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浦滨江， 有着百年历史的毛麻

仓库静静矗立，56根闪闪发光的金线
以放射状的形式覆盖整幢建筑， 远远

望去， 像黎明之际出现在天边的第一
缕曙光。仓库往西两三百米，就是黄浦

码头旧址。 100多年前，包括聂荣臻、

葛健豪、向警予、蔡畅、蔡和森、周恩来

等， 一大批有志青年为探求救国救民

道路远渡重洋， 从这里踏上了追寻真
理的新征程。展厅中，唯一一幅传统中

国画———10米长卷《求索》，描绘的就

是这个留法的群体。 这件作品由 9?
上海青年画家联合创作， 生动呈现了

当时革命青年的理想和信念。

用团队的、接力的创作，展现更广

阔的、连绵的历史进程，在这次展览中

并不鲜见。 另一方面， 十几种艺术样
式、表现手法，大胆跨界，主动融合，来

呈现同一个主题，亦是展览的特点。布
展团队还特别设计了由上百个金属框

架结构和光控形成的英勇就义、 奔赴
刑场的英烈通道， 近处是烈士的图像

姓名， 生卒年月随参观者移动明暗变
化，地面铺上了铁链，行走其上金属碰

撞，犹如脚镣在铐。 而路的尽头，是解
放的号角，是黑暗散去的光明，是久寒

之后的春天。

艺术家的努力创作， 是为了让每

一个参观者更沉浸， 也更好地与历史
连接，并在与英雄对话中得到感悟，努

力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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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
者 王瑜明）在惊
心动魄的革命岁

月中，有这样一
对夫妇，丈夫陈

尔晋最初是蒋介
石身边的宪兵队

队长，后加入中

国共产党，潜伏
在国民党高层；

妻子王曼霞是周
恩来派出的红色

高级特工，夫妻
二人都深得周恩

来的器重和厚
爱。在硝烟四起

的革命年代，他
们的爱情故事十

分传奇，革命道
路也甚为坎坷，

为了上海的解
放，他们双双献

出了宝贵的生
命。明天下午 1

时 30分，在新华
传媒旗下的上海

书城 （福州路
465 号）7 楼，市

民读书会第 22

场活动请来了陈

尔晋、王曼霞之
子陈冠宁为读者

带来“百年风华路”系列之“他们，牺
牲在黎明前”。

抗战胜利后，陈尔晋来到上海
任职，夫妇二人从事着不为人知的

革命工作。1949年 5月 9日，军统
特务逮捕了王曼霞，一同被逮捕的

还有陈尔晋夫妇的孩子———只有

11个月大的陈冠宁及奶妈。1949年
以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陈尔晋、王

曼霞为革命烈士，并颁发毛泽东主
席亲署的烈士证书。1997年，陈尔

晋夫妇被国家民政部批准为“中华
著名英烈”。在互动环节，部分读者

将获赠《革命者》《爱上海·爱夜光
杯》等书籍。

“市民读书会”始于 2016 年 3

月，是面向市民的“悦读·悦心·悦

人”的书香聚会。今年恰逢建党百
年、上海解放 72周年，上海作为中

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蕴含着丰富的
红色资源。今年市民读书会推出

“百年风华路”系列，用新民晚报副
刊夜光杯的风格为大家讲述建党

百年的红色故事。本场市民读书会
由上海市民文化节指导委员会指

导，新民晚报社、世纪出版集团共
同主办，上海市民文化协会、上海

书城承办。

“曙光———红色上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艺术作品展”今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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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起，在杨浦滨江毛麻仓库内举办
的“曙光———红色上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主题艺术作品展”正式向公众
开放，通过影像、装置、雕塑、曲艺、诗歌
等十余种艺术形式，让观众全方位沉

