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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文化··视界视界

近日，由江西文化演艺发展集团出品，江
西省京剧团创排的新编原创现代京剧《望红

关》在江西南昌首次公演。该剧讲述了
方志敏的感人故事。 新华社发

6 月 12 日，在福建省武夷山市举办的“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活动中，“茶百戏”技艺吸引游客驻足。

当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一场主题为“保护遗
产 世代传承”的宣传展示活动在福建武夷山举行。活动
展示了武夷山丰富的文化、自然遗产和非遗项目，吸引了
不少游客的关注。 新华社发

新编原创现代京剧新编原创现代京剧《《望红关望红关》》首次公演首次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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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文化··关注关注

第 24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日前
拉开帷幕，开幕电影《1921》备受瞩
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幕已有

《开天辟地》《建党伟业》等珠玉在
前，《1921》又有哪些新亮点？

从“数星星”到“沉浸式”观影

从《建国大业》到《建党伟业》，
在红色大片中“数星星”，忙着辨认
演员的面孔和姓名，已经成了不少
观众的习惯。不过《1921》没有让观
众停留在简单“数星星”上。

扮演中共一大代表的多名青年演
员说，在片场“分分钟入戏”“入戏很
深”。影片导演、监制黄建新说，创作

《1921》的初衷之一，就是希望把观众更
好地带回到100年前的历史情境中去。

银幕上，青年毛泽东在 100 年
前的上海街头飞奔，蒙太奇手法将
观众带入他的回忆和美好憧憬。专
家纷纷为这段合理想象点赞。“这能
让不少观众第一次了解到青年毛泽
东堪称一名‘体育健将’的一面。”上
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戏剧学
院教授石川说。

令首批观众印象深刻的除了扮
演青年毛泽东的王仁君，还有与王
仁君有多场对手戏的中年演员张颂
文。张颂文为了演好中共一大代表
何叔衡，下了很大苦功，他为角色塑
造与导演来回探讨数小时，其钻研
精神令剧组后辈演员钦佩。

“还原”历史背后的情感与美学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当时中共
一大代表李达和妻子王会悟还是新
婚燕尔。

史料显示，李达和王会悟曾一度
在环龙路（今南昌路）老渔阳里2号的

《新青年》编辑部二楼朝北的房间借
住，成为陈独秀上海寓所的座上宾。
1921 年夏，李达为筹备中共一大忙
碌，妻子王会悟也积极参与其中。

在影片《1921》中，李达、王会悟
分别由黄轩、倪妮扮演。影片以这
对新婚夫妇为视角，巧妙地打开石
库门建筑二楼朝北的窗，片中人物
看到的是一个对未来充满美好向往
的邻家小女孩。这个美学意象的设

置，既有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特色，
又折射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好情感
和人文关怀，在影片尾声处还有一处
呼应，得到了专家和观众好评。

片中，王会悟设法借用博文女
校，妥善安排中共一大代表住宿的
情节，在推进过程中也加入了一丝风
趣幽默。专家认为，影片塑造了中国
当时的一批进步女性形象，她们睿
智、机敏，对党的建立亦有贡献。

于初心使命中感受历史浩荡

《1921》不仅再现了百年前的上
海，还试图呈现当时欧洲和日本的
历史关联场景。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不是孤立
的历史事件，而是与当时的国际大
环境息息相关。”上海师范大学教
授 、城 市 史 研 究 专 家 苏 智 良 说 ，

《1921》给予观众一个更加全球化的
视角去观察和思考党的创建史，革
命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
实现的，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越是面
对困难阻碍，党的生长发育越顽强。

该片联合导演郑大圣介绍，因

为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打乱了
拍摄节奏，原定赴海外拍摄多个场
景，后来不得不修改拍摄方案。其
中，在日本的拍摄是通过视频连线
方式进行的，由身在北京的中国导
演团队远程指挥，日本当地摄制人
员掌镜，最终完成拍摄。从道具、服
饰等细节看，《1921》对 100 年前日
本东京警视厅的场景还原度较高。

