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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笔录红色历史 谱写时代华章
□本报记者 李晓晨 通讯员 魏云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上海考察调研、参
加重要活动，勉励上海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
者，并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深入贯彻新
发展理念等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上海人民牢记总书记嘱
托，砥砺奋进，有力推动了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进程。上海文学界与全市发展同频共振，
用心用情书写红色历史，描绘新时代的生动画卷，讴歌人民群
众的奋斗实践，重大主题创作取得规模性成果，为上海文学事
业发展谱写新篇章。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书写红色文化历史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1921年7月，党的一大在
上海一座石库门民房里召开；之后，党的二大和四大又先后
在上海举行。不仅如此，在建党初期的12年里，中央机关主
要设在上海，并从这里不断点燃中国革命的燎原之火。人们
形象地把这一历程称为“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
兴路”。

2017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
就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前往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
总书记深情地表示，这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我们
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
忘记来时的路。3年后，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
大会上又强调：“上海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地。要传承红色基
因、践行初心使命，不断提升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确保改革
开放正确方向。”

落实总书记的嘱托，上海深入实施“党的诞生地”发掘宣
传工程，梳理出数百处重点旧址、遗址、纪念设施类红色资源，
并且把红色文化和海派文化、江南文化一起作为“上海文化”
品牌建设的发力点。借助这一东风，上海加强红色题材文学
创作的整体筹划，成规模推进“红色起点”“红色足迹”等项目，
短短5年时间，创作出数十部近500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以
及小说、诗歌等作品，受到全国同行的关注。

“红色起点”项目起步于2016年10月，是上海作协在宣
传主管部门的指导下，为迎接建党100周年而开展的创作行
动。其目标是围绕建党初期中央机关设在上海的12年里
（1921—1933）几段重要的奋斗历史，创作系列纪实作品，涉
及党的成立，共青团组建，党领导开展工人运动、创办上海大
学培育革命人才、创立平民女校培养妇女干部、推动左翼作
家联合成立“左联”，以及《义勇军进行曲》在左翼文化运动中
诞生等内容。至2020年5月，总计90万字的6部作品《白纸
红字》《起来——〈风云儿女〉电影拍摄与〈义勇军进行曲〉创
作历程纪实》《巾帼的黎明——中共首所平民女校始末》《铿
锵序曲——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早晨——记中共创
办的第一所大学（1922-1927）》《新渔阳里六号——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的起点》陆续出版。这些作品用细腻、真实的
笔触，生动地还原历史，塑造中共早期诸多英烈的群像，成为

上海作家浓墨重彩书写红色历史的力作，引发诸多评论。一
位同行评价说，这些以红色历史为核的作品“由冷写出了暖，
由窄写出了宽，由虚写到了实，这是难能可贵的！”2021年，
在庆祝建党百年的高潮中，近40万字的《钟英——中共中央
在上海1921—1933》问世，使“红色起点”创作最初的设想圆
满完成。

“红色起点”作品成功推出后，借助上海“党的诞生地”发
掘宣传工程的深入推进，以及作家中焕发的书写红色历史的
热情，上海作协将这一创作项目延续下来，并且把创作表现的
内容逐步从党的初始历史扩展到更长阶段，陆续谋划了近20
个新选题。2020年年中部署推动第二辑创作。虽然受到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但上海作家创作势头不减，目前已完成十多
部书稿，其中《伟大纪念日》《不可忘却的纪念——上海工人三
次武装起义》《七月热风——上海1921》已经出版。

在持续推进“红色起点”创作的过程中，由叶辛、孙颙、赵
丽宏等知名作家领衔，集结一批中青年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投
入“红色足迹”创作，为遍布上海的革命遗址作了一次文学的
整体书写，发掘其中蕴含的生动故事。共推出《石库门里的红
色秘密》《暗夜里的星星之火》《黎明前的胜利曙光》三辑，以百
余万字的篇幅，记载了上海200多个革命遗址的珍贵片段。
庆祝建党百年之际，一部由上海20位诗人集体创作的长诗集
《跨越世纪的辉煌》推出，以上海的红色历程为脉络，回顾、展
示、讴歌了党的百年奋斗历史。

组织化推进的主题创作，为广大作家围绕红色题材进行
文学书写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2022年5月，孙甘露推出
酝酿多年、潜心创作的红色叙事力作《千里江山图》。这部长
篇小说讲述了一群共产党人为保证党中央机关从上海转移至
中央苏区的“千里江山图”计划顺利实施，与国民党特务斗智
斗勇，最终慨然赴死的故事。作品结构宏阔，情节惊心动魄，
手法创新独特，甫一问世就广受瞩目，论者评价其“重聚散落
于历史尘埃中的理想主义者”，是“历史天幕上的青春绝唱”，
也是作者“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的一次全新亮相”。《千里江山
图》先后入选中宣部全国重点主题出版物、中国作协重点作品
扶持、上海重大文艺原创项目等重要选题计划，问世后迅速列
入多种文学月度排行榜。众多影视、演艺机构都在关注这部
作品，表达了改编和转化的意愿。

