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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瑞辞旧岁，蛇舞迎新年。在新年来

临之际，2025新春市民水仙花展在上海共

青森林公园拉开帷幕，将一直持续至2月

4日，游客既可以体验浓厚年味，也能同时

感受到传统水仙文化的独特魅力。

2025新春市民水仙花展共设2个主

题展区，分别为水仙闹新春展示区和水

仙雕刻展示区，整个花展以水仙花作为

主题花卉，并配置报春花、郁金香、风信

子、角堇、梅花等年宵花卉进行造景，增

加灯笼及中国结等元素装饰，烘托新春

佳节的喜庆氛围。

公园主要入口被打造成了“水仙闹

新春”展区。走进西门、南门入口，入眼

即是一组新春小景，烘托出花展的热闹

氛围。南门景点以新春图案为主景，辅

以“新春佳节、万事如意”等新春贺语，搭

配年宵花卉，丰富入口景观。西门主干

道沿线以水仙花为主题花卉布置数组年

味小景，融入新春贺幅、竹构新春快乐等

元素，选用水仙、银芽柳、石竹等年宵花

卉以及多色系灯笼元素，花团锦簇的景

象烘托出新春佳节的热闹氛围，让市民

在隆冬时节也能感受到“春暖花开”般的

美景。

2025 新春市民水仙花展期间，广受

好评的市民水仙雕刻造型大赛也将如期

举行。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用海派文化勾勒申城新春风景

在互动中体验非遗之美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非遗是今年上海新
春展的一个热点。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上海图
书馆的“非遗共创艺术展”。此次展览汇集了
国家级非遗上海绒绣和上海剪纸，以及上海
市非遗碑刻传拓及拓片装裱技艺的各非遗传
承人的匠心之作。

从1月20日持续到2月9日的这个“非
遗共创艺术展”，由上海图书馆与万代南梦
宫（中国）联合主办。之前他们通过“非遗+
IP”“非遗+江南文化”“非遗+可持续”等多元
主题，围绕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和“碑刻
传拓及拓片装裱”两项非遗技艺，每年都会
开展面向公众的创新体验活动。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场展览的主角虽然
是古老的非遗，内容却相当接地气。除了各
自的代表作品以外，几位传承人还将自己的
技艺与春节元素还有万代南梦宫的多个人气
IP，比如吃豆人、太鼓之达人、拓麻歌子和水豚
君相结合，创造了多幅创意作品。这引起了
很多青年人的喜爱，他们没想到，原本觉得和
自己生活很遥远的非遗，竟然还能这么“潮”。

同时举行的“非遗大师体验课”，也分为
上海绒绣、上海剪纸和碑刻传拓及拓片装裱
技艺三部分举行。相比上海绒绣课的老师、
市级传承人包炎辉，以及传授的碑刻传拓及
拓片装裱技艺的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
文献保护修复部主任张品芳老师的团队，上
海剪纸课的老师、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胡月
溦要年轻得多，她是目前上海剪纸为数不多
的专业传人。

胡月溦是90后。她告诉青年报记者，上
海剪纸可以追溯到一代大师王子淦，王先生
门下有两位爱徒，一位是奚小琴，一位是赵
子平，胡月溦便是赵子平的弟子，是上海剪
纸的第三代传人。胡月溦8岁在中福会少年
宫初次接触上海剪纸，技艺日益精进，16岁
时便拜在了赵子平门下。算来，这个32岁的
年轻人，从事剪纸竟有20多年了！

剪纸，中国各地都有。胡月溦对青年报
说，剪纸在东北被称为“窗花”，而在上海最早
则被称为“鞋花”，是做鞋绣花时用的样子。
相比其他地方的剪纸，上海剪纸的特点相当
明显。首先其图案相当接地气，旧时就有剪
纸匠人把网球拍这些新式生活器具剪成了
图案。其次，上海剪纸讲究“立等可取”，也
就是创作起来很即兴，因时因地而变。

这两点在胡月溦的创作中得到了很好
的继承和发扬。比如在体验课上，有孩子说
想剪个现在很时髦的卡通人物，胡月溦即刻
就剪出来，引起孩子们一片欢呼。“上海剪纸
要保持生命力，就必须与时俱进，这才是非
遗传承的正道。”胡月溦说。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56台161场主板演出总票
房达 7025.4 万元，总体 1600 余场演展
活动撬动综合消费约 40.2 亿元！这是
1 月 21 日下午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
心重磅发布的《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
际艺术节综合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蓝
皮书》）中的关键数据。刚刚告别被誉
为“史上最强”的一届，艺术节用翔实的
数据，证明了上海重要文化节展对城市
文旅消费的重要拉动作用。中心党总
支副书记、副总裁杨佳露告诉青年报记
者，新的一年艺术节“正依托《蓝皮书》
系统梳理出的严谨数据科学决策，谋
划新一届艺术节的顶层设计，全面激
活上海这一世界级文化品牌的‘向新
力’”。

