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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遗产活化利用
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是近

年上海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
要内容。杨浦灰仓原本是杨树
浦发电厂一个粉煤灰的储灰罐，
现在也改造成了“灰仓艺术空
间”。而就在2024年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到来之际，一场名为“另
一种光亮”的中法零碳音乐会在
此举行。存放煤灰的灰仓原本
是“重碳之地”，现在却成为了零
碳音乐会的举办地，其中巨变令
人感慨。

杨浦灰仓由三个储灰罐组
成。经过高科技现代化的改造，
这里成为了一个体积硕大的艺
术空间，是杨浦滨江的文化新地
标。这次“另一种光亮”中法零
碳音乐会，是中法建交 60 周年
之际举办的一个重要文化活
动。此次音乐会汇集了知名作
曲家、歌唱家李泉，国家二级演
员、第 25 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
演艺术奖新人主角奖、90 后昆
曲艺术家张冉，以及法国吉普赛
风格爵士乐团Artemi等知名演
员和乐队。

之所以叫“零碳音乐会”，就
是因为本次音乐会全程以清洁
能源形式供电。活动利用灰仓
现有光伏和储能系统，以清洁能
源发电和储能装置，为音乐会提
供电力，让杨树浦发电厂这座百
年工业遗产重焕新生，亮起清
洁、绿色的另一种光亮。为进一
步巩固上海杨浦生活秀带国家
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的经验成

果，本次活动结合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融合了工业遗产活化利用
的理念，带领现场观众在音乐中
邂逅艺术环保的“另一种”生活。

让非遗走进生活
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

之际，昨天美兰湖畔迎来了第十
七届罗店龙船文化节。作为端
午节的传统活动，罗店龙船文化
节承载着400余年的历史。“端午
节（罗店划龙船习俗）”被列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名录。

本届罗店龙船文化节秉承
传统性、民俗性、民间性、艺术性
和地域性，延续传统文化与潮体
赛事的深度融合，旨在打造文化
自信自强的“上海样本”。龙船
文化节分为“龙·船行街”“龙·舟
竞渡”“龙·趣潮赛”“龙·舞江南”

“粽情·集市”“粽情·雅韵”六大
板块。将划龙船习俗与舞蹈、包
粽子、龙舟比赛等结合起来，形
成了一个立体多元的端午文化
大餐。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
罗店的龙船文化已经有400多年
历史，是真正意义上的非遗，但
非遗不应该只是束之高阁的文
化，而应该更好地与当代生活相
结合。现在，他们通过举办龙船
文化节，对生活中的非遗进行梳
理和展示，让非遗在今天依然具
有强大的生命力。

罗店古镇与美兰湖的故事
交相辉映，共同绘制出百年罗店
丰富多彩的民俗画卷。美兰湖

畔大隐书局举办《金龙船》“非遗
绘本阅读+”分享会、《金龙船》非
遗绘本亲子故事会等活动。

“考古中国”成果丰硕
2024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主会场这次设在青浦区博物
馆。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昨
天发布了近年上海考古的一些
新成就。

陈杰表示，上海的考古工
作始于 1935 年，经过上海考古
界近 90 年的不懈努力，发现了
崧泽遗址、福泉山遗址、广富林
遗址、马桥遗址、青龙镇遗址、

“长江口二号”古船等丰富的文
化遗存，确立了崧泽文化、马桥
文化、广富林文化等三个以上
海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这
一系列重要考古成果把上海历
史推前至距今 6000 年前，厘清
了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为探
索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提供了
重要材料。

陈杰围绕近年来福泉山遗
址、柘林遗址、青龙镇遗址、长江
口二号古船、华亭海塘（奉贤段）
等考古工作情况作了重点成果
发布，用考古实证突出展现了上
海在长三角一体化乃至中华文
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演进中的
重要意义。一处处文化遗存串
联起上海古代文明发生、发展的
轨迹，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了坚
实有力的支撑。

