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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坚持举办长三角文博会是有道
理的。长三角地区一直是中国文化产业
实力最雄厚创新活力最旺盛的地区之一。

昨天长三角文博会三省一市联合发
布的《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蓝皮书2024》
《2024年度长三角文旅产业重大项目》等
报告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报告显示，2023
年，长三角地区规上文化企业达 23955
家，营业收入达44384亿元，占全国总量
34.27%。在连续发布十六届的“全国文化
企业30强”中，历届长三角地区文化企业
上榜总数超过全国总量的1/3。

本届长三角文博会展览面积8.1万平
方米，包括一个综合发展板块及两个特色
专题展，汇集了来自全国13个省70个市、
区、县的1300余家参展商。其中，综合发
展板块位于5.2H馆，包含苏浙皖三省、上海
各区、全国其他省市的综合展团、全国重点
文化企业。6.2H馆包含各省市博物院展
区、长三角新质生产力展区、文化生活展区
和文旅产业投资博览会展区。7.2H馆为上
海国际插画艺术节展区。异彩纷呈的文化
产业展项、展商、展位，显示了长三角文化
产业守正创新、厚积薄发的澎湃活力。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北上海地区又多了一个文
化新地标。经过全面提升重构，11月22
日，杨浦区文化馆以“杨浦文化艺术中
心”的面貌焕新归来。这也成为杨浦致
力打造人民城市理念最佳实践地的又一
成果。

记者在现场看到，重新开放的杨浦
文化艺术中心保留了原有文化馆韵味的
同时，融入了海派文化与“四个百年”的
传承，使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完美交融。
其中，蔚然展厅作为静态类书画、美术、
摄影的综合展厅为各类艺术展览提供了
绝佳的展示平台。值此开馆之际，特邀
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策划推出“把新叙
事作为方法”——杨浦文化艺术中心开
馆特展，旨在通过青年艺术的力量，展现
上海文化的多元面貌与包容精神。

杨浦文化艺术中心非遗展示厅今天
也对市民开放。这个空间以“Young+匠”
为主题，匠心呈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
厚底蕴和独特魅力。活动现场开设非遗
市集，设置了敦煌壁画线描技法、玉雕、
麦秆画、瓷器彩绘、立体纸艺、面塑、杨浦
社区布艺画、铅活字拓版印刷技艺、虎头
鞋制作技艺、香囊制作技艺、中式服装盘
扣制作技艺、笔墨宫坊等12个杨浦特色

非遗项目的活态展示。
“星剧场”则是杨浦文化艺术中心最亮

眼的存在。除了昨天的开幕演出之外，接
下来，市民还将在“星剧场”欣赏到歌剧《义
勇军进行曲》、音乐会《春风又绿江南岸》、
话剧《暖光》、杨浦区“百姓艺苑”社区与院
团结对共建成果展演、歌声飞“杨”越唱越

“YOUNG”2024年杨浦区群众歌咏比赛等精
彩演出。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上海民族乐团马晓辉二胡传
奇《斑斓琴韵》国风“新乐潮”专场音乐会，
日前在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精彩上演。
音乐会以国际化的艺术视野和深厚的音
乐功底，传递二胡古老乐器的时尚气质和
斑斓色彩。她说：“这场音乐会可以说是
对我艺术生涯中重要阶段的一次总结，分
享我艺术成长的心路历程，也希望能够让
观众感受到风格迥异的二胡民族管弦乐
队协奏曲的魅力。”

上海民族乐团二胡独奏家马晓辉，长
期致力于二胡音乐的跨界融合，不断拓宽
二胡艺术的表达边界。她的二胡琴声温
暖细腻，形成独树一帜的浪漫气质与艺术
品格。在“以二胡行走世界”的音乐人生
中，马晓辉穿梭于中西方舞台，寻觅来自
世界各地的知音，通过二胡之音传播高于
二胡艺术的中国人文精神与中国文化、海
派艺术，分享“真善美”的正能量。本场音
乐会是马晓辉第一次全场与中国民族管
弦乐队合作演出，由乐团驻团指挥姚申申
执棒。马晓辉说：“我的生命因为二胡而

变得不同凡响，二胡的两根琴弦让我感受
天地自然，让我拥抱东方与西方，在多元
文化中翱翔，在跨界中懂得换位思考和感
恩。我希望为二胡注入四季、注入斑斓，
与大家有所共情共鸣，传递爱与美、和谐
与和平的力量。”