浸式体验党的光辉历史，与
革命先驱进

行跨越时空的“对话”。正如雕塑作品《龙华
24 烈士》创作者李乾煜所说：“我心中汇
聚的情感有强烈的愤怒，也有一丝丝浪
漫，24 位烈士风华正茂的生命静止
的一瞬，不仅仅是视觉上的震
撼，更要撼动观者的
心灵。”

马上评

让历史
告诉未来

    第一版块“东方破晓”表现了 1921年以来中国

共产党人以上海为中心，探讨求索民族解放、国家
富强之路。巨幅国画长卷《求索》一旁，是由上海市

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李守白领衔创制的大型剪纸
长卷《百年征程》，以中共一大会址为起始，串起中

国五大革命圣地和北京天安门；由顾绣和海派石雕
工艺分别创作的《共产党宣言》作品一柔一刚，再现

了中国革命的星火初燃。顾绣第三代传承人陈华琼

说：“绣《共产党宣言》封面上的字，要用的丝线相当
于一根头发丝的粗细。”

“民族脊梁”展厅内，《义勇军进行曲》乐谱以悬
吊黄色飘带形式贯穿全场，飘带上浅浮雕刻乐谱，

通过灯光、场景互补的形式组成大型装置作品，现

场通过留声机装置，播放第一批黑胶唱片国歌的音
乐声音。1935年出版的《义勇军进行曲》黑胶唱片

是收藏家陈沫珍贵的藏品之一。“虽然当年《义勇军
进行曲》黑胶唱片发行量不少，但由于当时条件所

限，‘钢针唱片’磨损度大，播放几次之后就会破损，

能够保存下来的并不多。当时，《义勇军进行曲》的
出版让日本侵略者十分紧张，他们到唱片公司阻止

唱片的出版，要求销毁已经出版的唱片，这导致了
这张唱片有一段特殊的历史———不得不拿到印度

生产再迂回国内销售。”1940年，对中国抗战抱有深
刻同情心的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用

英文演唱了该曲，并在 1941年灌制了一套名为《起

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宋庆龄为其撰写了序言。

    在四楼第四版块“碧血丹心”，雕塑家李乾煜

创作的长 4米，宽 2米 2的血色雕塑《龙华 24烈
士》是此次展出的作品中体量最大的，时间凝固在

24位烈士面对死亡的那一刻，人物的形象有如国
画大写意的笔法，充满了狂风骤雨横扫而过的力

量感，处于视觉中心的林育南烈士手臂高举直指
天空，如同对着苍天发问；身边的恽雨棠、李文是

一对夫妻，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互相倚靠着，在绷

紧的氛围中又闪过了一丝柔情；最年轻的烈士欧
阳立安，虽然牺牲时年仅 17岁，但在整个画面中，

他用身体支撑着倒下的同志……
雕塑的红色底座尤显厚重，象征着掩埋烈士

遗骨的土壤，还原被鲜血染红的大地。“这些烈士
的事迹对我们并不陌生，他们都曾经出现在中学

课本的鲁迅文章里，这次的创作让我重新走近他
们，了解他们每一个人。”李乾煜说。

策展团队深入挖掘党史和文艺资源，力求把

红色文化融入大众生活，为上海红色文化建设提

供艺术思考。展期内还将开设“艺术党课”和播放
红色老电影。

为吸引更多青少年观众参与学习党史，主办
方还在展览一楼设立“红色文创手工坊”及“红色

文创展示区”，将红色资源转化为可使用、可体验
的文创产品，体现“红色+文创”“红色+文教”的理

念，通过对传播方式的不断创新，让红色精神深入

上海的城市肌理，让更多市民游客感受到信仰的
力量。

展览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创作选题，并由

上海市文联组织艺术家围绕“上海———党的诞生
地”这一重大主题内容，聚焦 1921年至 1949年的

红色上海，展出的 252位艺术家的 388件作品，是
从征集或邀约的逾万件作品中遴选而来，除历史

档案照片和实物外，所有作品均为原创。
本报记者 徐翌晟

细微之处的真情

创作之时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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