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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遇见上海
首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暨中华老字号”展示

荨 “非物质文化遗产暨中华老字号”文

化展示项目上海展区
本版图片 记者 陈梦泽 摄

石库门

点滴之处都是上海风情

国家级非遗石库门里弄被搬到了进博
会的现场，用上海人家的客堂间、书房间，

展示最日常的生活，又于平常中透出非遗
技艺的精彩。龙凤旗袍挂在角落里，精巧的

钩针花瓶装饰一角，蝴蝶牌缝纫机就在旁
边，海派盆景摆在茶几上，墙上挂的是海派

剪纸的老上海人物，走进“石库门”，点滴之

处都是上海风情。
今天上午，龙凤盘扣的传承人焦义刚

在现场演示盘扣技艺，东方明珠、石库门等
上海标志性建筑在他的手下快速成型。这

项给服饰画龙点睛的技艺如今升级为艺术

品，一幅以数字“70”为外框，嵌入天安门、

中国馆、石库门、东方明珠、牡丹花等工艺
盘扣的作品正挂在“石库门”的墙上，也是

献礼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被称为“画绣”的顾绣也在“石库门”里

展示作品，第六代传承人钱月芳带来一幅
《春天》，让松江当代画家吴玉梅的作品跃

然绣品之上。“我们是用丝线和针脚，对画
作的再创作、再理解。”

200多年前从欧洲传来的钩针编结技
艺曾是上海闵行地区妇女的家庭副业，如

今也成为市级非遗项目发扬光大。传承人
金龙华和林花告诉记者，除了在石库门里

展示的钩针花瓶，他们团队的作品还在“上
海时光”以及国家会议中心（上海）展示。

“首届进博会开幕前，闵行区组织我们用钩

针编结技艺献礼进博会，我们钩出来的世
界名画在宝龙艺术馆展示，没想到今年可

以进入国家会展中心。”金龙华团队用丝
线、棉线、羊绒线、麻线等多种材质，配上 60

多种颜色，钩出的梵高名作《有丝柏的道

路》，如今就和另外 7幅作品一起镶嵌在屏
风中，在国家会议中心（上海）展示。

而在第二届进博会期间，“石库门”里

还会有不少互动展示活动，让参观者亲身
体验非遗。海派绒绣传承人邀请参观者共

绣进宝熊猫，参与者还能获得相关证书。朵
云轩现场展示木板水印，把“石库门”的形

象印在纸上送给参观者。顾绣和龙凤盘扣

的传承人也会在现场刺绣、做盘扣，想要学

一学的参观者不妨用心观摩。

江南民居

粉墙黛瓦中的海派文化

色彩艳丽的金山农民画“走上了”爱马
仕丝巾，72个徐行草编圆垫组成“万花筒打

卡墙”摇身成网红，融入 AI技术的七宝皮影
戏让观展者可以用鼓声“选将”⋯⋯在国家

会展中心中央广场有座粉墙黛瓦的“江南民
居”，观众可以在这里遇见多项非遗技艺，沉

浸式地体验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的魅力。

今天上午，记者来到“江南民居”，仿佛
走入了郊野乡村。这座建筑，本身就是极富

本土特色和代表性的“绞圈房”，不但还原
了上海本土传统民居“绞圈房”两侧人字

坡、穿斗式木结构和中轴仪门等风貌特色，
还巧妙结合景观小品，青砖、毛石、窗花、红

灯笼等元素，颇具乡土野趣。
屋内，金山农民画、徐行草编、七宝皮

影、万家灯彩、凤凰自行车、上海剪纸等几
大非遗项目精彩纷呈。无论是曾获上海市

香囊大奖赛一等奖的“手鞠”杏家香囊，还
是用遵义藤编技艺制作成置物篮的凤凰自

行车，抑或是运用麻、纱、丝绸、玻璃等材质
的上海近代灯彩，都在讲述着“将美丽绘于

乡村，让艺术留住乡愁”的故事。
最夺人眼球的要数一条条图案为农民

画的“忆江南”系列爱马仕围巾，色彩饱满、
图案喜庆，展现出上海郊区新农村的勃勃

生机和繁荣景象，同时也让非遗焕发新生，
走上国际时尚舞台。“今年金山农民画首次

亮相进博会，希望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新
农民的生活。”从事金山农民画已有 44年

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曹秀文说，自己一大
早就包车从金山赶来布展，将在这里向世

界展示上海农民画技艺。

而一面用 72个草编圆垫打造的“打卡
墙”，也吸引了记者的注意。简约的图形和

时尚的色彩，在镜面空间中排列组合，让充
满乡土气息的草编变得时尚年轻。展台另

一侧，拖鞋、果盘、杯垫、拎包等草编作品纹
理清晰、细密匀称，还有股稻草清香。嘉定

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王勤说，徐行草编包
含去苋、开辟、染色、模具、编织等多道工