昨天主会场活动还发布了
上海市首批“最上海”文物主题
游径，按照不同主题串联起区域

内文物建筑、知名景点、非遗体
验等。

传统手工艺也可以很“潮”
“钩针”艺术是广东潮州地

区的著名非遗，其工艺之繁复，
纹样之多变，让很多人叹为观
止。现在这门技艺来到了上
海。“钩针也可以很’潮’——当
传统手工艺遇到潮流艺术”展今
在思南书局揭幕。上海读者有
望与潮州的“钩针女团”近距离
互动交流。

潮州手工钩花，又称“通
花”，是潮汕地区独具特色的抽
纱工艺之一，使用钩针和纱线进
行精巧的编织。据《汕头市志》
记载，通花原名哥罗纱，发源于
爱尔兰。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传入潮汕地区，1966年改称
为通花。此次展览不仅是艺术
作品的展示，更是文化与情感的
传递，旨在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
活力和现代感。

艺术家黄嘉榆也是目前网
上很火的“钩花女王”（网名叫

“芭娜娜”）。作为一位传统潮汕
通花手工艺术家，擅长利用现代
设计语言为家乡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注入灵动的生命力。她借
助大胆的配色和别致的造型，将
无形的思绪钩织成有形的可穿
搭艺术。在她还联合潮州本地
的钩花高手组成了一个“钩针女
团”，此次展览的展品都是这个

“钩针女团”的代表作。
展览将持续至2024年7月7

日，免费对公众开放。

上海歌舞团舞剧《李清照》

向世界展示
宋代文化之美

本报讯 记者 冷梅 6 月 7
日至10日，值端午佳节之际，上
海歌舞团全力策划打造的“新国
风”舞剧作品《李清照》在上海国
际舞蹈中心剧场开启预演。

舞剧《李清照》由上海市委宣
传部委约，上海歌舞团有限公司
出品、出演，入选了2024年度国
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文旅部
2024年新创剧目重点选题、上海
文化发展基金会市重大文艺创作
资助项目、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发
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在创新传承和传播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路途上，上海歌舞团
与“一代词宗”李清照结下了不解
之缘。作为宋代著名的女词人，
李清照以其卓越的文学成就和深
远的历史影响，赢得了历代文人
的高度赞誉。李清照凭借她卓越
的文人风骨，坚持自信自立、胸怀
天下，以诗词抒发爱国之情，展现
出豪迈的气概。

宋代是中国古典美学发展的
重要时期，其审美追求简洁、纯
净，强调圆融、对称、素雅和质感
的纯粹。李清照的生平中，曾在
江南度过了一段时光，并与当地
的文人墨客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
互动。她的作品中常以江南的景
物为背景，描绘了江南的自然美
景和词人的情感体验。上海，作
为江南地区的代表性城市之一，
在《李清照》舞剧中，主创们致力
于充分展现宋代生活文化的美学
韵味和江南文化的独特魅力。

舞台设计深刻汲取宋代美学
的精髓，并巧妙融合江南文化的诗
性美感，展现出独特的气质。主
创们精心运用留白技巧，为舞台留
下宽广的空间，赋予舞蹈演员更多
表达的余地，给予观众无限的遐
想空间。舞剧《李清照》不仅生动
再现了宋代的日常风貌，更深刻
地体现了宋代文化的美学特质和
中国古典文化的深厚审美情趣。

历经两年的精心打磨，上海
歌舞团全新的原创舞剧《李清照》
已于6月7日迎来预演，整剧以非
凡的艺术魅力和深邃的文化内
涵，加以上海歌舞团优秀青年舞
蹈演员团队的精湛演绎，预演场
次已经收获了现场观众热烈的反
响和一致好评。

6 月 8 日是 2024
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上海昨天集中举
行的系列活动，呈现
了文化遗产、自然遗
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年保护和传承的新
成果。工业遗址进一
步活化利用，国家级
非遗重新焕发生命
力，而遗址考古也取得
重大突破。

青年报记者 郦亮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摄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上海启动多项活动等你来打卡

探寻城市之源 让非遗“潮”起来

罗店龙船文化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