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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15文娱

书法家老将军提笔挥毫表达缅怀致敬

先烈丹心碧血
精神浩气长存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梁波罗日

前走进浦东新区东明路街道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开讲以“信仰之光”为题

的党课。“小老大”走上党课讲坛，引
发两百多名党员干部、居民代表的

强烈共鸣。
60年前，梁波罗从上海戏剧学

院毕业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不久，

就参加了故事片《51 ?兵站》的拍
摄，并在影片中饰演主人公、战斗在

隐蔽战线的地下党员梁洪一角。当
年他才 21?，在剧组孙道临、李纬、

邓楠等一批优秀电影艺术家的帮助
下，出色完成了角色创造。影片一上

映就引起轰动，一位战斗在隐蔽战
线的地下党员“小老大”的形象，借

助影片走进全国观众心里。60年过

去了，“小老大”的形象依然深深印
在观众的心里。

梁波罗在讲课中，边放电影片
段边分析人物，揭示地下党员冒着

生命危险英勇战斗的勇气，是来自
坚定的政治信仰。他深情地说：“无

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要坚定信仰；无
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必须坚持人民

利益高于一切。”

梁波罗在影片中饰演的梁洪，
是一位来自苏中解放区的“苏中小

老大”。梁波罗在演讲中，一一详细
介绍了影片之外的“浦东小老大”

“嘉定小老大”“淮南小老大”“浙江
小老大”等一批战斗在隐蔽战线的

地下党员。他告诉大家，我们的党在

争取民族解放的战场上，有一大批
像《51?兵站》中“小老大”那样出

生入死、奋不顾身的共产党员，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要百倍

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的日子里，梁波罗在学习党史的

过程中，寻找到盛慕莱、刘燕如、王
斗孚、王申甫、吴炳奎等一批当年的

地下党员，他们的故事令听讲者深
受鼓舞。

今春以来，梁波罗多次应邀到
社区开讲“信仰之光”的党课。他说，

每次讲课都是一次学习，让自己接

受洗礼，焕发精神。 烁渊

走上党课讲坛
发掘动人故事

“小老大”畅谈“信仰之光”

    正在汶水路上的大众文化艺术中心进行

的“晚清碎影原作展”上，有 31张照片出自 19

世纪下半叶那些远道而来的外国摄影名家之

手，豫园、九曲桥、荷花池、龙华塔……从这些
照片上可以看到一百多年前的上海城市景观。

1839年发明的摄影，于 1842年进入中
国，1852年就有摄影人哈斯本德涉足上海的

记载。1868年在上海创刊的《中国》杂志

（China Magazine）是第一本采用将原版蛋白
照片粘贴入册的出版物。随着当时国门打开，

中外交往增加，贸易的繁荣，上海逐渐发展成
远东摄影文化的中心。众多外国摄影名家来

到上海，李格朗、汤姆逊、桑德斯（森泰）、布莱
克、坎米奇、怀特……就是其中的代表。

在这次晚清上海原作收藏展中精选了
31张原版蛋白照片，蛋白照片是用蛋清混合

感光剂制成的照片，是 19世纪下半叶最主要
的摄影媒材和技术。1900年之前的老照片大

多为蛋白照片，色彩偏暖色，感光度低，在当
时无法以底片放大，而是从底片直接晒印，但

稳定性不高，容易受保存环境的影响。蛋白照
片具有颗粒细腻、影调丰富的特性。但由于其

制作复杂价格昂贵，技艺在 20世纪初逐渐在
国内失传，留存的多流散于国外，加之 100多

年来的社会变迁，国内的原版蛋白照片收藏
所剩无几。此次展出的为近年来从国外回流

的精品，均具有史料、文物和艺术等多重价
值，包含了摄影艺术原作的生灵和魅力。

比如有一幅 19世纪 80年代所摄的《龙华
塔》，作者不知名。上海现存最早的古建筑景观

之一龙华塔，相传始建于三国，后多次重建，现
状为 1954年依据史料所修缮。展出的这张蛋

白照片拍摄于 140年前，留下了这座承载着厚

重上海历史文化的古迹的晚清倩影。还有摄
于 19世纪 90年代的豫园九曲桥、荷花池和

茶楼景象。豫园九曲桥由潘允端始建于 1559

年，后多次重修重建，130年前的原版照片上

依稀可以看到这些建筑在晚清的风貌。

蛋白照片展现了最早为照相术记录

下的沪上景观，承载着当年上海摄影

艺术生态；不仅是上海的建筑

史、艺术史、美术史、文化史、传
播史和中外交流史等研究的

原版史料，还为上海的文博
机构提供了独特的中

国视角和研究的

参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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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来，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民

族解放挥洒热血，留下许多动人诗
篇；现如今，一众沪上书法家和老

将军提笔挥毫，重温这些激昂文
字，向先烈表达深切的缅怀和敬

意。6月 1日，《丹心碧血 浩气长
存———百位革命烈士诗抄书法作

品展》将在上海图书馆开幕。

为庆祝今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展览从萧三主编的《革

命烈士诗抄》和《龙华革命烈士诗
抄》中精选了 100位革命烈士诗抄

作为书法创作的内容。创作这些诗
歌的革命烈士既包括建党初期为

党的事业献出生命的李大钊、邓恩
铭、何叔衡、陈谭秋等，也包括牺牲

在解放前夕的陈然、黎又霖等，时
间跨度从 1925年一直到 1949年。

其中，有邓恩铭烈士面对牺牲、毫
不动摇的《诀别诗》：“不惜唯我身

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有瞿秋白
烈士欲以文字激励人民投身革命

的《赤潮曲》：“猛攻，猛攻，锤碎者
帝国主义万恶丛！奋勇，奋勇，解放

我殖民世界之劳工……”还有王孝
和烈士身陷囹圄，却仍满怀希望写

下对狱友的鼓励：“那光明正在向
大家招手呢！只待大家努力奋斗！”

烈士们的诗歌字字用鲜血凝成，句
句以生命铸就，令书写者心潮澎

湃，也将唤起每位参观者心中的爱
国主义情怀。

本次书法作品展的艺术水平
达到相当高的标准。参加展览的上

海书法家达到 46 位，包括刘小
晴、钱茂生、张森、周志高、丁申

阳、潘善助等众多代表当今上海
书法界最高水平的名家、大家。除

了专业的书法家外，还有 35 位喜
爱书法的老将军作品参加展览，

从军人的独特视角解

读革命先烈

留下的文字。

展品书体上，真、草、隶、篆、行
均有涉及，保证了艺术上的丰富性

和观赏性；尺幅上则以八尺、六尺
的大尺幅为主，更好地展现诗作庄

重、高洁、大气的风格，带给参观者
更强烈的震撼。

展览带来的震撼将不仅仅限

于视觉。组委会还邀请了专业的播
音员，将 100首烈士诗歌录制成音

频，以二维码的形式印在书法作品
旁边介绍烈士生平的展板，以及展
览作品集上。参观者只需

扫描二维码，

就可以一边了解诗歌作者的革命

经历，一边聆听这些动人的诗句。

本报记者 吴旭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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