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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文 体

“上海出品”《破晓东方》收视率占据榜首，观众称赞——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鲜活案例”

打响 品牌上海文化

昨晚，“上海出品”的重大革命题材电视

剧《破晓东方》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开播，以

破1的收视率占据榜首。该剧以上海解放一

年间惊心动魄的历史为叙事中心，通过展示

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恢复生产、稳定经济

金融等历史伟业，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

走向建设、从农村走向城市这一历史进程的

能力和作为。看完开篇的两集后，很多观众

表示：“这是真实的奇迹，也是‘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的鲜活案例！”

《破晓东方》改编自已故历史学家刘统

的著作《战上海》，故事从暗流涌动的黎明前

夜的上海讲起，共产党人李白舍生取义、坦

然被捕，而如何营救李白、护送黄炎培离开

上海，都成了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难题，几

千公里外踌躇满志筹备发起渡江总攻的党

中央核心，精心布局上海的解放之路。观众

也将见证中国共产党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逐

步带领“旧上海”走向“新上海”的光辉历程。

整部电视剧将原汁原味地还原解放上

海、银元之战、米棉煤“两白一黑”之战、打击

盗匪、清除敌特、战台风、解除“大轰炸”危机

等历史片段。上海各级干部在人民群众的

支持下克服重重困难，披荆斩棘，为社会稳

定、民生发展和大型城市的综合治理不断探

索进取，留下了宝贵的斗争经验，影响至

今。在创作的过程中，剧组还秉持着大历史

观与人民史观，对上海百姓的生活生态进行

了生动呈现。通过对几个代表性家庭的描

写，剧集细腻地展现出历史变革中，老百姓

从将信将疑的观望、共享新社会福祉到发自

内心拥护党和政府的心路历程。

该剧导演高希希说：“这部剧与众不同

之处在于，它不仅是一个战斗结构，同时还

是一个管理结构。因为共产党人是第一次

面对这样的一份答卷，要进行考试。如何从

精细化的角度以人民的利益为第一考虑，

去解决上海乃至全国的民生问题，如何在内

外交困的情况下迈出治理大型城市的第一

步，这些方面是我们希望表现好、表现透、表

现细的。”所以，在具体的叙事策略上，主创

团队经过长期的剧本打磨，以“战略层、战术

层、战事层”三层构架来展现这段红色记

忆，高希希说：“第一层战略层，主要是党中

央决策层如何去面对跨过长江后解决全国

的问题；第二层战术层，就是以陈毅市长为

代表的这些领导同志，如何在领受了中央

的指示和政策以后，去面对他们要执行的

任务；真正表现更加充分的，实际是第三层

战事层，就是战斗在上海的具体工作同志，

如何去忘我奋斗和牺牲，去带领民众帮助

整个城市恢复。”

《破晓东方》是一部电视剧形态的党史

教科书，它大力弘扬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伟

大力量。通过观看党史影视剧的过程，就是

回望来路、重温党史的过程，也让观众在潜

移默化间受到革命精神与理想信仰的感召，

进一步增强对党的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

本报记者 吴翔

身处繁华的徐家汇源，转型升级的徐

汇区图书馆以“徐家汇书院”这个富有文化

传承的名字崭新亮相。昨天，徐家汇书院

迎来了首日内测。这几天，三年前参与“把

徐图带回家”活动的读者马洪亮和他的两

个孩子正打算提着借了三年的20本童书

来还书，三年别离，早日与徐图团圆。

马洪亮一家居住在徐汇区图书馆老馆

附近，徐图的少儿馆就成了两个孩子最喜欢

也最常去的地方。2019年12月31日，徐汇

区图书馆的灯光逐层暗淡，马洪亮的孩子们

把包着彩纸的书籍盲盒带回家。三年来，每

天看着新馆建筑一天天成型，马洪亮的心中

充满了向往：“空间比以前大多啦。在大空

间里，精神生活也将更加丰富。”

据透露，参与“把徐图带回家”的读者

带走了130份少儿盲盒，外借图书15000余

册，现在他们可以陆续返回更宽敞、更多元

化的书的殿堂了。

无论是徐图老馆，还是如今的徐家汇书

院，图书馆始终重视视障读者的需求。新馆

二楼的数字阅览室将开辟一个视障读者的

专属阅读空间。“在盲人阅览室里，我学会了

使用盲人电脑，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视障

读者吴敏回忆。徐汇区图书馆为视障读者

开通了虚拟专用网络远程访问平台，搭建了

一条从家到图书馆更为广阔的绿色通道；图

书馆还向广大视障读者送上阳光听书郎，在

家里就能阅读到更多的书籍；此外，每年还

会送上上海书展的门票，帮助订阅《文学

报》和《文汇读书周报》等，让视障人士得到

最新的阅读体验。徐家汇书院里有一个视

障读者的读书会——“星光书社”，在那里，

视障读者可以自主体验，进行文化交流，接

受阅读指导，彼此分享知识。“徐家汇书院

是我们视障读者心中的乐园，更是我们视

障读者心中的文化圣殿。”吴敏充满憧憬。

2022年是徐汇区图书馆建馆65周年，

昨天开始的一周时间内，徐家汇书院将定

向邀约部分读者代表、各街镇图书馆代表、

汇悦读书香联盟单位成员代表、灯塔书房

代表等，参观体验新馆并听取意见，优化改

善书院的设施设备、系统和服务，希望正式

开馆之时，呈现给读者朋友更丰富的上架

图书、更整洁的环境、更完善的服务。

本报记者 景翌晟

徐家汇书院昨日内测

一别三年
徐图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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