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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不爱过春节了？
有特色的年味儿得“造”起来

市政协常委金江波在今年
两会上就提交了一份有关打造

“新海派春节”上海范式的建
议。在他看来，过春节各地都有
各地的风味，那么独属于上海的
年味儿当然得有“海派范儿”。

他表示，现在年轻人不是不
爱过春节，而是希望过有意思的
年。春节假期，上海作为旅游城
市，也会吸引很多外地、外国青
年，如何让有上海特色的上海年

味儿吸引他们，是需要思考的
问题。他的建议是做响“新
海派春节”的品牌。

“要吸引年轻人，就要
发挥海派文化跨界创新
特色，与当代审美同频
共振。”金江波表示，海派
文化具有很强的创新性
和当代性特征，在春节演
艺文化和体验产品中，可
以将传统技艺、习俗特色
与当代审美、时代情绪和
人们的情感需求结合起
来，通过声、光、影等科技

手段，来“燃放”春节“数字烟
花”“科技烟花”，开展跨界创新，
创作“小而精”数字化体验式场
景，使更多青年体验春节独特的
创新转化，感受传统文化习俗在
当代社会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要让全城都有年味儿，还需
要提升“新海派春节”的温度。
金江波表示，上海拥有数量众
多、建制齐全的社区，让春节走
进社区，才能让春节活动触达更
多公众，提振社区邻里亲情的氛
围营造，也帮助社区治理更富人
文关怀。“目前各类春节活动过
于集中在大型文旅空间和商业
体，我觉得可以在上海200多个
社区文化中心营造丰富多彩的
春节活动，提供‘小而美’的非遗

春节体验产品。”
同时，根据城市区域众多公

共空间的特色，还可以邀请中国
各地区春节体验性的春节文化
习俗演绎来到上海，使市民足不
出沪感受到中国春节的“大世
界”，让市民体验可感、可知、可
行、可观、可品的传统文化及其
创新演绎。

来上海的外国人越来越多，
上海也可以更多地打造“新海派
春节”的洋味。金江波表示，比
如组织驻沪外国居民，装扮洋味
春节，吸引在沪外国游客的参
与，助力中华文化的传播以及推
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尤其目前我国推行的免签
证政策，吸引了外国人游中国
热，上海也是知名的‘新手村’，
但除了外滩、陆家嘴等标志景
观，上海还拥有龙华庙会、豫园
灯会、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
黄杨木雕、嘉定竹刻、徐行草编、
上海本帮菜肴传统烹饪技艺等
63项国家级非遗项目、273项市
级非遗项目以及900多项区级非
遗项目，形式丰富多样，这些能
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非遗活动
可以在春节中推广给更多来沪
的外国朋友，让他们更深入地感
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金江
波告诉记者。

他建议，除了传统的上海龙
华地区迎新年、庙会、市集等民
俗节庆活动以外，相关机构可与
在沪的外国机构联合举办春节
体验活动。使外国人在春节的
文化体验中了解中国社会，进而
更好地在国际渠道上传播中华
文化。

梳理更多非遗菜单
在春节端上非遗组合大餐

“非遗版春节”的即将来临让
人倍感期待，如果能有更丰富多
彩的非遗组合大餐在春节端上，

岂不是更有意义？今年两会上，
市人大代表，上海市群众艺术
馆（市非遗保护中心）党总支书
记、馆长吴鹏宏建议，文旅部门
摸清底数，梳理更多非遗菜单，
为春节献上更特别的组合大餐。

吴鹏宏说，各地文旅部门都
在积极开展“非遗过大年”系列
活动，希望进一步凸显非遗元
素，丰富年俗活动，让市民和游
客在春节期间能够深入体验传
统文化的魅力。

“非遗项目不仅有世界级
的，还有国家级、市级和区级的
项目。就上海而言，非遗项目也
是非常多元化的，我们不仅有63
项国家级的非遗项目，也有273
项市级非遗项目，上千项区级非
遗项目，很多都覆盖了我们生活
场景的方方面面。”吴鹏宏说，这
些精彩纷呈的非遗项目有的适
合展演，有的定位为“舌尖上的
非遗”，有的可以现场互动体
验。因此，他建议，通过进一步
梳理，围绕新春推出非遗菜单，
合力打造文化盛宴，并进行多渠
道宣推，让公众和来自世界各地
的游客以春节为契机，感知非遗
多元化的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共贺新年。

