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近日，上海淮剧团
都市新淮剧《寒梅》在天蟾逸夫
舞台首演，引起人们对这部红色
题材戏曲作品的关注。在过去
的63年之中，《寒梅》已经诞生了
3个版本，每个版本都蕴含着上
海淮剧团对于所处时代红色题
材作品创作的思考。

八成剧本皆为全新创作
1958 年，由长春电影制片

厂摄制的革命历史题材剧情片
《党的女儿》轰动一时。同年，上
海 淮 剧 团 将 其 搬 上 了 舞 台 。
1991年，剧作家罗怀臻又对《党
的女儿》进行改编，推出了2.0版
的《寒梅》，演寒梅的是施燕萍。
这次在建党 100 周年之际推出
的新版《寒梅》，由青年淮剧表演
艺术家邢娜主演。罗怀臻又在
之前剧本的基础上作了大幅度
改写，80%的内容都是新的创作。

《寒梅》最早取材于王愿坚
小说《党费》，故事背景是井冈山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主

力北上，中央苏区沦陷。梅花乡
地下党组织由于叛徒出卖惨遭
屠杀。这本来就是一个发生在
乡村的革命者的故事，剧中的很
多都是农村的父老乡亲，所以在
《寒梅》3.0 版回归传统回归乡
土，会让人觉得更真实，更可信。

深挖人性展现儿女情长
今年是庆祝建党100周年，红

色题材戏曲作品层出不穷，但是如
何让红色题材作品能够更符合现
代观众的审美，这也是戏曲人都在
思考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张之薇表示，过去红色题材作品
讲究“非黑即白”，人物形象扁平
化，革命者一定是很昂扬的，而反
面角色一定十分黑暗。但《寒梅》
让革命者也展现出柔软的一面，
让叛徒也有进退两难和儿女情
长，这就是一种对人性的挖掘。

《寒梅》也一改很多新编戏
“话剧+演唱”的形式，淮腔淮调
贯穿整个作品，让《寒梅》的淮剧
味道很浓。汪人元说，这种唱腔
的讲究是《寒梅》三个版本不断
打磨积累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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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进一步深化党史
学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日前，
华东政法大学团委联合青浦团
区委共同开展“回眸百年峥嵘，
展望法治征程”主题宣讲，并共
建“幸福社区法律门诊”。华东
政法大学的青年大学生积极响
应共青团“坚定不移往社区走”，
以宣讲、相声、情景剧、路演、普
法咨询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
将党史学习从校园带进社区，将
法治精神送到百姓身边。

主题宣讲上，华东政法大学

“薪火”志愿党史宣讲团以建党
百年的法治历程为主线，讲述从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过渡时期法
制”到党的十八大后“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不平凡
的法治建设历程，回顾共产党坚
持依法治国的上下求索，通过法
治视角呈现了国家发展进步与
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业。

当天，青浦区“幸福社区法
律门诊”正式成立。大学生社会
法律援助中心志愿者们郑重宣
誓，坚持“以我所学，服务社会，
为公平正义而奋斗”的宗旨，志
愿为建设保障权利、和谐有序的
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贡献力量。

据悉，《辅德里》由静安区委
宣传部、静安文旅局出品，是首
部聚焦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
以中共二大会议所产生的文件
为主线的非虚构戏剧。剧组确
保剧中出现的文字、对白等语
言，都有历史出处。例如在第12
场《重逢》中，毛泽东有一句台
词：“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
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
经营……”据党史专家透露，这
句话出自毛泽东写给李达的一
封信，“潜台词”是召唤李达速速
前往解放区参加重要工作。

为什么要做“非虚构”戏
剧？导演、总叙事牟森表示：

“1993年王会悟去世，同一年，上
海要建造南北高架，在拆迁的进
程中，辅德里得以保留——历史
本来就有的命运感、戏剧性，是
我们编造不出来的。”青年编剧
吴冰感慨万分：“我们一度考虑
过虚构，但是在过程中发现，无
论我们怎么去创作、去虚构，都
不如历史真实来得更为感人。”

《辅德里》是第一部反映中
共二大的舞台剧。剧中，陈独
秀、李达、王会悟、王尽美、毛泽

东、杨开慧、蔡和森、向警予与第
一份党章的守护者张人亚等是
主要人物。以90后为班底的青
年演员均以白色服装、白色发型
亮相。所有演员都一专多能，多
数会弹钢琴、拉手风琴、拉小提
琴乃至大提琴。

为此部戏剧作曲的李京健
在上大音乐学院任教。李东表
示，“这是一部90后向90后致敬
的作品，是必要传达、展现年轻
审美，会呈现出一部兼具主流价
值与年轻审美表达的红色戏
剧。”

首部聚焦中共二大“非虚构戏剧”《辅德里》上演

真实的历史最能打动人心
淮剧《寒梅》3.0版告别“非黑即白”

重温井冈山革命者“儿女情长”

华政团委联合青浦团区委共建“法律门诊”

党史学习从校园走进社区

青浦区“幸福社区法律门诊”正式成立。 受访者供图

从一大所在地树德里到二大所在地辅德里，从
石库门到天安门，百年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
何在风云诡谲的暗战中追寻一线光明，如何以个人
牺牲乃至几代后人的无望期盼换来党章保全……
记者从静安区获悉，此次静安推出非虚构戏剧《辅
德里》，将完全依据史实文献，艺术化再现二大乃至
建党初期的人物故事。而陈独秀后人和张人亚后
人也专程赶来观看《辅德里》的演出。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舞台剧《辅德里》艺术化再现了二大乃至建党初期的人物故事。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辅德里》不仅仅是一台“好
听好看好懂的文艺党课”，更是
由辅德里这个红色地标形成的
IP标识，展开的一系列红色文化
品牌创建工程。

专程从安徽赶来的陈长璞
表示：“不论是哪个领域发生的
正能量事件，通过艺术的形式来
表现，都是群众最喜闻乐见的，
因为戏剧的受众面比一本书的
读者群更大、更广、更深。”她还
认为，当代年轻人应该继承和传
承老一辈的革命文化传统，坚定

信仰，能够达到敢于献出自己生
命的高度。“通过戏剧的表现形
式，进一步激发了青少年的爱国
热情，因为过去的这些先人为了
理想、为了信仰，他们连家都不
顾，甚至连性命都不要了，为了
中华民族的崛起，他们宁可牺牲
自己。”

“我爷爷一直讲，你们有个
二公公很早就参加革命去了。”
张人亚的侄孙张建一说到张人
亚为了守护党章，将装有党章等
重要文件的皮箱交给父亲，从此

没有第三个人知道时，格外激
动，“一直到解放以后，张人亚的
父亲等不到儿子回来，就把衣冠
冢里的东西拿出来，交给我的爷
爷。”

张建一表示，自己对《辅德
里》抱有很大的期待，希望通
过这样的形式能够更好地传
承红色基因，讲好守护党章的
故事。“我觉得这部戏的形式
很好，是在进行革命传统教
育，我们极力赞成，而且也很
感谢他们。”

一部90后向90后致敬的作品

革命领袖后人寄语当代青年

位于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
（今老成都北路7弄3号）的中共
二大会址，也是平民女校校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