新兴的网络文学也成为书写、展现红色历史的新领域。
多位网络作家参与了上海红色文化的文学书写，用新颖的
笔法讲述红色故事。为迎接建党百年，上海作协与中国作
协网络文学中心共同举办“红旗颂——建党百年·百家网
站·百部精品”活动，从全国推荐、申报的700部网络文学作
品中，评选推介《繁花》《大江东去》《北斗星辰》《致我们终
将逝去的青春》《浩荡》《最强特种兵》等100部作品，通过这
些佳作，讲述百年来党领导人民奋进民族复兴路的故事，弘
扬中国精神。

记录上海牢记嘱托、砥砺奋进的生动实践

201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要求上
海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2018年
11月，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

讲中指出，决定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项重
大任务。此外，总书记在多次考察上海时，还就建设人民城
市、城市治理体系等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牢记嘱托、砥砺奋
进，成为新时代上海发展的最强音。上海作家以在场之姿、用
文学之笔，记载上海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和社会变迁的心路
历程，并且与全国同行携手，共同笔录上海为全国改革开放探
路、先行的行动。

2018年，上海作协和出版部门合作，邀请时任中国作协
副主席何建明，为即将到来的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撰写一
部长篇纪实作品。何建明经过广泛实地采访和研读浩繁资
料，写就了40万字的《浦东史诗》，以宏阔的视野、抒情的笔调
和历史的感悟、哲学的思辨，全景式地描绘了浦东开发开放的
历史画卷，记录了这一历程中诸多重要事件和重点人物，歌颂
了伟大的改革开放精神。因为创作《浦东史诗》而与上海“结
缘”，何建明长期落脚在黄浦江畔，并将自己的创作融入到上
海红色题材和现实题材创作的潮流之中，先后有塑造龙华烈
士群像的《革命者》和实录上海抗疫的《第一时间》《上海表情》
等作品问世。2022年，他又完成一部全景式再现上海近十年
改革发展历程的纪实作品《复兴宣言——来自新时代的上海
报告》。

在红色题材的纪实书写中集结起来的上海作家，纷纷“转
场”到现实题材领域，拓宽创作天地，施展创作才华。也有许
多作家把自己个性化的写作与重大主题创作相融合，拓展了
创作题材，写出了一批佳作。王安忆在连年推出长篇小说的
同时，创作了多部描写普通人在社会变迁大潮中命运沉浮的
中篇小说，其中《五湖四海》被列入中国作协“新时代攀登计
划”。孙颙写出了记录出版业改革波澜的长篇小说《风眼》。
2020年抗疫中出现的风云人物张文宏，则被程小莹以纪实长
篇《张文宏医生》作了全新的塑造。姚鄂梅以其擅长的剖析小
人物心灵的笔触，写出了小长篇《十四天》，记录下大疫来袭时
诸多的心理冲突，寄托着对平和生活的希冀。多位上海女作
家在现实题材的创作中，显示了对新时代城市生活的特殊敏
感和领悟：潘向黎的小说集《上海爱情浮世绘》被认为是“流金
年代的爱情传奇”；滕肖澜的《城中之城》《心居》等多部长篇，
讲述改革开放前沿浦东不同群体年轻人的故事，透视他们多
样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薛舒则关注老龄化、底层人物的生
活提升等城市发展的课题，写出长篇非虚构《远去的人》以及
小说集《成人记》等。

在现实题材的书写中，上海持续运用组织化创作手段，
通过整体筹划引导更多作家投入创作。2020、2022年两个
春季的抗疫大行动，上海作协都组织作家克服各种困难，采
写出百余篇报告文学和纪实性的散文，并组织诗人创作鼓
舞人们斗志、抚慰社会心理的千余首新旧体诗歌，结集出版
《同一片屋檐下》等作品。数以百计的作家经过统一安排，
深入到临港新片区等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重点任务的重
点区域和五大新城建设等热点领域，体验生活，采访采风，
进行纪实创作，推出《遇见新江南》等作品。近期，长篇纪实
作品《手抄杨树浦》将问世，它以总书记提出“人民城市人民
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杨浦滨江为基点，描绘上海践行“人
民城市”重要理念、打通黄浦江滨江岸线的生动画卷。而列

