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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桂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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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出版，一个可亲、可爱、

可敬的侯绍裘烈士形象，赫然从历史上

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来到了读者面

前。记者日前来到区委党史研究室，了

解编纂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史海拾遗
2022 年初，区委党史研究室经历

了一次“搬家”。借此机会，党史研究

室对所藏的史料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电

子化。在梳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

了许多前人在研究侯绍裘烈士时留存

的资料。

作为写入党史和国史的先烈，松江

很早之前便开始了对侯绍裘的研究。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松江县委党史研

究室出版了《侯绍裘纪念集》《侯绍裘文

集》两本介绍侯绍裘烈士的图书。遗憾

的是，受篇幅所限，筹备过程中的很多

资料最终没有用上，尘封在了浩如烟海

的资料里。

为什么不重新撰写一本全方位展

示烈士生平的图书呢？大家心中生出

了这个想法。恰逢 2023年是侯绍裘烈

士入党 100周年，编委会成员一致决定

以此作为切入点，从全新的角度解读松

江第一位共产党员侯绍裘短暂却又无

比光辉的一生。

虽说有了方向，但书籍的编纂工作

并不轻松，甚至“有些困难”。由于书籍

特性，资料的搜集工作尤为重要，但很

多资料现已零星分散至各地，难以获

取；一些原始手写文稿在岁月的摧残

下，难以辨认。“为了让新书的内容有史

可依，我们做了大量史料补充、比照和

核查工作，寻找史料和史料间的勾连，

以求文字和事实的准确性，使新书更有

学术含金量。”本书执行主编张洁介绍。

重大发现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编委会成员不

懈努力下，终于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张

洁透露了这段难忘的回忆：“当时我正

在看一张 1924 年 7 月的《松江评论》报

纸的影印版，上面有一篇侯绍裘署名文

章《告国民党从前的旧党员》，里面出现

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也就是这一

段话，最终确认了早在 1912-1913 年

间，侯绍裘就曾加入由同盟会改组而来

的国民党，而以往史料均只记载 1922
年、1923年侯绍裘两次加入国民党的经

历。”张洁表示，尽管目前这是孤证，但

因为是烈士亲笔所写，因而可信度极

高，这个发现无疑对研究烈士早期革命

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

本书编辑靳美艳则回忆，在整理资

料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篇《侯绍裘与我》

的回忆文章，由于信纸已经泛黄，并且

字迹相当潦草，作者的名字依稀能看出

第一个字是“黄”，“当时找了所有同事，

最终只能确认此人姓黄，剩下的两个字

实在辨认不清”。好在最终在资料的蛛

丝马迹中发现了线索。

“先是注意到文中有这样的描述：

1924年，黄在去松江之前，碰到原上海

地委书记张秋人，张对他说，到松江

后，松江便有 3 名党员，可成立一个支

部。但到松江后，侯绍裘回复黄，另一

名党员在章练塘，路途遥远，船舶不

通。无法建立党组织。在翻阅《中国

共产党上海市松江县组织史资料》时

发现了相似的描述，并明确指出，派黄

正厂（同‘庵’）去松江与侯绍裘联系，

准备建立党组织。因此，初步断定黄

正厂应该是本文作者。后来，在进一

步整理资料时发现，黄正厂又名黄旭

初、黄震汉。通过字迹比对，确定信纸

上作者名字是黄旭初。”靳美艳笑着

说，“整个过程和破案差不多”。

精益求精
除了对史实进行了近乎苛刻的核

对，在内容上，《走近侯绍裘》也推陈出

新，加入了许多全新内容。例如，编纂

人员通过“侯绍裘”“入党”等关键词，在

各类网站搜索大量侯绍裘推荐其他人

员加入国共两党的信息；同时，通过核

实权威史料，加入侯绍裘生平年表。在

图片方面，首次收录了侯绍裘与其同

乡、同窗兼好友赵祖康的珍贵合照。此

外，新书还新增了各时期同学、各条线

战友、子孙辈等多角度怀念文章，令内

容更加完善丰富。

2023年 2月，新书终于进入出版前

的“三审三校”环节。出版社提出意见

后，编委会成员又对书的结构、文字、篇

目、排序等进行了大量删改，7月，样貌

完整的《走近侯绍裘》终于呈现在世人

面前。

穿越百年风雨，新书封面上的侯绍

裘烈士眼神坚定，目光如炬。据悉，这

张照片是侯绍裘妹妹侯佩莹保存的翻

拍照片，原片摄于 1925年，挂于松江老

宅中，后老宅因战火被毁。2021年，侯

佩莹外孙女莹洁把这张珍贵照片的电

子版赠给了区委党史研究室，在现存为

数不多的侯绍裘烈士照片里，这张照片

因格外能体现烈士的精神风采，最终被

选为新书封面照。

“作为编者，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

尽可能还原一个有情有爱、可亲可敬的

烈士形象，让读者真正‘走近侯绍裘’。”

