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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上海

作协联合主办的“红色起点”

系列丛书第二季研讨会前天

在修缮后的上海作协爱神花

园举行，第二季丛书中的《寸

印繁星——中共早期出版业

纪实》《七月热风：上海1921》

《在敌人心脏燃烧的红色火

炬——上海旧警察中的地下

党》《不可忘却的纪念——上

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薪

火——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

组成立前后》《启明》等作品的

作家参与了研讨。

其中，《启明》和《不可忘

却的纪念：上海工人三次武装

起义》的作者分别是府天和君

天，两人都是知名网络作家。

在两季“红色起点”以及短篇

故事“红色足迹”主题创作中，

网络作家成为主力创作者之

一。“网络大神转身写红色题

材特别是红色经典题材难度

是非常高的，体现了创作的韧

性和跨越能力，府天在红色题

材的处理中较好地综合了各

种需求，没有采用艺术演绎，

也没有采用报告文学的形式，

做到了守正出新。”上海大学

中文系教授张永禄说。

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张

屏瑾一口气看完君天的《不可

忘却的纪念：上海工人三次武

装起义》后说：“这本书的写作

融合了海派文学非常重要的

特点——通俗性、好读。里面

有大量的对话，对话体现了君

天原有写作的功力，很多观点

内涵、人物性格都是通过人物

之间的对话来完成的。三次

工人武装起义不只是存在于

历史书上的词条，而是有血

肉、有故事，能激发、召唤读者

内心的情感，在这个基础上的

教化人心，或许就是‘红色起

点’的意义。”“对我们这代作

者来说，红色写作是小时候的

理想。”君天说。

“每部作品都有一个具体

的切入点，而这个切入点又有共同的背景，那就是‘红色起

点’。”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认为，作家以绵密的细节支撑

起主题叙事，甚至可以作为工具书存在，让读者在其中发掘

红色宝藏。

“‘红色起点’的出版不仅为上海和全国读者提供了关

于上海丰厚的红色文化的历史故事，也为正在上海如火如

荼举办的红色文化季提供了重要的文学出版底本。”世纪出

版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阚宁辉说。

“红色资源是上海挖之不尽的文学创作宝库，我们还将

继续深挖、拓展，首先是向其他类型体裁拓展，其次是将红

色文学创作的精神向现实题材拓展，最后是从文学向其他

艺术门类拓展，包括连环画、影视剧、舞台剧等。”上海作协

党组书记马文运表示。

上海市作家协会自2016年起启动“红色起点”主题纪

实文学创作，发动一批有创作热情和能力的中青年作家参

与其中，目前已出版两季16部作品，还有多部作品将陆续

推出。其中，第一季6部作品出版后均实现多次重印，由

《起来——<风云儿女>电影拍摄与<义勇军进行曲>创作历

程纪实》改编的歌剧《义勇军进行曲》，去年12月在上海大

剧院首演。 本报记者 徐翌晟

昨天下午，轨交人民广场站玉兰花

穹顶下的中央展台上演了一场特别的

“快闪”（见上图 记者 王凯 摄）。这是

上海爱乐乐团为市民观众和中外游客奉

上的一场特别演出——管弦乐序曲《红

旗颂》，由70人编制的大乐队演出。今

晚，上海爱乐还将在上海大剧院献演庆

祝上海解放75周年主题音乐会，以文艺

党课的形式致敬“光荣之城”。

激发爱国情怀
周日午后，轨交人民广场站换乘大

厅人流穿梭不绝。日光透过白玉兰造

型的玻璃穹顶，照耀着五星红旗格外耀

眼。当身着黑色礼服的演奏员，拿着小

提琴、长笛、圆号等乐器陆续就位，人们

纷纷好奇地停下脚步。随着指挥张亮

给出一个手势，《红旗颂》波澜壮阔的

旋律荡漾开来，如浪潮般掩盖了一切

嘈杂。

短短9分钟的《红旗颂》连演两遍，

不但赢得了如雷的掌声，也勾起了人们

温暖的回忆和深深的爱国情怀。“这是作

曲家吕其明写的《红旗颂》，到现在都快

60年了，再听还是很好听！”市民卫先生

一直拿着手机在录像，他说一会儿就做

成视频发朋友圈。回想这些年上海的变

化、老百姓生活的变化，离不开祖国的繁

荣富强，“现在我们能有这样稳定安宁的

生活，还是要感谢党的领导”。

60出头的乘客周香枚听完这一曲，

眼眶微红，她没有在曲终时随人群散去，

而是在圆柱边站了一会儿，还和记者聊

了起来。她说，第一次听到这部作品是

