文化新天地。而首届长三角城市戏

剧节中，无论是今天上演的黄梅戏《共产
党宣言》，还是 5? 8日、9日江苏省演艺

集团锡剧团带来的锡剧《董存瑞》，既有地
域曲种特色，又有红色文化这一“共同语

言”的剧目，以舞台演艺的方式再现党史、

革命史……
黄梅戏《共产党宣言》讲述了 1927年

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共产党员林雨
霏不顾安危，坚持亲手刻写油印《共产党

宣言》“小册子”，传播革命火种，鼓舞工农
群众和进步学生。不幸被捕后，她在狱中

仍以对信仰的坚贞和神圣的使命感，感召
和教育青年一代，不仅实现了“小册子”的

传承，更以宝贵生命书写了中国共产党人
的宣言。

红色文化洪流中，也融入了共产党人
在长三角活动的足印。话剧《守护》聚焦第

一部党章的“守护者”、宁波人张人亚。他
曾在上海静安寺以银匠身份掩护，开展地

下工作，后来回乡将一只皮箱托付给父
亲，内藏珍贵文献资料。话剧展现了一群

与他一同参与守护宁波的百姓群像。
首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由中国演出行

业协会、上海演艺大世界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合指导，上海大光明文化（集团）有限公

司发起并承办，汇聚了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以
及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的顶级演艺团体，将发挥

协同叠加效应，传承长三角红色基因。展演至 6? 24

日，以大光明文化出品的话剧《红色的起点》闭幕。

    长三角城市戏剧节，是发扬长三角城市

文化的平台。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党委书记、
总裁张颂华表示：“上海大剧院是上海的文化

地标。作为‘演艺大世界’中剧场群的重要组
成部分，不仅承担着剧场塑造城市精神的责

任，也是精神产品的孵化地，具有出品精品力
作，弘扬海派文化的责任。”上海大剧院艺术

中心下属的上海歌剧院，此番带来的歌剧《晨

钟》和《田汉》，就是以西方艺术形式表达红色
文化主题的海派文化佳作。

对电视剧《觉醒年代》记忆犹新的观众，
将在 4? 17日、18日上演的歌剧《晨钟》里，

重温“南陈北李”的热血情怀和革命信仰。5?
同样由上海歌剧院带来的歌剧《田汉》则体现

了文艺战线上没有硝烟的斗争。歌剧，本身也
诞生于城市，是属于城市的舞台艺术。参加首

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的这两部歌剧，也正是
以艺术的方式提醒我们不忘初心。

而中国话剧的诞生，是以 1907年春柳社
在上海上演《黑奴吁天录》为标志。话剧也是

舶来品，是海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6?，浙
江省演艺集团史诗话剧《雄关漫道》上演，体

现了红军长征途中面临强敌围追堵截，在迷
惘、焦灼、痛苦中依然凭坚定的理想信念，迎

来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决定性时刻。
闭幕大戏话剧《红色的起点》，则是提醒

我们离出发地再远，也要不忘初心。根据叶永
烈同名 46万字著作为蓝本，该剧选取了共产

党建党前后的重要时间节点，展现了波澜壮
阔的历史画面。此次展演以话剧、歌剧、舞剧、

戏曲、情景剧、史诗剧等多元方式，回顾了中
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断面，如果连

贯起来欣赏，将更加深邃而全面地认识到仅

仅百年前，那些有知识、有文化、有理想、有信
仰的年轻人，是如何为了国家的生死存
亡、人民的共同利益，义无反顾、勇往直

前乃至视死如归的精神面貌。他们
不仅活在舞台上，也点亮了我们

的生活，直至今日，即将迎来
建党百年之际……

本报记者 朱光

红色文化
打开新天地1

?派文化
融入长三角2

?天，首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启幕，黄梅戏《共
产党宣言》在中国大戏院上演，这也是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首个大型沪苏浙皖红色主题
文化演艺盛会。

长三角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化相通，在迎接
建党百年之际，首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汇聚了 9 台
代表长三角最高艺术水准的大戏，以“红”为主题，共
同讲述好红色历史、传播好红色文化，为文艺党课注
入创新形式和生动范例，同时也成为长三角公共文
化新的探索注脚。

■《共产党宣言》

公共文化
交流与输送3?

《田
汉
》     可以说，以“红”为主题的首届长三

角城市戏剧节，是对城市文化在舞台演
艺呈现方面的全面展示。长三角城市文

化高质量发展不仅限于舞台，此前在公
共文化的空间和内容方面都有相应的

推进与行动。
上海歌舞团团长陈飞华是颇受长

三角乃至全国剧场欢迎的人物———他

一来，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就来了。
随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参加过合肥分

会场演出的他透露，“好的剧目就是会

带动‘文旅融合’”。《永不消逝的电波》
在“主场”上海演出时也是一票难求。当

以公益票价格送往合肥时，上海还有一
批观众算了一笔账，百元左右的公益票

加上火车票和一晚食宿，也就和上海的
演出票价格差不多。因而，颇有一批上

海观众托合肥朋友先买了公益票，再赶

到现场看演出……“优秀作品，也会加
快城市沟通。”陈飞华表示，“现在大家

都希望我们可以在上海‘驻场’演出，成
为真正的红色文旅新业态”。

与此同时，“美好生活”长三角公共

文化空间创新设计大赛，推出了百佳空
间、十佳设计师以及最美空间等系列获

奖名单，可以勾勒出未来长三角美好生
活空间的大致模样，聚焦了基层文化空

间、公共阅读空间、商圈文化空间、文博

艺术空间和跨界文化空间等，以文化赋
能城市更新，也助推了历史建筑、工业

遗存、水岸和乡村等空间的转型升级。

在城市处于微更新的阶段，无论是

该大赛评委———江苏省文化馆馆长戴
珩，还是同济大学建筑学教授张松等，

都认为中心城区小微空间的细微改建，
对于生活在国际大都市中的居民而言，

有着生活品质的提升，但也更需要建筑
师的创造力和共情力。

而在相对土地资源丰富的地块，把

工业遗址更新为文创园区，也是城市工
业转型、文化创新的新通衢。由原国营

第七印染厂改建而成的长三角路演中
心，位于金山，早在宋代已是官方驿站。

如今则将打造成长三角路演的主舞台。
合肥的“合柴 1872”也是基于窑厂、柴油

机厂的历史演进之后，化身为艺术文创
园、网红打卡点。在保留工业时代建筑

符号的同时，这里也烙下了城市记忆，
进而带观众进入全新的文化旅程……

其中，由铸造车间改建的“合肥家电故
事馆”，让人穿越了时空。

如果说，被空间大赛“发掘”的美好
空间，勾勒了生活的轮廓，那么 2021上

海市民文化节新增的三个长三角分会
场，则是公共文化内容的输送与交流。3

? 28日启动的这一节庆，主题为“同庆
建党百年，共享人民节日”，首次联动了

浙江温州、江苏苏州、安徽芜湖三地，并
将在这里举办长三角青少年

曲艺大赛、长三角音乐大赛、

长三角江南民歌大赛、“缤纷
长三角”系列展示交

流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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