张洁动情地表示。

本报讯（记者 桂可欣 通讯员 牛立

超） 松江区影视数字产业与编剧学专题研

讨会日前在陆军戏剧教育馆举办，政产学研

多方齐聚，共同探讨影视数字产业与编剧学

的跨界合作，为上海科技影都发展想法子、

找路子。

据介绍，数字浪潮现已渗透到电影全产

业链环节，重塑着电影的发展脉络，也给观

众带来全新的视听体验。但一部优秀的影

视作品，仍离不开其内容为王的核心，如何

在积极投身数字化的同时，不忘打磨内容，

塑造影视精品，顺理成章成了诸多影视从业

人员需要考虑的问题。

近年来，依托“影视之都”与“戏剧之乡”

建设，松江活跃着一批优秀青年，他们中不

乏影视创作前沿的优秀中青年编剧，其作品

也多聚焦于上海故事、松江元素。“我们正通

过‘筑梦计划’，开展系列活动，搭建有效平

台，帮助他们成长成才、施展抱负。”松江团

区委副书记朱佳乐表示。

会上，中国电影基金会影视数字产业发

展专项基金主任总监李焯晰介绍了基金会

的工作运行机制以及参与上海科技影都建

设的举措。据悉，中国电影基金会影视数字

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已正式落地上海科技影

都，将为上海科技影都影视文化产业高端资

源的全方位聚集赋能。

中国电影家协会民族电影工作委员

会秘书长孙强表示，技术是手段，内容才

是根本，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不能浮于

震撼视听的光影效果，更要有情感、有底

蕴、有文化内涵的故事场景，才能真正戳

中人们的内心深处，产生情感的共鸣和文

化认同。

因为一部剧，带火一座城，“影视+旅

游”的结合正在成为文旅融合的新赛道。研

讨会上，落户松江的海孤独旅图影旅融合文

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牛牧青介绍了公司

在影旅融合方面打造的成功案例，分享来自

行业一线的经验。

“优秀中青年编剧要发挥专业所长，

以内容生产为切入点，助力‘影视之都’建

设，这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上海戏剧学院

学术委员会主任、人文松江创作研究院院

长陆军教授介绍，依托多个国家、市与区

的建设平台，目前已有十余个项目在推

进，“我们热切欢迎来自影视行业的专业

人士参与到项目中，共推中国编剧学发

展，共植上海之根文脉，共谋松江‘戏剧之

乡’未来。”

据悉，近年来，人文松江创作研究院动

作频频，在上海各区中率先成立影视艺术家

协会，发起组织“上海根元素原创影视故事”

征集评选活动，举办全国中青年影视编剧创

作研讨会，助推上海首家文旅融合汽车影院

辰山汽车影院，策划创作 30 集电视连续剧

《G60青春公寓》，组织编写《上海科技影都

发展简史》等。通过开展一系列卓有成效的

活动，为上海科技影都建设厚基础、补短板、

提能力、促成长。

本报讯（记 者 桂 可 欣 摄 报）

2023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于

8 月 16 日至 22 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

办，期间，松江区各大公共文化场所推

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积极营造“全

民阅读、书香满城”的浓厚阅读氛围。

据了解，除了主会场活动外，本次

书展还重点打造了“一区一特色”分会

场，形成“主场与分会场联动、线上与

线下同步”的立体书展模式。松江分

会场活动丰富，云间会堂文化艺术中

心开展“2023年松江区‘书香之域’全

民读书奖励计划”活动、“书里的世界”

创意立体书制作活动等，各街镇也为

读者准备了一系列书展周活动。

8 月 15 日下午，记者在新华书店

平高世贸店看到，印有购票信息的上

海书展易拉宝被放置在门口显眼位

置，方便读者扫码购票。为方便老年

读者购票，书展主办方在全市各区相

关实体书店，设置了线下购票点，安排

工作人员协助老年读者购票。“我们从

8 月 13 日开始提供购票服务，这两天

陆续有老年人过来购票。”据工作人员

介绍，为应对书展，书店正加紧清点库

存，整理新书，尽量与上海书展新发、

首发书籍保持同步。

本报讯（记者 桂可

欣 实习生 丁小翔）“吉

他·及她——国际演奏家

苏萌古典吉他影音展”日

前在上海云堡未来市艺

术 文 创 园 区 拉 开 帷 幕 。

展览以多元的艺术手法，

为观众呈现古典吉他的

悠久和浪漫。据了解，这

是国内首个吉他沉浸式

音乐展。展览将持续至 9
月 10日。

苏萌，这个名字在古

典吉他界如雷贯耳。她在

18 岁便成为获得欧、亚、

美三大洲顶尖吉他赛事

“大满贯”的首位中国人，

她还是西方顶尖音乐学院

第一位亚裔吉他教师。

本次展览是苏萌从音

乐家转向艺术家的首站，

作为上海艺术百代美术馆

国际驻留艺术家的一次全

新探索，主题“吉他·及她”

