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疫情的影响，很多人想要周游世界

的计划不得不暂时搁浅。不能走出去看世

界，并不意味着世界不能过来“看你”，正

在举办中的“2020表演艺术新天地”，就打
造了五座风情各异的“秘密花园”，让你足

不出“沪”路过全世界。
五座“秘密花园”对应五大洲的风土

人情，将装置艺术与歌舞完美融合。在国
风盛吹的当下，亚洲花园宛如一幅“斯是

陋室，惟吾德馨”的清雅画卷。古色古香

的中式书房里，摆放着兰草与菖蒲，小小
篱笆围栏将斗室与闹市划分成两个世

界，真正展现了“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
喧”的意境。一把吉他弹唱新沪传奇，笛

子和二胡则带来最浓郁的古典气息。飘
飘仙乐之中，人们既能欣赏匠心巧妙的

折叠千纸鹤制作过程，也能亲身体验指
尖翻飞的乐趣。

浪漫的法式花园给石库门街区带来
柔美气质，进入欧洲花园如同走进莫奈

的油画，玫瑰与马蹄莲安然散发芬芳。夜
幕降临，磐音弦乐团的青年艺术家带来

美妙的弦乐四重奏，你可以静静欣赏，也

可以和你的爱人共同聆听一曲莫扎特。

和法式浪漫相呼应的是拉美花园的
激情四射，浓烈色调、如火的音乐点燃整

个夏夜。南美洲花园里，妖冶

的花朵肆意绽

放，与曼波舞

者的红裙交相呼应，古典
吉他、双簧管和大提琴奏响皮亚佐拉的

探戈。置身花园，你可以假装自己是弗里
达，来一张超现实主义的自拍。

城市中心的梦幻小森林，绣球、铃
兰、天竺牡丹，薄荷香草带来南半球的芬

芳⋯⋯大洋洲花园是新天地里的绿野仙

踪，澳洲手碟和吹管艺术家合作带来的
作品乙太梦境，让人放松身心，来一场自

然冥想。
遥远的非洲鼓从某个角落传来，伴

着渐浓的夜色勾起人们的好奇和期待。
粗麻编织的装置展现了非洲草原独特的

律动，木棉与蒲草映衬着神秘的图腾，带
来粗犷与野性的部落气质。来自上海

LABILA西非曼丁鼓舞乐团的鼓手，身着
花色长袍，带来别具特色的非洲乐

器———金贝鼓、墩墩鼓，西非曼丁族人用
音乐和古典传递快乐和祝福，让人想不

跳舞都难。
据悉，五洲花园由“小屁屁创意工作

坊”、张嘉甄、李美馨三组青年设计师独
立设计，灵感源自疫情期间人们把阳台

当作舞台，尽情释放艺术魅力，传递爱与
希望。在这些青年设计师看来，没有什么

能够阻挡人们对艺术的渴望，越是在共
克时艰的特殊时期，越要让人们通过艺

术，架起心与心的桥梁。谁说，宅家的日

子，就不能有诗和远方？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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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起点”出版物集体亮相可读可听

隔着一个世纪的青春对话

在“思南文学之家”举行的“红色起点”创作出版工作推进会
上，作家程小莹一番关于红色写作与青春写作的发言，引起与会者
的共鸣。“写上海的城市红色历史题材是一次青春的书写，在上世
纪二三十年代，这些左翼文学青年都是二三十岁，青春热血，激扬
文字。以左联五烈士为例，最年轻的诗人殷夫21岁。我原以为写
红色历史题材都是一些老故事，都是老人物，但是当我进入他

们的人际关系和故事里以后，发现面对的是一张张
比我年轻的脸。这种隔代的青春感受穿透了

这座城市的历史和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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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现场

