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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沪上首座非遗公园古猗园过个“中国年”

上海     年 月  日/星期二
本版编辑∶刁炳芳
视觉设计∶邵晓艳 

近千盏年俗彩灯，将江南园林的夜点
亮；15种以上的非遗技艺，齐聚在一座公
园中；簪花游园会，园林“寻龙记”，多种玩
法在春节元宵期间轮番上演……龙年新

春，500多岁的古猗园迎来游客量“爆棚”，
假期前两天共计2.2万余人次前来“打卡”
沪上首座非遗主题公园，热热闹闹过个
“中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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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魔都过春节，如何吃得“乐

惠”，穿得“登样”？春节送礼，上

海人最拿得出手的特产又是什么

呢？在第十八届海上年俗风情

展，你可以找到答案。

“海上年俗风情展一直是市

群艺馆春节档期的品牌文化展

览。本届风情展主题为‘魔都新

春购物指南’，由市群艺馆与上海

市民生活指南联合打造。我们希

望以‘购物’为关键词，串联起上

海过年期间热门的购物场所、现

象以及感人的市民故事，展现海

派文化与城市烟火气。”市群艺馆

策展人陆寅兰告诉记者，作为市

群艺馆龙年春节活动的一部分，

本届年俗风情展将一直持续到3

月3日，春节8天不打烊。展览用

近4万字的故事、逾250张照片、

40件藏品，以及100多个场所约

112件海派特产。

年味里藏着“人口密码”
第一部分从上海人最熟悉的

菜场说起，因为这里是准备年菜

的“第一站”，柴米油盐交响的序

曲在这里奏响。

走进石库门模样的大门，第

一眼看到的便是各式各样的“腌

腊”从空中垂落，如同艺术品装

置，这是主办方特意设置的“打卡

点”。陆寅兰说，咸香扑鼻、惹人

垂涎的腌腊不仅是年味的具象化

体现，其实还藏着上海的“人口密

码”——爱吃鳗鲞的，多是浙江宁

波人；爱吃青鱼干的，多是安徽

人；风鹅，则是江苏扬州一带的特

产……“比较有争议的是酱油肉，

我没有听说过，但也有朋友从小

吃到大。”

“气氛组”展现生活浪漫
除了“吃吃吃”，当然还少不

了“买买买”。无论是红包、中国

结、小灯笼等小商品，还是水仙

花、蝴蝶兰、银柳、发财树……市

场里的它们“红彤彤金灿灿亮晶

晶”，等侬一起过大年。展览中这

些熟悉的年味“气氛组”，是许多

人过年必不可缺的“仪式感”，也

装载着上海人生活的浪漫。

除了菜场与市场，展览中还

有超市、商场、马路商业等部分。

联华和华联曾经在小南门打响

“鸡蛋价格大战”？上海第一家便

利店是什么时候开的？淮海路为

什么会有人“扎堆排队”？哪些代

代相传的特色小店，值得你去逛

逛？……在诸多历史资料与市民

生活故事里，你可以找到满满的

“时光彩蛋”，还能看到不少《新民

晚报》元素。

看春节年礼沿袭变化
如果你正在为“春节买什么

送礼”而发愁，那么展览的最后一

部分“上海特产”，一定不容错

过。除了五香豆、大白兔奶糖、

南翔小笼等上海特产“老三样”

