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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进博会结束至今一月有余，但“四叶草”滴下的水珠荡起了涟漪，生活和生产的很多

方面都在无形中纳入了这个“同心圆”共生共融。十一月底，今年首次参展进博会的张园举办

了“海·派张园时尚文化周”，而接下去还将有多项时尚文化活动陆续推出。园方声称，这是释

放进博会的溢出效应，努力拓展体验式商业和多元文化空间，将“首店”“首秀”“首发”作为进口

商品重要的展示窗口和贸易拓展的关键节点，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进博会正是这样一个“首秀”“首发”的国际舞台，而始建于1882年的张园在某种程度上也

是历史上的“进博会”，中国第一辆自行车在这里试骑，上海第一个载人热气球在这里升空，上

海第一盏室外商业电灯在这里点亮……几乎上海最时髦的事物全都发生在这里。值得一提的

还有张园曾经的主人张叔和，这位儒商是这么介绍自己的花园的，“因西商公家花园不许华人

涉足，华人争之不已，始为另筑一园于白大桥下，以专供华人之游憩。”1885年，他打开私家花园

的大门，才造就了“海上第一名园”。

从张园的历史不难看出开放的重要性，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今世界，进博会作为

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生动地诠释着“中国越发展，就越开放”，中国展现出了与世

界互利互惠、共谋发展的胸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七年来，世界各国

越来越多的展商共享中国发展机遇。与此同时，非遗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在进博会舞台上

绽放光芒，向世界持续传递新中式美学。进博余韵层次丰富，但让普通市民感受最深的，莫过

于进博好物让生活有了更多选择。

【文/青年报记者 丁文佳 制图/贾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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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6--0707 梁皓一：那时创作，我似疯癫

年方29岁的梁皓一，已经成为了

电影界、游戏界以及职业交响乐团圈

普遍欢迎的作曲家。这位中国香港青

年作曲家近日做客青年报·青春上海

《Z世代文化报告》，畅聊了自己的成长

往事。他用“像是疯癫了一般”，来形

容自己学习和创作时的状态，与年少

成名总是挂钩的“天才”“天赋”，他说

起来倒是不以为意。

0808 用手艺缝补岁月的裂痕

近日，随着清康熙髹漆款彩郭子

仪祝寿十二扇漆屏风被运回浙江省临

海市，何锦章和廖松耀终于可以歇口

气了——历时整整三年，在上海工艺

美术职业学院的文物修复与保护专业

工作室，这两个90后带领着一批又一

批的00后，完成了这项由临海市博物

馆委托的保护修复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