吴鹏宏举例说，在中国的重
要节日庆典上，狮舞龙腾总能让
人瞬间热血沸腾，在闵行区马桥
镇就有一种“马桥手狮舞”。手
狮舞凝聚着马桥当地人文历史
和风土人情，是充满喜庆祥和艺
术感染力的舞蹈。而在青浦，田
山歌等同样是十分具有地方特
色的非遗。这些丰富多彩的非
遗项目，结合新春的背景，以组
合拳的形式推出，可以让市民和
游客从不同角度领略到更多面
的非遗文化，既是新春氛围的烘
托，也是为公众提供一个了解和
体验传统文化的平台，为非遗项
目的传承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相信通过这些活动，更多
的人会开始关注非遗、了解非
遗，更多思考春节申遗的深远意
义。而围绕新春的特色，我们还
可以通过展演、集市等多元形
式，让市民和游客在采购年货的
同时，能够欣赏精彩的非遗表
演，品尝地道的非遗美食，进一
步增强节日的喜庆氛围和浓浓
年味。”吴鹏宏认为，在文旅商体
展联动的大背景下，非遗活动也
不应局限于传统的文化场所，而
是可以更多地走进商圈、集市，
与商业活动紧密结合，为本市的
文化旅游产业和经济发展带来
新的机遇。

吴鹏宏还建议，除了线下丰
富多彩的活动，线上平台也可以
发挥重要作用，通过网络直播、
线上展览等形式，扩大活动的影
响力和覆盖面，使得“非遗大餐”
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真正
实现文化的广泛传播。

2024 年 12
月 4日，我国申
报的“春节——
中国人庆祝传
统新年的社会
实 践 ”申 遗 成
功，使我国非遗
项目总数持续
位 居 世 界 第
一。春节成
功申遗，是
个令人高
兴的好事，
如何再添
点儿年味
儿，也成为
今年两会
现 场 代 表
委员们热议
的话题。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刘昕璐

来自波兰的
游客在上海豫园
商城拍照。更多
外籍友人在春节
的文化体验中，
了解中国社会。

新华社 图

“非遗版”春节，我们怎么过

用海派年俗引八方来客
结合博物馆馆藏
挖掘更多春节年俗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2025
年春节是“春节——中国人庆祝
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成功列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的首个
春节。如何过好首个“世界非遗
版”春节成为代表的热议。

“我们馆藏的古代灯具到豫
园‘出差’了，欢迎大家去探班！”
谈及这个春节，市人大代表、金
山区博物馆馆长余思彦开心又
幽默地说。2025年是豫园灯会
三十周年，今年豫园灯会已于1
月1日正式亮灯，以非遗灯会迎
接首个“世界非遗版”春节，可谓
相得益彰。同期亮相的还有“不
止灯彩”中国灯彩艺术展。这也
是为春节成功申遗献上的一份
特殊礼物，展览以灯、灯会、灯彩
串连主线，从历史、民俗、技艺、
情感等多个维度进行阐述，带领
观众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沉浸
式追光之旅。

灯彩是依托新春灯会这一
传统民俗活动而发展演化的艺
术形式。余思彦说，今年金山博
物馆馆藏的13件“出差”文物，
多为金山博物馆未对外展示过
的库藏，此番破例在豫园璀璨登
场。古灯自秦汉至明清，青铜人
形灯、陶制豆形灯、熊形灯、元宝
灯、省油灯、挂壁灯、宫灯……每
一盏灯都镌刻着所属时代的鲜
明印记与独特风貌。13盏古灯
共同点亮了中华历史长廊，让观
众与这些文物“对话”，洞悉中国
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审美与生
活方式，通过古灯解读中国科技
与生产力的发展进步，感受中华
文化的无穷魅力与蓬勃生命力。

庆祝传统新年，的确又何止
于灯彩。从腊月二十四的除尘
祀灶，到除夕的祭祖守岁，再到
大年初一的拜年贺岁……余思
彦说，“我也希望，每个游子回乡
时，都能去深入挖掘一下各自家
乡的过年习俗，就像我老家的英
歌舞，去年已经火到了国外，这
都是非常振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