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人文松江
2023年8月3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陈燕 美术编辑：沈兰 电话：021-37687015 E-mail:shsjbs@163.com

本报讯（记者 桂可欣 实习生 沈婷婷）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由市委党史研究室

和区委组织部指导、区委党史研究室编辑的新

书《走近侯绍裘》首发仪式近日在云间会堂文

化艺术中心举办。新书 51万字的篇幅浓缩了

60条烈士自述及86篇各类回忆、纪念、研究性

文章，为读者勾勒了侯绍裘烈士短暂却又无比

光辉的一生。

据悉，《走近侯绍裘》项目于 2022 年初启

动，今年 7月正式出版。全书分“求索”“抉择”

“牺牲”“纪念”“附录”5 个篇目，其中，“求索”

“抉择”“牺牲”以时间为轴，分阶段展现烈士

的革命生涯和人生经历；“纪念”收录了同学、

同事、战友、亲友对侯绍裘烈士的追思和怀念

文章；“附录”除收录研究性文章、烈士生平年

表外，特别增设解读重要背景、人物、事件等

的“关键词索引”，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侯绍

裘烈士。

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爱云表示，本

书全面整理了侯绍裘烈士的生平事迹，真正做

到了让历史可视、可听、可亲、可感。“侯绍裘烈

士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伟大建党精神，他身上

的大德、公德、私德，值得我们一代一代人传承

学习。”她说。

“侯绍裘烈士是松江第一名共产党员，也

是载入党史国史的重要人物。”区委党史研究

室主任朱慰军表示，今年恰逢侯绍裘烈士入党

100周年，选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宣

扬侯绍裘烈士精神，既是对烈士的深切缅怀和

纪念，也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弘扬

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用好红色资源”的具体实践。

发布仪式上，侯绍裘烈士家属代表发表了

感言。“‘一个人不是为了一己而生，是为了社

会，人类而生’，这是祖父为中华崛起、民族振

兴许下的铮铮誓言。”侯绍裘烈士孙子侯进在

视频中表示，祖父身上的中国革命精神应当经

久不衰。侯绍裘烈士曾孙侯昊翔来到现场，向

推动新书顺利出版的相关单位致谢，他同样希

望这份红色基因可以发扬光大。

本报讯（记者 桂可欣）松江市民在家门口就能看

到国际魔术艺术最高荣誉“梅林奖”得主的表演了。明

晚，西班牙世界级魔术大师Lipan将携精彩幻术秀《别眨

眼》登陆云间剧院，为观众上演一场惊险刺激的好戏。

正如演出名称，本次 Lipan 要挑战的是惊险刺激

的逃脱魔术。他将在现场邀请观众，把自己锁入一

个箱子内，再用一台吊车把箱子吊在空中。此时，助

手则会点燃连接吊车的绳子，若不及时逃脱，魔术师

便会面临生命危险。而当所有观众的注意力都集中

在箱子上时，绳子突然断裂，箱子瞬间散落。魔术师

的魔术是否成功，他又能藏在哪里，一切谜团等待现

场揭晓。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表达对中国的喜爱，魔术师还

会为观众奉上中国环魔术。

据介绍，作为家族第六代演员和第三代魔术师，

Lipan自四岁起便跟随父亲登台演出，从那之后从未离

开舞台。现在，他的巡演足迹已遍布世界 50 多个国

家，超过 300座城市。Lipan的演出多将声光电与舞蹈

戏剧效果融为一体，让人在奇幻的氛围中感受魔术的

魅力。

感兴趣的市民可在微信公众号“云间剧院”订票，也

可以拨打票务热线021-37781199（9：00-19：30）咨询。

本报讯（记者 桂可欣） 古有云间诗派，今有华

亭诗社。由区人文松江活动中心主办，区华亭诗

社、区朗诵艺术沙龙共同协办的《华亭诗选（2015-
2023）》新书分享会近日在云间书房举办。诗坛大

咖齐聚松江，共赴诗歌盛会。

据介绍，华亭诗社成立于 2008 年，由著名诗

人贺敬之题写社名。历经多年发展，诗社已经成

为上海乃至长三角地区重要的诗歌团体之一，获

多家主流媒体报道。新书共计收录了华亭诗社

41 名核心成员的 200 多首作品。诗人们怀揣着对

时代的热爱，以大美云间接地创作为契机，抒写

了诸多精品力作，为松江“书香之域”建设添砖加

瓦。诗社第二任社长、诗人徐俊国为本书撰写

了题为《梦游与散步——华亭诗歌群落研究》的

长篇后记，深度解读了华亭诗歌的发展轨迹和

诗学风貌。

分享会上，上海市作家协会诗歌专业委员会

主任、《新民晚报》社总编辑缪克构和区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驻会副主席陆春彪为新书首发仪式揭

