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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此次上海文学影视创投峰会革
命历史主题专场汇集了一批近年上
海作家创作的红色题材作品。重点
是“红色足迹”和“红色起点”两个创
作项目。“红色足迹——党的诞生地·
上海革命遗址系列故事创作项目”由
叶辛、叶永烈、孙颙、赵丽宏等知名作
家领衔，上海作协专业作家、签约作
家加盟，骷髅精灵、血红等大神级网
络作家一同加入。从党的诞生地上
海出发，重点围绕党的初创期和革命
斗争历史，沿着红色基因的发展和承
续，82位作家共创作、出版400篇革
命故事。这400篇故事集结成册，为
影视、戏剧制作工作提供了厚重详尽
的资料宝库。

“红色起点”项目是由程小莹、陈
晨、王萌萌、吴越、吴海勇、杨秀丽等

一批有创作热情和能力的中青年作
家，创作一系列反映上海“红色起点”
主题、体现党的诞生地意识的系列纪
实文学，约70万字的文学巨作向我
们真实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
展历程，也为未来影视、戏剧创作中
革命历史主题作品提供了强大的原
始蓝本。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主办方首
次尝试用人工智能评估工具在浩瀚
的作品中遴选值得推荐的作品。这
个人工智能评估工具名为“华语故
事库·一叶故事荟”，其从上千万部
网络小说中选出了《西征记》《猎舌
师》两部作品，作为推荐内容。此
外，叶永烈的《邂逅美丽》、刘庆的
《唇典》和朱思奇《后手》也都在被推
荐之列。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日前，上海音乐学院原
创歌剧《贺绿汀》走进临港新城上海
海事大学大礼堂，带来两天四场的演
出。首场为慰问上海临港地区开发
建设者专场，另外三场作为“高雅艺
术进校园”项目，同上海海事大学、上
海海洋大学、上海电力学院、上海电
机学院、建桥学院五个兄弟高校分享
交流专场。

26日下午临港首演开始前，上海
音乐学院和临港管委会举行了共建
上海音乐学院临港综合实践基地的
签约仪式。

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进一步
优化高校人才培养机制，坚持开门
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同时服务于
地区建设，加强交流与协作，上海音
乐学院今后将发挥师资优势和文化
资源优势，利用各种校园文化活动
资源开展共建活动，为临港社区、辖

区企业文体团队提供艺术指导。开
展参观、考察、学习、调研、采风、培训
等多种形式的活动，为临港地区文化
建设提供支持，更好地满足临港辖区
企业职工、居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
文化需求。

与此同时，临港管委会将为上
音师生搭建参与创作采风、思政研
修、社会实践、艺术实践、志愿服务
的平台，拓展师生思想教育实践的
途径，为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创
作采风、思政研修、社会实践、艺术
实践、志愿服务等实践活动提供必
要的便利条件，并给予相应的帮助
和指导。

今年是人民音乐家贺绿汀诞辰
115周年，循着老院长的革命生涯和
战斗足迹，上海音乐学院原创歌剧
《贺绿汀》剧组师生200余人此前已
开启一段精神朝圣之旅，分别在上
海、江苏、湖南、湖北、北京等省市引
起好评的巡演活动。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普利策小说奖获奖作品
《同情者》日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
出了中文版。关于越战题材的小说
和电影都不少，但能够横跨越南、美
国双重视角的优秀作品则鲜见。越
南裔美国作家阮清越创作了一部跨
越历史、政治和民族的小说，更讨论
了文学永恒的主题：对自我和身份的
探索。

《同情者》故事背景设于 1975
年，当时越南战争已经进入尾声。小
说着重刻画了主人公的“同情者”特

质和身份，在身份的探索中艰难行
进。烧脑的惊悚小说围绕着绝望的
移民故事展开，以独特眼光审视越战
和战争的影响，通过巧妙的情节设
置，让读者深入主人公自白，追踪蛛
丝马迹，临近尾声才恍然大悟。

在作家书店分享会上，上海图书
馆信息咨询与研究中心竞争情报部
副主任沙青青说，《同情者》可视作阮
清越对历史的一种假想。“小说把历
史上的真实人物和文学想象进行拼
接融合，可以说是小说最有意思和魅
力的一点。”阮清越的写作，正是反思
战争的一种手段。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君到姑苏见”摄影展日
前在法国格勒诺布尔市举行。作品
展现了2500年历史的水城姑苏的风
情，小桥流水人家，绿树掩映的江南
美景，深深打动了法国观众。

此次展览是为庆祝苏州与格勒
诺布尔缔结友好城市20周年而办。
由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具体承办。

法国观众看了展览后表示，这些照片
的风景都是特别有代表性的，而且照
片中展示的人物略带笑容，要不就是
在一些特别让人心情放松的地方。
法国格勒诺布尔市副市长马克莱表
示，相关的摄影作品不仅展示了中国
人的日常生活，还将苏州的古典园
林、古运河等文化遗产以及苏州的四
季美景带到了法国，这是一个了解中
国的重要机会。

上音原创歌剧《贺绿汀》
走进临港大学城演出

上海文学影视创投会力荐红色题材作品

助力上海红色文化发扬与传承
普利策小说奖获奖作品
《同情者》中文版引入中国

“君到姑苏见”摄影展在法国举行

已经日益成为一个文化品牌的上海文学影视创
投峰会，昨天迎来了革命历史主题专场。随着各大
历史节点的到来，现在影视界需要大量革命历史题
材的作品来进行改编，此次创投峰会正是在作家和
影视机构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取得了丰硕成果。

青年报记者 郦亮

参与创投峰会的影视和舞台艺
术公司对这些作品都表现出了浓厚
的兴趣。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七十周年和 2021 年中国共产党
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本
次活动推荐的文学作品将有望改编
成为影视、戏剧作品，在银幕、舞台
上上演。

2017年3月，上海文学影视创投
峰会由上海市文广局、上海市作协、
SMG影视剧中心、阅文集团创立。经
过一年多的实践，上海文学影视创投

峰会的平台作用越来越凸显，已经有
一批文学作品通过这个平台被发现，
从而改编成影视剧和舞台作品。今
年4月，上海文学影视创投峰会已开
展了春季场活动。《城中之城》《犯罪
画师》《明月度关山》等三部作品进行
了文学版权转让。截至去年，共有5
部文学作品通过创投峰会的平台得
以版权转让。同时，2018年12月，
由《西门坡》为蓝本所改编的戏剧影
像新媒体艺术大展《女书》也将正式
登陆证大喜玛拉雅美术馆。

推荐的文学作品有望多维度呈现

知名作家与网络作家共同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