还有一个描写法国国庆日的场
景，则是剧组在各方协助下在上海外
滩选景完成。“当《马赛曲》在片中回
荡，也会让人联想到后来《义勇军进
行曲》是在上海诞生的。”石川肯定了

《1921》于细节中呈现的“大历史”。
为全力保障《1921》拍摄，上海电

影集团下属车墩影视基地还等比例
“复刻”了中共一大会址、二大会址、博
文女校等历史建筑。上影集团董事长
王健儿12日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国电
影产业高峰论坛上说，《1921》尽可能
根据已知史料还原历史现场，这是对
历史的尊重，也体现了当代中国电影
人 的 工 匠 精 神 和 使 命 担 当 。

（据新华社电）

见人·见事·见初心
——盘点电影《1921》三大看点

据新华社电 已有近 400 年历
史的皇家宫殿不再“高冷”，变身时
髦的约会地点，“圈粉”年轻一代。
今年的文化遗产日前夕，记者走进
沈阳故宫，探访这座近 400 岁皇家
宫殿的“圈粉”秘诀。

在沈阳故宫斯文门外的清文化
元素主题咖啡馆，记者看到这家店
内推出的多款“网红”饮品吸引观众
前去打卡。

这家咖啡馆内推出的特色
饮品，将满族特色甜食、沈阳特

产和时下年轻人喜爱的口味相
结合。比如，“盛京宫阙”这

款饮品以沈阳故宫独有的“红墙黄
瓦绿剪边”为创作灵感，红色的洛神
花茶搭配黄色的油茶奶盖，顶端装
饰大政殿形状的绿色抹茶粉，层次
丰富，口感饱满。

“ 沈 阳 故 宫 里 也 可 以 喝 咖 啡
了。”特意来店内打卡的“95后”王雅
婷说，“盛京宫阙”“永福可心”等独
具沈阳故宫特色的咖啡，让她每一
款都想尝尝。

为了让那些隐藏在博物馆中的
文化符号“活起来”，沈阳故宫博物
馆、沈阳张氏帅府博物馆等多家博
物馆推出了一系列具有沈阳特色的

文创产品，正在沈阳故宫的南广场
集中展出，让观众可以在此一站式
集齐“盛京礼物”。

沈阳故宫博物馆馆长李声能
说，近几年，沈阳故宫研发了千余种
具有沈阳故宫文化元素的文创产
品，让历史和文化达到更有效的传
播。

除了这些文创产品，沈阳故宫
的线上文创产品——甪端表情包也
在微信上线了。这款表情包以沈阳
故宫馆藏文物神兽甪端为原型设
计，通过表情包，让甪端这只神兽在
人们的社交中“活”起来。

沈阳故宫博物馆副馆长苏阳
说，近几年，文化授权与多业态跨界
合作风生水起，文创产业工作进入
到崭新时期。文创产品这股消费新
潮流，既满足了时尚追求，又凸显了
文化内涵，和当下年轻人的消费偏
好不谋而合。

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思宁
说，多业态跨界合作的文创产品成
为让文物“活起来”、让博物馆走进
千家万户的一种载体，能让中国传
统文化在年轻人中得以传承，也让
文创产品从小众走向大众，培养出
更多的文化交流者和历史传承人。

400年历史的皇家宫殿用文创“圈粉”年轻一代

文化文化··故事故事

“我的外公，是一名打坦克的‘爆
炸英雄’。”湖南省衡阳市衡南县三塘
镇“战斗英雄罗亮泗陈列馆”，穿着职
业装的王亚琴是一位特别的讲解员
——她讲述的是自己外公鲜为人知
的故事。