幕。陆春彪在贺辞中表示，希望诗人们能够继

续写出有温度的诗歌，为松江的人文建设做出

新的贡献。

“拿到这本书，我很吃惊，因为这是 41 位诗

人的心灵入口，这个入口包含很多，譬如世界、

自然、生活、人生和个人内心的深渊，以及挖掘

朦胧地带带来的新异感。”上海市作家协会诗歌

专业委员会理事、《上海诗人》常务副主编孙思

对新书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依次对每位诗人的

作品进行了点评。此外，她还和《上海诗人》副

主编杨绣丽一起表达了对于华亭诗人们把松江

打造成“上海诗歌重镇”的期许。“希望华亭诗社

这艘方舟，能行驶到更远的渡口，有更灿烂的未

来。”杨绣丽说。

在华亭诗社现任社长漫尘看来，新书的亮相

是对诗社过去近十年的回望与总结，也是一次深

度的探索和展望，“自诗社成立以来，诗人们潜心

打磨，创作与发表均呈现井喷状态。本册诗选的

作品经过精心挑选，表现了诗人们精神气质、生存

状态与诗学面貌的提升和转变，以此来接受读者

和时间的考验。”

现场，松江区人文松江活动中心主任彭烨峰为

华亭诗社颁发收藏证书。漫尘将《华亭诗选（2015-
2023）》新书赠送给松江区图书馆。诗社社员们分

享了与诗社的情感渊源，诗歌爱好者和三新学校的

学生们朗读了诗人们的作品。

《华亭诗选（2015-2023）》新书分享会举办

打造“诗歌重镇”建设“书香之域”

作为松江又一处地标建筑，松江区工人文化宫以“陶碗”为主体外形，形成与广富林文化遗址遥相呼应的视觉效果，是丰富职工文化生活的重要

阵地。 记者 高雨 摄

本报讯（记者 桂可欣 实习生 沈婷婷）“昭明：

山西博物院藏铜镜展”日前在松江区博物馆亮相，这

也是本展览首次走出山西，向外省观众完整呈现。展

览共展出 150件铜镜，展品时间跨度从春秋战国一直

延续到明清。据悉，展览将持续至10月15日。

铜镜在我国有悠久历史，从4000年前新石器时代

晚期齐家文化始现，经战国、汉、唐发展高峰，一直沿

用至清代，直至玻璃镜普及，才退出历史舞台。本次

展览以历史脉络为主线，分为“天工开物”“见日之光”

“繁华入镜”“照见生活”四个单元。观众可以从展览

中追溯先秦铜镜的诞生、发展，领略汉代铜镜铸造的

辉煌，也可以通过一面面铜镜，感悟大唐盛世的海纳

百川、包罗万象，体会宋金时期城市的繁荣、市井生活

的丰富多彩。

“铜镜是中国青铜文化中延续最长的一个品类，

承载了很多优秀文化的历史传承。”松江区博物馆副

馆长王效玮介绍，希望借由这个展览，让观众了解不

同时期铜镜的特点，通过镜子背面丰富多彩的纹饰，

看到不同时期的生活画卷和时代风貌。

值得一提的是，为提升观展体验，松江区博物馆

还推陈出新，结合《女史箴图》布置了宋代闺房，将仿

制的铜镜、镜架以及梳妆器具陈设其中，模拟女子梳

妆的场景。观众可进入其中，切身体会宋代闺房布置

的特色。此外，展厅还设置了“铜镜知多少”互动翻转

展示架，想要检测观展收获的观众不妨一试。

本报讯（记者 桂可欣 实习生 沈婷婷）

由区委党史研究室编辑的新书《走近侯绍裘》

近日出版，作为侯绍裘纪念作品，本书相比同

类书籍，呈现出切入角度新、主体内容新、展现

形象新等突出特色。

编纂者告诉记者，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

题教育之年。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区委

党史研究室决定以“走近侯绍裘”为主题，开

启对侯绍裘烈士新一轮大规模、系统化史料

整理与研究宣传，在松江、上海乃至全国范围

内尚属首次。

据介绍，自 2021年项目敲定之初，编纂者

便确定了从“入党100周年”这样一个新的角度

切入，再通过各种途径深度挖掘各类故事，展

现烈士的人生轨迹，而非传统从烈士诞辰周

年、牺牲周年等纪念节点切入。

编纂者以松江县委党史研究室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出版的《侯绍裘纪念集》《侯绍裘文