序，编织用的黄草从种植到收割备用，就需
要 4个月之久。“收割时，我们都是一根一

根拔的，细软的可以编拖鞋，粗硬的可以编
拎包。一个工艺复杂的包，可能要编织五六

天。”她说，去年首届进博会，有四件徐行草

编进行了展示，今年的展品数量、规模都有

增加，希望让徐行草编走得更远。
为了让非遗技艺“活起来、动起来”，江

南民居中还运用了 AI技术、多感官交互技
术，让观众沉浸式地体验非遗魅力。同济特

赞设计人工智能实验室对金山农民画进行
解构和学习，提炼出关键风格特点，记者在

屏幕上手绘了一幅具有树、房屋、人物的

画，一秒后就能生成专属金山农民画，并可
下载保存。另外，同济大学与上海大学合

作，专为进博会创造了皮影戏《大圣驾到》，
将传统七宝皮影艺术与多感官交互技术相

结合，观众敲鼓即可选将、打斗，参与表演。
“非遗给人的感觉是‘可远观’，我们则希望

使它们动起来，使大家从被动接受转变为
主动创作，吸引年轻群体和外国友人的关

注。”同济大学教师刘瞾告诉记者。

上海时光

一转身就踏入岁月之河

位于“四叶草”7号馆与 8号馆之间的 2

层连廊则是非遗和老字号上海展区三个展

示区中的“上海时光”。
名为“上海时光”，但记者参观完这一

展区，发现这里既有“时间上的流淌”，又有
“空间上的接续”：这一展区又被分隔成弄

堂、马路、城市三个小区域，又分别对应着

上海的早晨、日间、晚上等不同时间段，让
人感叹布展设计者的“良苦用心”，因为逛

完这里，你会有一种错觉，“这就是老上海
的一天啊。”

在弄堂、马路和城市之间穿行，宛如走
在一条日新月异的时光隧道中感受这座城

市的沧桑巨变。步入“弄堂”展区，就仿佛在
清晨刚从甜蜜的梦乡中睁开双眼，飘来的

就是弄堂口“南翔小笼”“豫园”“乔家栅”等
融合在一起的香味，听到的就是“凤凰自行

车”穿过弄堂的铃铛声、新鲜出炉的“丁兴
义枫泾丁蹄”的叫卖声以及戏耍打闹的儿

童稚嫩的童谣，美好的一天从熟悉的“香
气”和“乡音”中开始。

有上海味道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这
里的展品透露“密码”：洗漱时用了“蜂花檀

香皂”和“美加净”护肤品，穿上舒服的“三
枪”内衣和“培罗蒙”新国服，戴上代表腔调

的“上海牌手表”和具有 300年历史的“吴
良材眼镜”⋯⋯

再走向“马路”展区，这个区域通过南
京路上历史建筑的照片和霓虹灯组合的效

果，营造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经过一天

的辛勤劳作，走在南京路步行街上，龙凤旗

袍、雷允上、回力、红双喜、朵云轩、茂昌眼
镜、亨达利等店招霓虹闪烁，和平饭店爵士

乐队正在表演⋯⋯在与时光的成长中，非
遗老字号以及孕育其中源远流长的匠心精

神，嬗变为最具生命力的文化符号和商业
文明，在新时代里续写、创造着这座城市新

的传奇。

最后是城市展区，这里有“迷你美术
馆”，展示连环画、豫园灯会、用钩针技艺制

作的观赏伞、剪纸等非遗老字号，看似“古
老”，但如今也已逐渐成为国潮时尚的一部

分。上海市消保委组织的 2019上海特色伴
手礼产品也在这里集中展示，连同前两个

展区的很多产品，用上了最先进的网购技
术，扫一扫二维码就能更详细了解产品，或

者下单购买。
本报记者 张钰芸 金旻矣 金志刚

用什么样的语言，可以让全世界读
懂上海？37个非遗项目和 69个老字号，
用历史与未来、商业与文化、生活与艺术
的交融，讲述上海的城市精神，邀请全世
界感知上海、“遇见上海”。

第二届进博会首次增设 4000 平方
米“非物质文化遗产暨中华老字号”文化
展示项目，其中上海展区占地 702 平方
米，中央广场的“石库门”是融汇中外的
“城市会客厅”，对面的“江南民居”用桃
红柳绿展示郊区农村的勃勃生机，“上海
时光”则带你在弄堂、马路和城市之间穿
行，在“时光隧道”中感受沧桑巨变。

▲ 能与参观者互动的剪纸装置

▲ 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示绒绣技艺

进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