既意味对古典吉他千年历

史的回眸，也意味着演奏

家内心世界的流露。据介

绍，展览分为“我儿时的

梦”“苏萌和她的朋友们”

“时空无界”“漫谈古典吉

他”四个篇章，追寻古典吉

他脉络，连接起苏萌个人

成长经历和音乐之路。

其中，“我儿时的梦”

部分以艺术家自述的方

式，结合图文、实物装置、

视频影音等多种展陈方

式，讲述苏萌从 5 岁到 35
岁的音乐之旅；“漫谈古典

吉他”则全方位介绍了古

典吉他的前世今生，观众

通过影音作品的沉浸体验，不仅可以一赏古典

吉他家族的魅力，还能目睹一把吉他诞生的全

过程。“苏萌和她的朋友们”则包括了音乐教授

对古典吉他的讲解等内容。

“时空无界”是展览的重头戏，苏萌联合多

名国际优秀音乐人，历时两年创作的全新音乐

作品《时空无界》的演奏视频在展览上首演。

展览尾声，一幅未完成的巨型五线谱格

外显眼。原来，这是苏萌和策展团队为观众

准备的惊喜。观众可以在这里随机填写一个

音符，待展览结束后，艺术家将根据这些音符

进行编曲与诠释，真正做到让观众成为作品

的一部分。

在展览现场，还有一处充满故事性的“音乐

会客厅”，可供观众沉浸式感受艺术家创作的工

作环境。

此外，展览期间，苏萌和她的艺术家朋友们

还将“声”临现场，用音乐演奏和舞蹈表演，为观

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本报讯（记 者

桂可欣） 第十六届

上海国际青少年钢

琴大赛近日在松江

落幕。本次比赛共

吸引了全国的3万余

名选手报名。经半

年层层挑选，1596名

选手入围全国总决

赛，创下历年参赛选

手数量之最。最终，

来自四川赛区的罗

崇瑞和来自湖南赛

区的张骏臣分获专

业院校组和非专业

院校组的年度评委

会大奖。

上青赛不仅仅

是一场比赛，有人曾

评价它为“一场音乐

盛会”。据悉，除各

项常规比赛安排外，

本届上青赛组委会

还安排了第三届中

国钢琴教育师资培

训班和 32 堂大师公

开课，供参赛选手和

钢琴老师们现场学

习交流、切磋技艺。

授课导师则包括储

望华、唐哲、卞萌等

业内享有盛誉的大

师。开幕音乐会更

是邀请了世界级著

名钢琴家沃尔夫冈·

曼兹教授现场为大

家带来音乐盛宴。

值得一提的是，为鼓励教学成果突

出的优秀钢琴教育工作者，本届组委会

决定，凡在五年内有两次或以上指导不

同学生参加上青赛总决赛并获特等奖

第一名的老师，有机会进入上青赛总决

赛评委库，参与评审工作。

来自湖南赛区的基层音乐教师黄

婵通过层层选拔，成为了今年决赛评委

之一。“十分荣幸，感觉自己多年在基层

的工作得到了认可。”黄婵告诉记者，参

与上青赛评审，跟其他名师一起学习交

流，有利于提高教学水平，好处多多。

而谈到上青赛对琴童的帮助，黄

婵不无感慨。“上青赛是一个极佳的展

示平台。”她表示，自己的很多学生在

省级比赛中已经能够游刃有余，但来

到上海，面对多位重量级评委和其他

优秀参赛选手，他们感受到前所未有

的压力，面对全新挑战，这对于琴艺的

提高大有裨益。

据悉，今年组委会还特地设立了以

已故前上青赛评委会主席、中国钢琴界

泰斗朱雅芬教授命名的“朱雅芬伯乐

奖”，以表彰优秀钢琴教育工作者。与

此同时，今年 6月，上青赛创始人、组委

会主任陆海军还赴红色老区瑞金调研

参赛选手家庭，组织有志于老区助学帮

扶的家庭结对帮扶。

史海拾遗匠心独具 精益求精臻于至善
——《走近侯绍裘》编纂侧记

2023上海书展开幕 松江分会场活动丰富

共赴书香之约 共建书香之域

多方探讨跨界合作 助力影视之都建设

松江影视数字产业与编剧学专题研讨会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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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萌在开幕式现场弹奏古典吉他。

记者 桂可欣 摄

读者在新华书店平高世贸店选购图书读者在新华书店平高世贸店选购图书。。

《《走近侯绍裘走近侯绍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