集》为基础材料，新增了各时期同学、各条线战

友、亲人孙辈等怀念视角，弥补了部分史料的

缺失。其中包含了首次征集到的侯绍裘与其

同乡、同窗挚友赵祖康的同框照片，并增加了

十余条侯绍裘介绍各地人员加入国共两党的

记录等。与此同时，编纂者还在浩如烟海的文

献资料中发现并更正了部分长期以来已成定

论的错误，如侯绍裘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时间

并非1920年，而是1923年。

《走近侯绍裘》将烈士人生划分为三段，

利用烈士自述与亲友回忆相互呼应，当事人

文字与后人研究前后关照等设计，为读者呈

现出了一个更加立体、丰满、有血有肉的烈

士形象。

本报讯（记者 桂可欣 通

讯员 牛立超） 名医守护着千

家万户的健康，为普通大众的

健康负重前行。如何更好地

发扬名医专业优势与人格魅

力，拉近医生与患者之间的距

离，从而有效构建和谐的医患

关系？近日，医患关系题材剧

本创作研讨会在陆军戏剧教

育馆举行，会议计划创作拍摄

百集抖音剧《名医在松江》，以

抖音这一流行的传播媒介为

载体，讲述松江名医故事，传

递松江医院温度，传播松江医

疗声音。

研讨会上，上海市第一人

民医院主任医师、博士生导

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

得者、“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

者黄倩和上海市第一人民医

院介入中心主任、血管外科

（南）主任、“国之名医”荣誉获

得者冯睿两位名医各自介绍

了在专业领域的成绩与贡献，

特别是在行医过程中发生的

温暖故事。这些故事激励着

他们不断精湛技艺，苦心钻

研，努力成为让患者依赖、社

会信赖、同行敬仰的好医生。

两人表示，希望能够有更多的

机会与平台，积极融入“科创、

人文、生态”现代化新松江的

建设中，以自身的专业所长服

务松江百姓，守护一方健康。

“医者仁心，大医精诚。

医务工作人员是生命的守护

神，是救死扶伤的行使者。”上海戏剧学院学术委员

会主任、人文松江创作研究院院长、国家高层次人

才特殊支持计划教学名师获得者陆军教授表示，松

江历史上涌现了韩半池、王宏翰、张近三等一批医

学大家，树立了医者典范，也感召着一代又一代医

务工作者在松江恪尽职守，默默耕耘，令人起敬。

“希望可以借助抖音这一流行媒介，拍摄百集抖音

剧《名医在松江》，集中介绍松江名医的医德医风，

普及医学知识，拉近名医与患者之间的距离，让更

多健康使者得到尊重与认可，从而发挥更大的专业

价值。”陆军说。

据悉，该研讨会是由上海人文松江创作研究

院、上海戏剧学院编剧学研究中心、陆军戏剧教育

馆共同发起的“人文·科创·编剧学”跨界交流研讨

系列活动之一。

本报讯（记者 桂可欣 实习生 沈婷婷） 上海市

萨克斯爱好者协会松江乐团重组揭牌仪式近日在方

松街道社区文化中心举办，乐团发展迎来崭新篇章。

仪式上，乐团成员现场吹奏了数曲，博得全场喝

彩。据悉，上海市萨克斯爱好者协会成立于 2016年，

是上海唯一一家市级萨克斯协会组织，聚集了众多专

业和业余萨克斯高手，目前共有会员270余人。

“由于松江萨克斯乐队多年来的突出表现，我们

于 2019年将其吸纳为上海市萨克斯爱好者协会松江

乐团，现在这个团体的成员有20余位。”上海市萨克斯

爱好者协会会长何树雄介绍，松江乐团是上海市萨克

斯爱好者协会在区级层面的首个分乐团。“相信重组

之后的松江乐团一定会枝繁叶茂，为老年朋友提高文

化素养、互相交流学习提供平台，最终达到‘老有所

乐，老有所安’的状态。”他还表示，今后乐团还会走进

各大社区，让更多人享受悠扬的萨克斯曲。

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松江现有各类群众性

文化团队 1600余支，每年举办一万余次演出，受益群

众达 50万人次。“上海市萨克斯爱好者协会松江乐团

的重组，不仅代表着乐团的精进，也代表着松江区群

众文化艺术水平的不断提升。”该负责人表示，希望乐

团今后能以松江为基地，以社区为阵地，以管乐为媒

介，以服务社区居民群众为初心，多举办一些格调高

雅、技术精良的演出，丰富市民的文艺生活，提升市民

的生活品质。

让英烈故事可视、可听、可亲、可感

《走近侯绍裘》新书首发仪式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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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侯绍裘》新书亮点抢先看

上海市萨克斯爱好者
协会松江乐团重组揭牌

“鉴”中观史 可知兴替

山西博物院藏
铜镜展亮相松江

国际魔术艺术最高荣誉
“梅林奖”得主来松

幻术秀《别眨眼》
明晚登陆云间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