之外，“洋酒配裱花蛋糕”、咖啡

伴侣礼盒、曲奇饼干，曾经都是

送礼“爆款”。这些年，蝴蝶酥、

奶油小方、栗子蛋糕、杏仁排等

海派西点日渐风靡；还有人送乐

高玩具、送玲娜贝儿……关于上

海特产，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

这背后也能看出海派生活的丰富

多彩。

陆寅兰说：“了解上海市民生

活与过年气氛的观众来观展，想

必都会会心一笑。”展览面积虽然

不大，但细细逛完你会发现，从

“60后”到“90后”，都能在这里找

到上海记忆。因为，菜篮子里装

的是市民生活智慧，购物袋里跳

动的是海派都市活力。

本报记者 杨洁

老底子上海人过年
有哪些讲究？
逛海上年俗风情展找答案

“我外婆曾经居住在这条弄堂

里，小时候经常来这里玩。去年

听说这条弄堂进行了美丽家园改

造，面貌发生了变化，趁春节假

期，特地约了朋友来看看，确实变

化很大。”刘先生今天和朋友一道

来到虹口区四川北路上的永乐

坊，发现同他小时候印象中的永

乐坊有了不少变化，弄堂里干净

整洁，墙面装饰一新，很有海派弄

堂的韵味。

记者在今年春节长假期间发

现，许多游客对上海的海派老弄堂

有着浓厚的兴趣，纷纷来到海派弄

堂较为集中的四川北路游览打卡，

一睹海派老弄堂的风貌。

在四川北路沿线，除了1515

弄永丰坊外，还有数十条海派老弄

堂：四川北路1545弄恒安坊（大德

里）、1604弄四川里、1906弄余庆

坊、1953弄永安里、山阴路69弄恒

丰里、山阴路133弄东照里、山阴

路145弄花园里等，这些有着深厚

文化底蕴的海派老弄堂，每一条都

有它的独特故事。

其中一些弄堂还是红色弄堂，

周恩来、邓颖超、瞿秋白、陈延年、

陈乔年等曾在这些弄堂住过或来

此参加过革命活动。

近年来，虹口区对这些海派韵

味十足的老弄堂实施了美丽家园

改造及修旧如旧式的修缮，使得这

些大都年龄过百的弄堂重又焕发

了青春。

为了让游客能更好地体验到

海派弄堂的韵味，四川北路街道在

海派老弄堂里，挂起了红灯笼、中

国结，张贴福字和摆放新年福桶，

打造有文韵的景观、有记忆的街

区，以浓浓年味，迎接来自各地的

游客和上海市民。

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田女

士和母亲春节期间来上海过年，

行前，在网上寻找上海的海派老

弄堂，游览完了山阴路恒丰里、

东照里、花园里后，听居民说附

近的四川北路永安里是条红色

弄堂，于是，来到永安里参访。田

女士说，看到这些老弄堂保护得

这么好，感受到了最真实的上海生

活原貌。

随着今潮8弄的修缮亮相和

电影《酱园弄》外景在乍浦路的拍

摄，四川北路沿线海派老弄堂已越

来越受游客们的青睐，成为了假期

旅游新宠。

特约通讯员 龙钢
本报记者 解敏

看看文韵景观
逛逛百年弄堂
虹口区四川北路沿线街区受青睐

俏梅与彩灯争春
年初二，记者在古猗园内看到，

弹硌小路上已是人头攒动，厅堂亭

榭内游客川流不息。恰逢梅花与蜡

梅演绎“二梅争春”，粉白、绛红、嫩

绿等各色品种在枝头露脸，盆景园

内的梅花盆景更是雅致小巧，梅枝

上、花盆中还不时点缀着“龙”元素，

吸引着游人纷纷合影，人人脸上洋

溢着开心的笑容。

漫步园内，“非遗元素”随处可

见。上午11时，一场“武松打虎”的

非遗皮影戏让孩子们雀跃不已。中

午时分，“市市如猗”国风市集上，你

能与来自南京的手工兔子灯、江南

闺绣画、马陆篾竹编织技艺、药斑布

印染技艺、洞箫制作技艺、苏绣、糖

画、捏面人等非遗技艺“撞个满怀”。

更吸引人的，是园内散布的10

多组四川自贡非遗彩灯和近千盏以

“春花、夏雨、秋月、冬雪”为主题的

年俗彩灯，“十二花神”则化身为12

盏可爱的卡通花神人物彩灯，站在

南门照壁处。当夜幕降临时，璀璨

的彩灯将500余岁的古典园林映衬

得动人无比。竹林中，以“竹”为材

料的灯座上，灯杆缓缓转动，既像漫

天飞舞的萤火虫，又能听到清脆的

敲击翠竹声，浪漫而别致。

据悉，自2007年开始，古猗园

元宵灯会就已与自贡彩灯结缘。

2019年古猗园夜景灯光工程竣

工，继续携手自贡彩灯，重启元宵

亮灯。

寻龙与簪花交融
龙年新春，沪上流行“寻龙”，

这股风也吹到了江南园林。在园

内，不经意间就能看到“龙”出没，

令游客惊喜万分。比如，一进南门

就能看到南翔壁上的“龙”，眼神里

满是温柔。南翔壁两端还有两条

龙，名为“孵龙脊”，远远望去如双

龙卧壁。

园内文物保护建筑“缺角亭”的

天顶上，也画了九条龙，四周祥云朵

朵，映衬着“双龙戏珠”的图案。“小

云兜”旁还藏着一条灵动俏皮的“金

龙”，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飞起。最

令人惊叹的是梅花厅中的“九龙屏”

家具，除了龙屏、龙椅、龙几，中间的

火龙球直径竟达25厘米，拼雕、群

雕、镶嵌雕雕刻的云龙栩栩如生，令

人啧啧称奇。

除了“寻龙”，一场“簪花游园

会”也令逛园林变得妙趣横生。在

游客中心买一份花笺，就能获得5

枚金灿灿的小元宝，跟着地图逐项

“打卡”拓印、书法、祈福、投壶、猜灯

谜、非遗体验等活动，集满5枚“花

神戳”就能抽取花神盲盒。“哇，抽到

了簪花发饰，正是我想要的！”就在

记者采访时，来抽盲盒的游客络绎

不绝。活动主办方透露，花笺每天

限额300份，年初一下午14时就全

线售罄。

“今年大家都青睐过一个‘中国

年’，非遗文化、龙文化特别受欢

迎。年初一入园游客达12539人

次，年初二达10047人次，大大超

过往年。”古猗园工作人员说。这

场热闹的龙年新春活动要持续至

元宵，不仅元宵当天身穿有“花”

纹样中式传统服饰的游客可免票

入园，24、25日两天闭园时间也将

从19时延后至21时，届时可赏非遗

彩灯景观。

本报记者 金旻矣

申城年味浓走基层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