入中国作协重点扶持计划、叙写中国民航百年发展历程的
《中国之翼》业已推出。

传承文脉，助力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
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将这项
工作的意义，提高到了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家国情怀的高度。
总书记的指示，为上海文学界发挥自身文学资源富集、文学人
才汇聚优势，在持续推动创作、催生精品力作的同时，用文学
服务社会、延续城市文脉、助力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提供了
更为强劲的动力。

2017年春，作为推动中华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的重要举措，上海启动“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文
艺创作和教育传播工程。上海作协在承担前期资料收集研
究、文本规范整理的基础上，受领了创作中华创世神话新史诗
的任务。根据精心筹划，近20位诗人分别投入新、旧体诗两
个版本的创作，一年后完成。《“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
新史诗》用叙事为主、抒情为辅的诗体语言，完整地讲述了从
混沌开辟到大禹治水33个神话故事，展现了中华民族敢于抗
争、创造的伟大精神。新史诗的创作成为用文学践行“双创”
的成功案例。

2014年初，上海创设“思南读书会”，成为传承城市文脉、
文学服务社会的重要平台。以推广文学阅读为主的这一读
书会，由上海作协负责内容策划和日常运作，迄今已举办了
逾400场活动，邀请到包括5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内的
超过1500位中外名家，以对话、讲演等形式，纵论文学、推荐
精品、推广阅读，吸引近5万位文学爱好者到现场聆听。“思
南读书会”被誉为上海的“文化名片”“文学会客厅”，正在成
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学活动品牌，它的模式也在上海被不
断复制。

借鉴“思南读书会”的举办经验，上海把广泛开展文学社
会服务作为文学工作的拓展方向，每年有数以百计的作家和
文学工作者，深入到全市各个文化空间和单位、社区、学校等，
举办各种形式的文学讲座、阅读辅导、写作指导，并开始形成
机制化的服务模式。上海作协管理运行的文化场所，在文学
服务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其中，2011年对外开放的巴金故
居，接待参访者逐年大幅提升，至2019年，全年参观人数达到
27万，最高日接待量达到7000人，成为上海最为热门的文学
场所和网红打卡地。

上海创办的国际文学周、国际诗歌节等文学节庆，也成为
对内提供文学服务、进行文学普及和对外开展文学交流、展示
国际文化大都市风范的重要平台，成为上海诸多文化品牌的
一部分。这些年度举办的节庆，除举行专业性的项目内容外，
主要内容均面向社会甚至深入基层社区开展，让广大文学爱
好者近距离踏入文学殿堂。上海还紧跟文学发展的潮流，不
断积累在网络文学领域的先行优势，创办网络文学周、网络文
学评选等活动。除迎接建党百年的“百年百部”评选外，2018
年上海作协还与多方合作，举办了中国网络文学20年20部评
选，评出的20部网络文学作品中，既有《间客》等热门小说，也
包括现实题材的佳作《大江东去》等。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非凡十年

多年来，中国金融作家协会在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下，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并转化为行动指南。

以红色金融文化教育为切入点，增强金融
作家队伍的凝聚力

红色金融文化伴随党的事业一路走来，文化已经成为引
领金融人不断奋进的不竭动力。近年来，金融作协在金融文
化研究和金融文化宣传活动中，做了诸多积极有益的探索，激
发了金融作家和金融文学爱好者的创作热情。尤其是在当前
如此重大、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如何讲述中国金融故事，发出
富于影响力和感染力的中国声音，创作出可以传诸后世的精
品力作，是当代中国金融作家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当代中国
金融作家的光荣职责所在。金融行业拥有从业人员近千万
人，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把文化建设作为
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系
列重要讲话，更为金融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金融文学创
作不仅是中国文学百花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提升我
国金融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近年来，金融作协制定了工作的总体思路。首先坚持“一
条主线”，即以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提出的建设文化强国以及
中国作协和中国金融文联提出的繁荣文学创作各项要求为主
线，坚持正确的文学创作方向，积极组织金融作家开展文学创
作。其次坚持“两个结合”，即坚持文学创作提高和普及相结
合，坚持传统媒体创作和网络媒体创作相结合。第三是发挥

“三个作用”，即充分发挥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的引导作用、联络
作用和服务作用。努力实现“七个目标”，即推出一批有分量
的文学作品，建设成一支充满活力的金融作家队伍，建立金融
文学理论体系，办好金融文学期刊和网络园地，形成一个金融

文学与社会文学界联络与交流渠道，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文
学评价、奖励、培训和推介机制，建成金融文学商业化运作平
台。虽然金融作协起步较晚，但有后发优势，我们有千万金融
员工为后盾，拥有广大金融员工的支持和火热的金融生活基
础，我们有金融特色的创作题材优势。几位中国金融作协会
员先后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
文学奖等，这扩大了金融作家的影响力。我们还有组织的优
势，其中最为核心的是我们在中国金融文联的领导支持下，在
金融界各总行会、司的重视和支持下，逐渐形成文化共识，这
成为金融员工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积极组织作家参加中国作协各项活动，
增强金融作家队伍的战斗力

