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wh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本版编辑 /王剑虹 视觉设计 /戚黎明2021年 2月 6日 /星期六

聚焦 9汇文 体

星空下 社区造梦
东昌新村是小陆家嘴金融区

里唯一的老小区，一抬头，陆家嘴

“三件套”近在咫尺，尤其是夜晚更
是熠熠生辉。三年前，一位在这里

住了 40多年的八旬老人对居民区
党总支书记曹骏说：“什么时候小

区环境能像星空这么闪这么亮呢？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想把它画
下来，不过我还能看得到吗？”

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曹骏的心，

乘着非机动车棚改造之际，“星梦停
车棚”华丽诞生。“星梦”意为东昌星

空下的梦想，源自于这位老人对东
昌的希望。以前这个停车棚不仅漏

雨，还没有办法充电，四处堆满了垃
圾。现在，通过区域布局调整，每位

居民都能乐享整洁的停车棚。

筑巢，才能引凤，星梦停车棚
的故事打动了很多人，包括一直致

力于艺术社区项目的策展人王南
溟。在王南溟的联系下，上大博物

馆今年的重磅展览在东昌新村的
停车棚开设了分会场。博物馆的展

陈团队开始在螺蛳壳里做道场，车
棚平日里摆满了自行车、助动车，

若是做落地展板，行不通，若是悬
挂起来呢？团队最终将图文内容做

成了灯箱，吊在了原本分隔停车区
域的挡板之上。

布展完成的那一刻，已是黄昏
时分，灯箱全部亮起，归家的居民

推着车走进来，看到明亮的车棚，
“哦呦！哈灵！”“赞额！”这样的赞

叹不绝于耳。更贴心的微更新在细

节处，以往车位的号码牌是贴纸贴
在墙上，上大博物馆馆长李明斌为

车棚设计了全新的视觉语言，白色
亚克力号码牌贴在灰色挡板上，简

约且现代。文物展的首秀，既给居
民送去了精神食粮，也无意中改善

了车棚的照明系统和用户体验。

老法师 主动请缨
展览开幕前，曹骏把居委会的

“老法师”都召集到一起，成立了一

个“突击队”，商量各自的任务分
配。东昌新村的居民、75岁的东昌

《昌新报》主编陈国兴主动请缨：
“我有个愿望，上大博物馆为我们

送来这么精彩的展览，我想做讲解

员，邀请附近居民来欣赏。”一旁的
王南溟高兴不已，他深知，专业团

队对社区的改造完成后，最大的问
题就是如何持续保证项目的质量

和影响力。王南溟感慨：“我们一直
说要用艺术动员大家参与社区治

理，这次终于像样了。”
开幕当天，陈国兴听着上大博

物馆副馆长马琳的讲解，心里也默
默记着重点。过了几天，王南溟拿

着三星堆考古专家认可的讲解稿
来到展览现场，不料陈国兴先开口

了：“我能不能帮你先试讲一下，你
帮我提提意见。”王南溟很惊讶，稿

子还没给他呢。
原来，陈国兴早已做足了功

课，对着展板上的文物回家一一琢
磨，从来没做过讲解员的他，看到

这么多观众有些紧张，索性切换成

了上海话讲解，眉飞色舞地掌控了
全场。展览开幕这半个月里，陈国

兴已经接待了好几拨居民参观，一
位居民带着小孙子前来参观，回去

后，小孙子从网上找来三星堆的漫
画，重新排版，供更多社区的小朋

友了解文物的故事。

新展览 重塑记忆
从前王南溟在美术馆工作，并

没有机会涉足老旧社区和郊野农

村。从 2018年起他启动了“社区枢
纽站”计划，为此跑遍了上海的角

角落落。正是因为看到东昌新村和
周围高大上环境的落差，这里成了

他改造的首选，“不是只有画一幅

画才是艺术品，社区也能成为艺术
家的作品”。

目前，这个文物展因为大受居
民欢迎，将延长展期。此外，还会邀

请艺术家开设亲子工作坊，当代艺
术也会因地制宜送进来。待这个展

览落幕后，王南溟计划在星梦停车
棚推出陆家嘴记忆展览。东昌路上

曾有一座消防瞭望塔，当年是浦东
的第一高度，1999 年为了配合世

纪大道工程，东昌路消防瞭望塔被
爆破拆除。王南溟找到曾在这里工

作过的一位消防员，得到了两张珍
贵照片，根据照片反复修改，复刻

出了瞭望塔的模型。这座模型将成
为一件重要的展品，与居民的回忆

一起，回到老地方，建立新连接。
本报记者 赵玥

三星堆文物展
开进小区停车棚

    欢畅热闹的《节日序曲》提前带来新春的喜气洋