在王亚琴的记忆中，外公罗亮泗
曾经是村里再普通不过的老人。小
时候，王亚琴经常到外公家里玩，外
公走路的样子有些奇怪，她喜欢跟在
外公身后学样。

长大以后，王亚琴才知道，外公
是一名抗美援朝战斗英雄，他三次参
加作战，两次负伤。因为伤残，外公
走路会一瘸一拐。

1950 年 10 月，罗亮泗跟随部队
入朝参战。一次战役中，20岁出头的
罗亮泗冲到敌方阵地前沿，用爆破筒
将美军重型坦克炸毁，荣立特等战
功，被授予“爆炸英雄”称号。至今，
他所在连队还有以其名字命名的“罗
亮泗班”。

1952年，罗亮泗退伍后回到衡南

县，却“深藏功与名”，默默无闻地到
工厂上班、在农村种地，直到 1996年
去世。军功章“尘封”在抽屉里，被小
孩翻出来玩耍，弄丢了他一直不知
道。

在子女印象里，父亲罗亮泗勤
劳、简朴，回乡后开垦荒山，分给有需
要的乡亲；在机械修理厂当工人时加
入中国共产党，获评“衡阳市先进生
产（工作）者”；从部队带回来的棉服，
补了又补，舍不得扔……

今年 65岁的罗积省是罗亮泗的
大儿子。他回忆说，父亲从来没有提
起过他的战功，但总是讲起在部队受
到的教育和党恩，教导他们“做人要
堂堂正正，不要走歪门邪道，要多为
国家和人民做贡献”。他现在也像父
亲一样，严格要求自己的一对儿女。

直到近几年，家乡人民才得知
“爆炸英雄”罗亮泗的事迹。2019年，
衡南县人民政府将罗亮泗的老家乐
洪村更名为罗亮泗村。2020年10月，

“战斗英雄罗亮泗陈列馆”建成。如

今，这里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吸
引着广大干部群众前来参观。

陈列馆开馆时，王亚琴主动申请
担任讲解员，罗亮泗村还聘请她负责
便民服务等工作。家住衡阳市区的
王亚琴到村里上班，需要换乘两次公
交车，单程一个半小时。为了确保 8
点半准时到岗，她每天早上6点起床，
风雨无阻。

在此之前，王亚琴是衡阳市一家
珠宝店的主管，每月收入六七千元。
如今，不仅工作更忙了，工资也大幅
减少。珠宝店的同事很疑惑：“本来
在城里安稳地拿一份高工资，偏偏跑
去乡下，你究竟怎么想的？”

王亚琴回答说，虽然工资低了不
少，但她觉得很值，当讲解员有一种发
自内心的荣誉感。“家人支持我的决定，
老公说赚钱养家的压力就留给他。”王
亚琴说起这些，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为了当好讲解员，王亚琴跟母
亲、舅舅聊外公的往事，找外公原来
的部队了解他的英勇事迹。外公原

本有些模糊、一瘸一拐的背影，逐渐
变得清晰、伟岸。

王亚琴说，在外公的影响下，他
们的家风很好，兄弟姊妹们都自强自
立、互帮互助。作为英雄的后人，她
觉得自己肩负着一份责任，要尽最大
努力讲好红色故事。

近期，王亚琴将前往衡阳市12个
县市区参加红色主题巡讲。为了 10
分钟的讲述，她在家里对着镜子反复
练习。“一是不能给英雄的外公丢脸，
二是要更好地弘扬红色文化。”王亚
琴对自己提出要求。

在家准备演讲材料时，9岁的女儿
柔柔在旁边听，也记在了心里。有次学
校老师请同学们讲红色故事，柔柔第一
个举手，她告诉老师：“我要讲老外公的
故事，我的老外公是‘爆炸英雄’……”

王亚琴说，她时常教育自己的孩
子，要先学做人、再学做事，要像外公
那样做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
将红色家风传承下去。

（据新华社电）

“外公是‘爆炸英雄’，我要讲好红色故事”

