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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知道当年上海解放时，

路上穿着伪警服为解放军指挥交
通的人中，有多少是我们党的地

下工作者吗？”昨天下午，在“步入
辉煌：中国共产党 100周年主题

影展之隐秘战线的无名英雄主题
影展”的开幕仪式上，当年的中共

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委员田云樵后

人田海涛与刘长胜后人刘爱唯、
罗维道后人罗愤就解放上海背后

故事进行交流分享。

在现场，田海涛和罗愤分享
了当年两位父辈第一次相见时

的场景。“上海解放前几天，我父
亲（罗维道）正带领 81师把敌人

包围在苏州河以北，对方占据北
岸制高点，而陈毅老总要求解放

军不能携带重武器进入市区，所

以战况胶着了起来。”罗愤说，
“就在这时，门外来了一个西装

革履的人，我父亲没有见过这样
的人，以为这一定是敌人。”其

实，那位西装革履的先生正是当
年的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委

员田云樵。“由于当时也没有介
绍信、身份证之类的作证明，细

数从八路军到新四军的老战友，
最后经过重重细节的盘问，罗维

道才确认田云樵是自己的同
志。”田海涛说。

经过田云樵、罗维道和其他
同志的共同努力，一番沟通后，敌

人放下了武器，5 月 26 ? 8 时
许，国民党部队沿苏州河北岸向

东北方向后撤，人民解放军随即
接管了这些防区。5月 27?，苏

州河北岸全部解放，大上海完整

地回到人民的手中。田海涛说：

“上海解放的时候，上海的伪警察
有一万多人，其中有 500多人是

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者，每个人又
发动了身边的人，所以当时解放

军进城时，帮着指挥交通的有
2000人都是我们自己人。”

5月 27?是上海解放?，听
完解放上海的故事，让在场观众

对当年在隐秘战线上工作的英雄
们肃然起敬。此次“无名英雄主题

影展”将在上海曹杨影城全面展
开，通过展映多部悬念丛生、情节

曲折、扣人心弦的谍战反特的经

典佳作，展现中国共产党人不畏
牺牲的坚定信仰，以及坚持群众

路线、以智取胜的突出贡献。讲师
还将围绕红色景点、红色影片、相

关历史背景等内容，跟活动的参
与者交流、互动。

本次主题影展包括根据真实
故事“先遣渡江英雄连”改编的

《渡江侦察记》，惊险刺激、悬念迭
起的反特影片《英雄虎胆》，以李

白烈士为原型的《永不消逝的电
波》，展现我党地下工作者梁洪与

敌人巧妙周旋的《51号兵站》，电
影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红遍

全国的《冰山上的来客》，向梅、梁
波罗主演的经典谍战片《蓝色档

案》，改编自同名小说的《风声》，
同名话剧改编、讲述中共地下党

员于海涛化名张公甫打入国民党
经济界的《与魔鬼打交道的人》，

张艺谋执导的最新谍战电影《悬
崖之上》。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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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见图)，是
中国首位产业工人
党员。如今，他湖南
老家也鲜有人知道
他的故事。陈独秀
为何派他去“江南
造船”在工人中“播
火”？这位打铁工人
又怎样成了党领导
下第一个工会的领
导人？回到家乡后
又为当地做了哪些
事情……由上海出
品的纪录片《播火
1920》首次通过第
一位工人党员李中
的故事，展示黄浦
江畔这段鲜为人知
的“播火”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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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崖之上》

《英雄虎胆》
“无名英雄主题影展” 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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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一张照片
《播火 1920》聚焦中国共产党诞生

前夕的 1920年，主要讲述第一位工人党

员李中的故事。李中和毛泽东、蔡和森
等都是湘江之畔志同道合的同学和挚

友。1918年，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李
中来到上海，在古董店里做帮工。1920

年，“南陈北李”陈独秀和李大钊相约建

党，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工人阶级的
大本营———上海。在陈独秀的建议下，

李中为了信仰毅然改行当工人，去了
“江南造船”“播火”，并成了中共历史上

第一位工人党员，他发表的文章《一个
工人的宣言》犹如闪电划破上海滩十里

洋场，被称为“工人阶级觉醒先声”。
“我记得我第一次知道李中，是当初

我们制作动画片《江南》时去江南的厂史
馆，在那里看到了李中的照片，也是现在

可以看到的唯一一张照片。”《播火 1920》
出品人鱼洁说，“当时我非常好奇，第一位

工人党员为什么产生在‘江南造船’？其实

关于李中的整个史料是不多的，记载非
常少，做个大的电视剧、电影挺难的，纪

录片是一个比较恰当的艺术载体。”
从前期筹备到拍摄完成，《播火

1920》历时一年多，摄制组相继到李中的

家乡湖南省双峰县、上海老渔阳里 2号的
陈独秀故居、江南造船原址等地取材取景，

并采访到重量级的党史专家。通过影片，观

众可以看到一些细节，当初陈独秀在上海

老渔阳里 2号时，由于访客太多，他又太
忙，所以每位访客交谈时间只能限定在 15

分钟以内。不过，李中却是个例外，他可以
和陈独秀彻夜长谈，甚至住在那里。

上世纪 20年代的上海，拥有全中国
1/4的产业工人。李中与陈独秀一起创

建了上海机器工会，成了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第一个工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

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本片通过对历史
的梳理，呈现了“江南造船”作为“产业

工人的摇篮和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产

生第一位工人党员的历史必然性。

老屋塌了半边
拍摄期间，“我们首先在湖南长沙

的第一师范取景，那边出了毛泽东、蔡

和森，包括李中等在中国党史上非常
重要的人物。”总导演、撰稿刘丽婷说。

在湖南采访期间，该片撰稿俞亮鑫说:

“我有个比较大的体会，湖南当地人说

的话我们都听不懂。陈独秀为什么选

择李中去江南厂，因为当时曾国藩找
了好多湖南籍的老乡在那边，所以只

有李中去做工人运动，语言上才没有
任何障碍。”

“我们也唏嘘李中的命运，当地人对
他的印象非常淡。我们到了湖南，当地人

会觉得你肯定是来拍蔡和森，要么就是
来拍曾国藩的，他们谁也没有想到我们

要去的是李中家。”到了当地，才发现李
中家的老房子一半已经塌了，“我在那边

采访他侄子的时候，就很担心房梁随时

要掉下来。”后来，摄制组又去了李中的
墓，在一个山上，很清冷。

摄制组在湖南还见到了李中曾教过
的学生，一个 80岁的老人。他说李中回

到家乡之后，办了学，让当地的孩子知道
了有什么叫物理，什么叫地理，什么叫音

乐。“党的历史中有很多伟大的人物，但
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还有一些默默无闻的

人，他也值得被看到，也值得在今天被我
们讲起。”刘丽婷说，“李中是 1951年去

世的。隔了 70年，终于有人去走近他，想
讲述他的故事，他奋斗的意义。”

“李中是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之前，

早期组织当中，第一个以工人的身份加

入中国共产党的。他不是一般的工人，他
是从知识分子转化为工人的，所以他对

中国工人阶级的观察以及他所得出的结
论，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纪录片《播火

1920》党史顾问、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
副校长徐建刚说。

纪录片《播火 1920》将于 6 月 3 ?

22:00在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实人文频道
和百视 TV开播。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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