1、成功推荐20多名会员加入中国作协，提振中国金融作
协知名度。近年来，我们充分发挥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的组织、
发动、协调、凝聚和服务作用，积极为广大金融作家、作者创造
和搭建良好的平台和渠道，成功推荐了20多名金融作协会员
成为中国作协会员，发展壮大了金融作家队伍，提高了金融作
协的知名度。

2、成功推荐16名会员参加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习，提升
了金融作家队伍的创作水平。近年来，我们与鲁迅文学院多
次沟通联系，首次成功推荐金融作协理事王炜炜参加了鲁院
的高研班学习，同时也为金融作家今后在鲁院学习培训创造
了良好开端。金融作协相继成功推荐16名金融作协会员参
加鲁院学习，为培养金融作家奠定了基础。

3、推荐金融作协会员的作品参加鲁迅文学奖评奖，展示
金融作家的实力。金融作协组织全体金融作家积极参与中国
作协的各项活动，通过广泛宣传激发全体金融作家积极投身
中国文学和文化事业的热情。根据评选要求，在全国金融界

发动和推荐金融作家积极参加鲁迅文学奖的报名和评选活
动，组织推荐了7名作家的7部作品参与评选。组织金融作家
申报“定点深入生活项目”，经过认真评选，最终推荐4名作家
参评，有一名作家的作品入选。此外还组织推荐4名作家申
报“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通过参与中国作协的各项活
动，增加了金融作家学习的机会，也充分展示了金融作家的创
作实力。

4、深入生活，加强交流，增强金融文学的社会影响力。金
融作协根据中国作协的要求，先后委派金融作协的同志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反映金融系统精准扶贫、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长篇小说《天是爹来地是娘》等作品。推荐广西金融
作协和湖北金融作协参加“中国一日·中国作家在行动”项目，
金融作家深入工矿企业，通过作家的笔记录和讴歌新时代中
国企业的新作为、新贡献，增强了金融文学的社会影响力。

组织开展中国金融文学奖和新作奖，激发
金融文学创作活力

为繁荣中国金融文学事业，推动中国金融事业健康发展，
引领金融作家讲好中国金融故事，以优秀的故事打动人，以优
异的作品影响人，今年，我们启动了第四届中国金融文学奖和
第三届金融文学奖的征集评选活动。

中国金融文学评奖已经举办过三届，金融文学新作奖举
办过两届，奖项评选活动范围广、层次高、影响大，先后有112人、
共124篇（部、首）获得奖项。评奖后通报全国金融系统，组织
召开颁奖仪式，并邀请中国作协领导和知名作家、评论家出席
活动。新华社、《光明日报》、《文艺报》、《金融时报》等多家媒
体进行了宣传报道，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扩大了金融文学在
社会各界的影响力。

此外，还围绕“庆祝建党100周年”“喜迎二十大”等重大

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征文、诵读活动，协助金融工会、金融文
联开展各种文学作品宣传评选活动，丰富金融员工的文化生
活，壮大金融文学事业。

出版发行《当代金融文学精选》丛书，全面
反映中国金融文学创作成果

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作协和中国文联的工作部署，
经中国金融工会和中国金融文联批准，由中国金融作协、湖南
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当代金融文学精选丛书》。这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中国金融人全面展示金融文学丰硕成果的第一
部大型丛书，体量极大，共八大类12卷，总计450万字。丛书
精选精品力作，秉承“金融人写、写金融人”的金融文学特质，
展示了波澜壮阔的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成就，讴歌了金融人
的理想情怀。这套丛书的出版发行，在中国金融事业和金融
文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以文学志愿服务活动为抓手，引领全体金
融作家记录新时代、讴歌新征程

文学志愿服务工作是近期中国作协的一项重点工作。金
融作协积极响应中国作协的号召，利用金融服务人民、贴近民
生的特点，号召金融作家和广大文学爱好者深入网点一线，以
丰富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形式，将文学送入千家万户，将金融
文化传播到人民心中。各级金融作家协会已经积极行动起
来，以文学讲座、文学研讨会、作品分享会、读书会等形式，宣
传金融文学，传播红色文化，以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激励
全体金融人记录新时代、讴歌新征程，让更多的金融故事传播
到千家万户，让更多的中国精神激荡心灵，为中国金融事业做
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用文学记录和讴歌中国的金融事业
□本报记者 王曦月 通讯员 朱 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