在浮山县东陈村，李逢华
查看一处古院落内的砖雕（6
月 8日摄）。

东陈村位于山西省临汾
市浮山县响水河镇，保存了众
多明清时期的古建筑，于 2016
年 被 列 入 中 国 传 统 村 落 名
录。近年来，随着游客越来越
多，东陈村开始借助历史文化
资源发展乡村旅游。

74 岁的李逢华是一名退
休村干部。2014 年以来，他主
动承担起村里义务讲解员的
工作，一年四季从未间断。游
客络绎不绝，李逢华走遍了村

里的每一个角落。为了做好
讲解，他还创作了许多顺口
溜，广受游客好评。

作为村里目前唯一的讲
解员，李逢华虽然辛苦，却乐
在其中。“给外地游客讲解，
一方面可以宣传我们村的历
史文化，另一方面也能唤起
全 社 会 对 古 村 落 保 护 的 关
注。”李逢华说。

目前，李逢华开始着手整
理村史。他希望把村里的历
史文化保留下来，让每一个回
村的人都能找回乡愁。

新华社发

口述历史口述历史 守护乡愁守护乡愁

2019 年初，希腊姑娘埃莱
妮与丈夫一同来到宁波。埃莱
妮了解到宁波市对于中东欧人
士创业的扶持政策，她先后开
设了一家贸易公司和一间希腊
民间舞蹈教室。“宁波这座城市
的气质与希腊有相似之处。”埃
莱妮对记者说，“所以我就考虑
能否把一些具有希腊特色的好
物带到中国，对于有着不同文化
的两个国家来说，这是大家相互
认识、相互交流的好机会。”

在最近举行的第二届中
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上，已

身怀六甲的埃莱妮依旧坚持来
到希腊展区，清点货物、布置展
品，忙得不可开交。晚上，她又
赶到位于老外滩的中东欧人文
交流活动现场，为市民们介绍
各种来自希腊的商品。

距离埃莱妮的预产期只
有一个月了，她准备在宁波生
下自己第一个孩子。“在宁波的
两年多时间里，我感觉到宁波
是一座非常友好的城市，这里
的人们对我们特别友善，我相
信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新华社发

希腊姑娘在宁波的创业故事希腊姑娘在宁波的创业故事

在四川省崇州市道明镇
竹艺村，赵思进在编制竹罐（6
月 1日摄）。

地处川西平原的四川省
崇州市道明镇被誉为“竹编之
乡”，这里有着 2000 多年竹编
制作历史，道明竹编于 2014年
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

作为唯一一位道明竹编
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今年 86岁高龄的赵思进一

生都与竹编结缘，他 15岁开始
学习竹编，不断模仿、创新，改
进提升自己的技术。

除了从事竹编制作，他还
在国内外进行竹编工艺教学。
近年来，根据他的口述整理的

《道明竹编》出版发行，令他倍
感欣慰：“竹编技艺通过文献资
料保存下来，让年轻人可以在
老一辈手艺人的基础上继续创
新发展，我再也不担心这项技
艺失传了！” 新华社发

文化文化··人物人物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满族
自治县有一家不起眼的小超市，
54岁的超市老板黄耀辉经常撇
下生意，溜到二楼与他的几十部
老电影胶片和放映设备为伴。

1984年，高中毕业的黄耀辉
成为一名乡村电影放映员，一干
就是15年。黄耀辉说：“那个年
代农村文化生活比较匮乏，每当
听说要放电影，老乡们都早早搬
着板凳等我，热闹得就像过年。”

随着新传播方式的逐渐
普及，黄耀辉和老式放映设备

“下岗”了，但这份感情并没有
消退。2019 年，黄耀辉开始到
处收集老电影胶片和放映设
备，《英雄儿女》《红日》《开国
大典》……一部部经典影片被
他“收入麾下”，回到家里自己
动手慢慢修复。

他常在小超市里挂起银
幕，打开放映机，开启音响，富
有年代感的画面和声音吸引
过往市民驻足观看，唤起人们
对 那 个 流 金 岁 月 的 珍 贵 记
忆。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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