洋，委婉又略带惆怅的《走西口》勾起人们浓浓的乡
愁……在距离农历新年仅一周的昨晚，指挥家彭家鹏

受邀执棒上海交响乐团，携手古筝演奏家苏畅与 Echo

合唱团，将朱践耳、陈其钢、谭盾等多位不同年代华人

作曲家的经典之作搬上舞台，奏响上交“2021新春音
乐会”。

音乐会以上海交响驻团作曲家朱践耳的《节日序

曲》开篇，谭盾的《古筝协奏曲》为现场观众描摹了一幅
古朴、深远又奔放且颇有现代感的听觉画卷，将古筝这

一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民族乐器的音响特点展现得淋
漓尽致。

由华裔作曲家黄若改编的《交响民谣》压轴，作曲
家将中国不同地区的民谣曲调《凤阳花鼓》《康定情歌》

《兰花花》《达坂城的姑娘》改编为管弦乐形式，将中国
民谣与西方交响乐两种音乐形式融合，不仅传承和复

兴了原生态的民族歌谣，同时通过加工和调整使之蜕
变为全新的艺术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昨晚的观众席里有一批特殊观众，

不仅有民警、医护等生命安全的守卫者，也有快递员、
收银员、消防员、社区工作者等维持着这座城市健康运

转的守护者，他们来自全国不同地方，但都在这个春节

选择了就地过年。
做了 7年网站客服的李苏，家乡在山水如画的广

西桂林。去年此时，她刚晋级新手妈妈，却因突然暴发
的疫情，不得不在春节加班，处理大量旅客退改签计

划。今年，响应号召“就地过年”，她索性申请在大年三
十到年初二坚守岗位。当音乐会开头那首《节日序曲》

响起，豁达的李苏笑道，也算提前感受过年气氛啦。
快递小哥孙超峰的老家在山东枣庄，去年疫情期

间，“冲锋陷阵”奔波在一线的几乎都是快递员，多少感
人的故事都发生在路上。他说，有时候不过是顾客一句

暖心的话，就能让他充满干劲。昨晚是他第一次踏进音

乐厅，第一次听音乐会，一切是那样新鲜。已在上海工
作多年，又陆续把父母妻儿都接来安家的他说：“上海就是第二个家！”

城市的温暖有时是街角突然飘来的一段小提琴旋律，有时不过是深夜
始终温暖明亮的超市灯光。来自江苏宿迁的史碧云在便利店一干就是 5年，

勤劳肯干的她一路从店员升到店长。去年因为疫情她没能回家，却在最艰难
的日子收到很多老顾客的真诚道谢，他们说：“周围的小店都关门了，还好你

们便利店开门，可以买到吃的用的，真的很感谢！”朴素的话语，让史碧云感
受到了这份工作的价值。今年，她决定继续留在上海过年，踏踏实实地服务

周边居民。

创办于 2015年的上海交响乐团“新春音乐会”，以“民族的遇见世界
的”东西合璧的曲目特色，成为这座城市在迎接农历新春的音乐问候。今年

的新春音乐会，上交特别邀请了城市中的“留守者”。上交团长周平直言：
“他们服务行业第一线，为配合疫情防控工作、坚守本职工作而舍弃小家团

圆，守护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平安。他们每个人都为‘抗疫’默默奉献着，
让人敬佩。”

新春音乐会现场，“在上海过大年”合影点等丰富互动活动吸引观众开

心留念。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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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筝演奏家苏畅献演新春音乐会

最近，陆家嘴东昌新村的
居民空闲下来总爱往停车棚
跑，不是来停车的，都是来看
展览的！谁也没想到，家门口
竟迎来了一场专业博物馆级
别的展览———由上海大学博
物馆与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
馆共同带来的“三星堆：人与
神的世界”特展。小小的停车
棚，往艺术展陈的方向伸出了
一根长长的“触角”，让老旧小
区有了无限可能。

■ 彭家鹏在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记者 郭新洋 摄

▲ 车棚成了展厅

■ 75 岁的陈国兴在为社区

的孩子们作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