手记记 者

    近两周任何一天，路过新天地，都

会有一番难忘的体验。 灰色的墙上会
生出绚丽的花朵， 静谧的喷水池边有

“真假难辨”的铜人，酷炫的街舞男孩
突然间在你眼前闪过，“侏罗纪” 里的

恐龙冷不丁邀你共舞。

许久未曾静静坐下看一出戏、听

一曲评弹的上海人， 终于又能找回看

表演的日常。评弹迷们端一杯茶，坐在
树荫密布的台阶下， 听说书先生说完

中国的爱情传奇， 再讲西方的浪漫经
典。 《浮生六记》里沈复所向往的文人

生活在有上海格调的壹号会所得以实
现， 昆曲悠悠水磨腔唱出了寻常生活

中的情致。

作为申城潮人年度最期待的艺术

节， 今年的表演艺术新天地必然能留

下印记， 它的辨识度来自于每一张照
片中无处不在的白口罩， 还有久违的

口罩后的灿烂笑脸。 上海之所以让人
恋恋不舍，源自它的宜居指数，还有被

人津津乐道的精致的烟火气。 烟火气
是生活的日常， 精致则源自这座城市

无处不在的艺术氛围。

会过日子的上海人， 以前是将有
限的生活资源无限利用，活得讲究；如

今这讲究更在于艺术地享用生活，饮
一杯茶，吃一碗饭，散一次步，都有文

艺的注入。人民的城市为人民，全年不
间断的艺术盛宴和数百场演出， 让琐

碎的日常被镀上一层金， 那是文化和
艺术的魅力，让平凡生活闪闪发光。

闪亮的生活 □ 朱渊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坚坚守守初初心心使使命命
深深深入入入学学学习习习“““四四四史史史”””

沪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

版的“红色起点”之《上

海早晨》已经与广大读

者见面

红色题材书写成果
作为党的诞生地，上海的血脉中流淌着

红色基因。2016年起，在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导

下，上海作协发起“红色起点”主题纪实文学
创作项目，确定了一部主作品和多部分专题

的架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起点》由中国作
协副主席何建明担纲，上海富有实力的老中

青作家分别撰写其中的六部作品，以文学纪

实的手法涵盖建党初期我党的奋斗历史。
除了程小莹担纲的《白纸红字》之外，其

余作品包括吴海勇《起来———电影拍摄与创
作历程纪实》、杨绣丽《巾帼的黎明———中共

首所平民女校始末》、王萌萌《铿锵序曲———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吴越《上海早

晨———上海大学在 1920 年
代》、陈晨《新渔阳

里六号》等，去年至今陆续出版。

“这六部记述中共早期奋斗历史的纪实
文学作品共 90万字，这是上海前所未有的红

色题材文学书写成果，而且创作还在继续。除
了纪实创作以外，我们努力推动别的文学样

式来反映红色题材，为传承上海的红色文化
传统，发挥文学的力量。”上海市作协党组书

记王伟介绍。

红色声音开拓传播
“出版不仅仅停留于把书印出来，我们做

这套书的目的不仅是在内容上要做到人人能

够拥有归属认同的城市特征，同时我们在传
播手段上也接纳新观念、包容新思路、支持新

创造，用各种新兴的媒介来开拓我们的传播
渠道。”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为松认为，为

了使“四史”学习教育更加有声有色、入脑入
心，上海人民出版社与阿基米德合作

上线有声电子书“重温红色历

史，书写时代华章”专

辑，通过专业主

播对“红色起点”丛书声情并茂的演播，让“四

史”不仅可读还能听。
据悉，上海人民出版社与静安区文旅局

合作，结合“红色起点”丛书，邀请丛书作者及
其他嘉宾开展“作家眼中的红色起点周周谈”

直播活动，已经举办的三场直播活动累计观
看人数突破 25万。

未来，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与上海大学还将合力打造“红色起点”《上海早

晨》2.0版，在创新宣传上海红色历史、促进红色
题材向其他艺术门类转化方面展开深入合作。

曾获“五个一工程”特别奖的《战上海》将
改编成电视剧，《大上海》纪录片也将转化为

图书出版物，王为松还透露，很多红色出版物

中的红色元素，也将会开发出文创产品，以吸
引年轻读者。

红色出发更多新作
红色是上海的底色，上海市作家协会、上

海人民出版社与上海大学签署了相关合作备

忘录。“红色学府百年传承，上海大学作为中
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大学，是我党创建初

期培养党的干部和进步青年的重要基地。继
承老上大的红色历史，对今天上海大学承担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

力。曾经被称为里弄大学的学校，如今走到了
更大的舞台，历史需要铭记，这是走向未来的

基石。”上海大学党委书记成旦红说。
从红色出发，上海文坛踏出了一连串文

学创作的新足迹。“红色起点”系列丛书第一
批六部著作集中面世后，还将推出《中共中央

在上海》《伟大纪念日》等；军史专家刘统撰写
的《火种》预计年底出版，献礼 2021年中国共

产党百年诞辰。
本报记者 徐翌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