亮眼数据展示文旅融合效果
为了全面客观评估本届艺术节的办

节成效，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与国内领
先的调研数据分析机构“零点有数”首次
合作完成全面“摸底”。

艺术节中心透露，评估采用了定量
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案
头研究、大数据挖掘、定量问卷调查、深
度访谈等方式，对本届艺术节拉动消费、
观众评价、品牌价值等方面进行评估与
研究。

通气会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
心总裁李明正式发布《第二十三届中国
上海国际艺术节综合评估报告》，综合艺
术节的办节情况、票房收入、观众规模和
画像、观众评价、消费拉动等多维度数
据，系统评估了第二十三届艺术节的办
节成效。

数据显示，第二十三届艺术节 56
台 161 场主板演出总票房达 7025.4 万
元，较上一届增长 25.5%，为历届最高；
共吸引 14.4 万人次走进剧场观演，其
中 24.1%为外省市观众，7.8%为境外观
众（含港澳台地区）；演出项目（含舞台
演出、“艺术天空”“扶青计划”等板块）
拉动消费约7.8亿元；总体1600余场演
展活动撬动综合消费约 40.2 亿元；观
众总体满意度达 95.1%，并有 99.1%的
受访观众表示会再次参加艺术节。经过
综合测算，第二十三届艺术节品牌价值
达到21.4亿元-22.4亿元，媒体传播价
值约2.9亿元。

“我们也对比了一些演唱会、重大节
展等，可以看出艺术节整体的体量所拉
动的消费是非常高的——文艺爱好者的
平均消费能力，从这份数据中可以看出，
在整个行业里都算非常高。最终40.2亿
元的数据，充分体现了艺术节撬动‘文旅
融合’的作用。”杨佳露说。

内容为王酝酿全新高光时刻
当天，艺术节还联合澎湃新闻、光明

乳业发布了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
术节影响力指数致优榜单，并正式启动
了第二十四届艺术节项目征集。

榜单历经八个月的专家甄选、媒体
评审与大众投票，最终评选出6台境外剧
目、4台境内剧目。安东尼奥·帕帕诺、王
羽佳与伦敦交响乐团音乐会，亚历山大·
康托洛夫钢琴独奏音乐会，北京人民艺
术剧院话剧《茶馆》，莫斯科大剧院芭蕾
舞团芭蕾舞剧《斯巴达克斯》，上海歌舞
团舞剧《李清照》，马林斯基剧院芭蕾舞
团“芭蕾精粹”，杭州市余杭小百花越剧
艺术中心新版越剧《沙漠王子》，北京天
桥艺术中心舞蹈诗剧《九歌》，德国皮娜·
鲍什基金会、塞内加尔非洲传统与当代
舞蹈国际中心以及英国萨德勒之井剧院
制作《春之祭》，图冈·索契耶夫与慕尼黑
爱乐乐团音乐会10台作品上榜。

这些优秀节目，不仅是文艺爱好者
们心中的年度艺术高光，更是引领行业
发展的“风向标”，从艺术类型、市场反
响、专业意见等多方面给行业营运者和

艺术创作者以启发，鼓励着更多海内外
高质量艺术作品汇聚艺术节舞台，共同
奔赴“全球艺场”的上海时间。

有优秀剧目，才让成绩单变得耀
眼。“这一年的成绩单，我想第一确实是
证明了‘内容为王’，首演首秀首展、唯一
一站、上海驻演，这些优质演出确实可以
带动观众为了一个节目奔赴一座城。”杨
佳露说，艺术节本身的积累和丰富性，就
能够吸引到大量的观众，除此之外，艺术
节本身的设计和策划也功不可没，“演出
和展览之间的这种相互赋能，让我们推
出了一系列能够带动消费的产品，比如
说演出展览的联票，比如说优惠票等
等。我们期待这些产品设计能够加大观
众在上海的‘待机率’。”

荣耀属于历史。新的一年，第二十
四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参演剧（节）
目、委约作品、“艺术天空”惠民演出、“扶
持青年艺术家计划”以及“聚焦中国”项
目的申报、征集工作全面启动。即日起
至3月31日，都可至艺术节官方网站和
微信公众号获取申报、征集报名表。新
的经典作品、名场面和高光时刻，正在酝
酿中。

受访者供图

“艺术天空”
新天地艺游季，俄罗
斯小丑剧《杰克叔叔
的冰淇淋》吸引路人
纷纷驻足。

受访者供图

▲第23届中国
上海国际艺术节开
幕演出《李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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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前感受“春暖花开”

新春市民水仙花展等你打卡

逾七千万元票房撬动超40亿元消费
“史上最强”艺术节如此拉动上海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