“生活就是艺术，艺术是我们心灵力
量的外化。”返场曲目《万马奔腾》，以磅礴
的气势传递生命自由而永不言弃的力
量。马晓辉说：“无论当下如何，我们的生
命仍要奔腾。每次演奏都追求自我突破、
追求至真至纯的生命表达。”

这场音乐会后，12月20日，顾冠仁琵
琶协奏曲作品音乐会《青春》将在捷豹上
海交响音乐厅精彩上演。著名作曲家、上
海民族乐团终身艺术顾问、前任团长顾冠
仁先生，在民族音乐创作领域具有十分重
要及广泛的影响力，如今年逾八旬的他仍
保持着丰沛的创作活力。音乐会特邀著
名琵琶演奏家吴玉霞、杨靖，携手乐团琵
琶声部首席俞冰、琵琶演奏家李胜男，共
同演绎顾冠仁先生的四部琵琶协奏作品，
新创作的三乐章琵琶协奏曲《青春》也将
迎来首演。

第五届长三角文博会开幕

烟火气中感受文化、美食与艺术

杨浦文化艺术中心焕新亮相

点亮群众文化的“星语心愿”

第五届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11月22日在国家
会展中心（上海）开幕。青年报记者注意到，经过多年培
育，地理相近、文化相通、人脉相连的长三角地区的文化联
系日益紧密，并结出硕果。“我们之间没有丝毫的隔阂感。”
很多展商说。 青年报记者 郦亮

其实近几届长三角文博会都已突破
了长三角地界，将触角伸向了远方。这
次文博会除了长三角三省一市之外，云
南、贵州、青海、内蒙古等省（区）也都积
极参展。

云南应该是最早参加长三角文博会
的域外省份。而每次云南展台最引人关
注的就是那些非遗文创，此次也不例外。
今年云南特色非遗文创展区主要选取以

“金、木、土、石、布”为代表的非遗文创、非
遗美食等多个领域的元素，展现充满特
色、记忆和人文情怀的云南。

记者在现场看到，斑铜、鹤庆银器、剑
川木雕、紫陶制作技艺、腾冲翡翠、彝族刺
绣等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在进行“活态”演
绎传承。有意思的是，很多匠人表示他们

的许多灵感其实都来自于上海。就拿彝
绣来说，很多匠人受邀来上海进行非遗创
新学习。2023年，作为国家级非遗的楚
雄彝绣在上海时装周惊艳“盛放”，越来越
多的非遗文创产业经由沪滇协作发展壮
大，走出云南、走向全国乃至世界。

云南展台的影视产业版块也相当惹
眼。据悉，近年来云南凭借独特的地理自
然人文优势，将自己打造成“天然摄影
棚”，很多优秀影视剧都是在云南取景拍
摄。包括《去有风的地方》《山花烂漫时》
《我本是高山》《你是我的一束光》等热门
影视剧，以及获得第34届金鸡电影节“最
佳纪录片”奖的纪录电影《九零后》和获得
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
的《再见土拨鼠》。

在展会现场，南京的古建筑企业“又
见观朴”花了4天时间在文博会上用完全
的榫卯结构复制了明孝陵的神功圣德碑
亭，相当震撼。“又见观朴”的主人“椅子
雷”是当年参与建造故宫的工匠“样式雷”
的第十一代传人。他告诉记者，这次不仅
带来了微缩明式家具，还带来了全国第一
本非遗木作教材《中华榫卯木作》，向青少
年科普非遗木作技艺。

有意思的是，对他的教材和工艺最感
兴趣的是上海的机构。“椅子雷”说，他就
曾和上海的幼儿园和培训机构进行了接
触，他们对这项来自江苏的非遗技艺兴趣
浓厚。“现在有两种合作方式，一种是上海

的老师到南京来学习，一种是我们到上海
来培训。”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和上
海没有丝毫的隔阂感，如果谈到非遗技
艺，大家都有一样的亲切感。

一切都在显示，在长三角一体化国家
战略之下，长三角地区地理相近、文化相
通、人脉相连的特点得到了彰显。记者在
现场看到来自安徽的烹饪大师正在演示
切豆腐丝的绝活，软嫩的豆腐在他手里变
成了牡丹和菊花，令人称奇。烹饪大师告
诉记者，近年上海、浙江和江苏很多人都
到他们这里来学习。“长三角人们的口味
都差不多，都喜欢吃豆制品，当然也都想
把菜做得好看。”

沪滇协作发展结硕果

长三角已成全国文化产业实力最雄厚地区之一

“我们和上海没有丝毫的隔阂感”

露天空间。

马晓辉首演《斑斓琴韵》

为二胡注入四季注入斑斓

展区现场。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郦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