和先生初识，两人都热爱音乐，相约去听

交响乐，当时就被《红旗颂》中流露的深

情所感动。后来先生被外派出国多年，

在那个通信远不如现在便利的年代，她

想他时，就常常会放这首曲子来听，所以

《红旗颂》对她的意义格外不同。

奏响时代强音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初心

始发地，也是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地。团

长高山峰表示，“红色情怀”既是上海爱

乐乐团的音乐会品牌，更是乐团光荣初

心的写照。“七一勋章”获得者吕其明创

作的《红旗颂》就起源于上海爱乐乐团的

团址（武定西路1498号），这也是常演不

衰的经典曲目。他用极具历史画面感和

民族史诗性的交响音乐，奏响了中华民

族的时代强音。

今晚，上海爱乐乐团还将在上海大

剧院以大型音乐会的形式推出一场全新

编排的“红色情怀”文艺党课，这也是“光

荣之城”2024上海红色文化季之红色舞

台作品展演之一。

这场音乐会的曲目包括吕其明改

编的钢琴与乐队《红旗颂》、重新修订的

管弦乐序曲《雷雨》和弦乐小品《喜悦》，

金复载的《喜马拉雅随想曲》、二胡协奏

曲《春江水暖》，以及奚其明的抒情音诗

《向往》。

其中，钢琴与乐队《红旗颂》由钢琴

家孔祥东担纲独奏，而《春江水暖》则由

二胡演奏家段皑皑倾情呈现。首演的新

版管弦乐序曲《雷雨》是吕其明第一次用

现代派作曲技法，将戏剧冲突转化为音

乐，在《雷雨》剧本发表90周年之际带领

观众重新走进经典。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爱乐乐团即将

出版发行《红旗颂》全版本黑胶唱片，涵

盖了《红旗颂》8个版本，全方位呈现作

品的丰富内涵和多元魅力。

本报记者 朱渊

从人工智能到南极考察，从上海解

放到苏州河CityWalk，从制造大飞机到

关爱老人、年轻人的婚恋问题……5月

17日至26日，上海市群文新人新作展评

展演在市群众艺术馆上海星舞台举行，4

个艺术门类163个群文原创作品同台竞

演，作品题材丰富，关注上海日新月异的

变化和城市里涌动的人文情怀，跳动着

时代节拍。

群舞《国旗和我》讲述了国旗的设计

者曾联松的故事。“短短的几分钟，历史

在眼前瞬间掠过。”“当五星跳出来的时

候，我们无不为之动容。”这支舞蹈让观

众和评委们颇为感动。男声三重唱《今

天，我来接你回家》表达对志愿军英烈的

缅怀。情景表演唱《捧一把月光》描述的

是值守在青藏高原的腹地唐古拉山脉的

上海哨兵，月亮陪伴雪域高原上的士兵

思念着家乡。苏州弹词《黎明前夕》讲述

杨树浦发电厂地下工作者与工人群众密

切配合，前赴后继保卫电厂，迎接胜利曙

光的故事。

上海这座城市是群文创作的宝库，

给了大家很多创作的灵感和题材。群舞

《首飞 ·倒计时》聚焦国产大型客机首飞

前的紧张时刻，用舞蹈的表现力呈现大

飞机制造者们立志让“中国制造”腾飞与

其志翱翔于天地的浪漫情怀。苏州弹词

《大港》围绕一对师徒在洋山深水港四期

的设计和运行中，克服一系列技术和管

理中碰到的难题，彰显东方大港的“现代

化”“智慧化”。双人故事《危急时刻》通

过一次海上救援的惊险故事……

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也参

与到艺术创作中来。群舞《小胖厨的拿

手菜》（见上图）以一群小胖厨烹饪美味

佳肴为主线，将厨房的热闹与生动搬上

舞台。《热舞少年》表现一群街舞少年对

中国武术从不服气到喜爱的变化。合唱

《小小指尖》由上海市盲童学校和绣球花

小合唱团的孩子们呈现，纯真无邪的歌

声和他们勇于表达自我、努力生活的态

度赢得了全场最多的掌声。

上海市群艺馆馆长吴鹏宏表示，新

人新作展评展演过后，将以群星奖的评

选标准和要求，邀请更多行业内知名专

家为群文创作者提供专业指导和建议，

以提升作品的艺术水平和竞争力，为冲

刺2025年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第二十

届“群星奖”提前做好选拔准备。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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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颂》奏响轨交换乘大厅

涌动人文情怀
跳动时代节拍

激荡浓浓爱国情怀

上海群文新人新作题材丰富有看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