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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戏舞台剧《共产党宣言》（4月13日、14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宣言》是一个内容丰富的
理论宝库，值得我们反复学习、深入研究，不断从中汲取思想

营养。”据唐栋同名话剧改编的大型黄梅戏舞台剧《共产党宣
言》，讲述了 1927年中国共产党人继南昌起义、湘赣起义后，

又发动广州起义的过程。因敌强我弱，起义失败。共产党人林
雨霏被捕入狱，面对死亡，面对因不知真相关押审讯自己的

亲生儿子，林雨霏以其对共产主义的坚贞信仰，以其义无反

顾的舍生忘死，以“小册子”亦即《共产党宣言》教育并挽救了
年轻一代，传承了红色基因。她也正是用生命践行

了对《共产党宣言》的承诺。该剧将为首
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揭幕。

歌剧《晨钟》（4月17日、18日）

对电视剧《觉醒年代》记忆犹新的观众，将在歌剧《晨钟》
里，重温“南陈北李”的热血情怀和革命信仰。陈独秀与李大

钊，他们是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是中共建党早期的中坚
力量。他们是如何认识、相知、碰撞的？上海歌剧院的歌剧《晨

钟》在音乐的空间里，缓缓展开叙事……剧名《晨钟》正是取

自李大钊作为首任总编发表在《晨钟报》上的创刊词《〈晨钟〉
之使命》。

话剧《守护》（4月20日、21日）

守护《共产党宣言》的张人亚的名字“人亚”，其实是宁波
话“银匠”的谐音———原名“张静泉”的张人亚，曾在上海静安

寺的一家银楼以银匠的身份掩护，开展地下工作。1927年“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张人亚拎着一个皮箱回宁波，内藏

《共产党宣言》以及中共二大的珍贵文献资料，将它托付给父
亲后，就再也没回过家乡，从此杳无音信……由张人亚“自家

人”宁波市演艺集团带来的话剧《守护》，就是从张人亚的故

事入手，塑造了一群帮助他一起忠诚守护珍贵文献的宁波百
姓群像。平凡人一起做了一件不平凡的事，守护了“火种”。

《守护》呈现的，就是这么一台跌宕起伏、撼动人心的家国情
怀剧。

诗话情景剧《红船·追梦》（4月23日、24日、25日）

众所周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中途因有巡捕闯入而
转移至嘉兴南湖。在杭

州演艺集团带来的诗话

情景剧《红船·追梦》中，
将向观众娓娓道来，一

艘画舫是如何成为如今
的“红船”的。随着这部

情景剧的上演，对于中
国共产党如何建立的前

因后果，将暂告一个段

落。随后，长三角城市戏
剧节展演的“剧情”，将进

入一连串艰苦卓绝
的斗争……

舞剧《立夏》（4月28日）

舞剧《立夏》来自合肥市演艺集团的推荐。1928年，大别
山腹地金寨地区“立夏节起义”，这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重要武装起义，金寨也因此成为鄂豫皖革命起义的
主要策源地。舞蹈，是一门通过肢体动线展现美的艺术。舞剧，

则是在呈现肢体动线美的同时，表达剧情和主题。既有红色主
题，又有民族风情的舞剧《立夏》值得期待。

锡剧《董存瑞》（5月8日、9日）

江苏省演艺集团锡剧团带来的锡剧《董存瑞》虽然展现的
是一个人尽皆知的故事，但是依然以锡剧的特色，展现了一位

普通青年成长为了不起的战士的过程。在夺取新民主主义革
命伟大胜利的征程中，董存瑞于 1948年 5? 25日光荣牺牲。

锡剧长于抒情，极具江南文化特色，是长三角

一带与越剧、黄梅戏一样，拥有广

大群众基础的剧种。

歌剧《田汉》（5月24日、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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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旅部 2019年度“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

程”重点扶持剧目、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选题孵化研发及重大
文艺创作资助项目，《田汉》集结了多次荣获“文华大奖”“五个

一工程奖”和“梅花奖”的优秀主创团队。选择这部剧目进入展
演，不是偶然，还颇有历史渊源。田汉和聂耳作词作曲的《义勇

军进行曲》正是在大光明集团下属的另一家剧院———黄浦剧

场（当年的金城大戏院）里唱响。“黄浦剧场”四字还是周恩来
所题。田汉起初也只是文学青年，创办南国社后成为中国戏剧

的开拓者之一，曾任“左翼剧协”党团书记。他在开拓中国戏剧
新路之际，也成为《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词人。

史诗话剧《雄关漫道》（6月22日）

浙江省演艺集团的史诗话剧《雄关漫道》展现了红军长征

途中面临强敌围追堵截，在迷惘、焦灼、痛苦中依然凭着坚定
的理想信念，迎来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决定性时刻。该剧以全

新视角，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这部有力度、有温
度、有高度的深情力作，对当下新时代再出发的党员观众一样

有激励意义。

话剧《红色的起点》（6月23、24日）

本次戏剧节的闭幕大戏，是提醒我们出发地再远，也要不
忘初心的话剧《红色的起点》。根据叶永烈同名 46?字著作为

蓝本，该剧选取了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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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田沁鑫挂
帅，“大光明文化”推出的该剧，牢牢把握“红色起

点，初心之地。青春先锋，荣

耀承继”这四个关键词组，
通过演员青春洋溢的表演，

再现“红色的起点”的重要
意义。本报记者 朱光

在迎接建党百
年之际，由中国演出
行业协会、上海演艺
大世界领导小组办
公室联合指导的首
届长三角城市戏剧
节，4 月 13 日将以
安徽黄梅戏《共产党
宣言》开篇，在上海
的中国大戏院启幕。

这场聚合在中
国大戏院，主题为
“红”的长三角红色
文化展演盛会，不仅
体现了上海是党的
诞生地这一《红色的
起点》，也展现了党
的发展主线始终是
曲折前行的《雄关漫
道》再出发……9 台
代表长三角演艺最
高艺术水准的大戏，
同时也为文艺党课
注入了创新形式和
生动范例，让党员观
众感悟到信仰的力
量———学史明理、学
史增信、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

“长三角”最初是“长江三角洲冲积型平原”这一“河口三

角洲”的地理概念。以往，通常是在地理课本上首次接触到这一
“中国三大平原之一”的气候、地貌，捎带了解一些地域特产、经

济布局等。 自从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提出后，“长三角”在地
理意义上叠加了经济属性，沪苏浙皖以及逐渐勾勒出来的中国

乃至全球最大的 “长三角 41个城市”———三省一市 41座地级
以上的城市，将携手共进。

首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让“长三角”进一步在文化上共
融。事实上，长三角地区原本就是江南文化的腹地；江南文化也

是长三角地区的共有基因、精神纽带。 长三角地区更是红色文

化的重镇———上海，是党的诞生地；而一批出生在江南的共产
主义志士在海派文化活跃的上海捍卫理想和信仰。 例如，守护

《共产党宣言》的宁波人张人亚及其家人———这在话剧《守护》

中有充分体现；例如常州人瞿秋白，他在 1922年创建的上海大

学里担任教务长，对创建这一红色文化阵地作出卓越贡献……

据作家何建明的观点，未来中国文化的高地，是城市文化的高

地。在此背景下，首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的推出，恰逢其时。我

们在这个文化节庆里，可以看到长三角的文化相通、脉搏共振。

马上评

文化相通 脉搏共振
□ 朱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