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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空间
农活用具，旧时照片，谜语儿

歌……步入海沈村的“沪乡空间”，

上世纪惠南地区的生活场景复现眼

前，宛如一个“乡村记忆博物馆”。
在金山博物馆馆长余思彦看

来，乡村记忆本身就是乡村美学价
值的核心部分。“就像我们常说起

小时候的味道，比如外婆烧的菜，
或者乡愁。对乡村生活的记忆，植

根于自然与人文，又有感情维系，

是复杂的体验。”
走访别处乡村，也能发现类似

的“记忆空间”。在浦东新区周浦镇

界浜村，有一间老物件展示屋，里
面摆放着村民们捐赠的老式织布

机、老式挂钟。在松江区新浜镇南
杨村，石泾弄的民宿内，你可以找

到过去喂猪用的石槽、腌咸菜的大
缸、手摇的水磨，“乡音墙”上写满

了松江本地话。在嘉定区华亭镇联
一村，则有一条朴素的“百户石街”

———这是村民的老房子拆除后，每
家每户留下一块石砖共同铺成的，

踏过旧砖，路的尽头就是村民集中
安置的新家。

“随着生活水平提升，人们对
美好的向往、对美的向往愈发强

烈。”余思彦认为，乡村的美学价值
就好像一座桥梁，应当依托乡土现

有的基础，帮助人们重新唤醒、复
原记忆之美。

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华
东师范大学民俗学教授仲富兰提

出了“土地记忆”的概念。“金山有

一个地方名为璜溪，数百年前曾有
一场文坛盛事，名为应奎文会。当

时的著名文人吕良佐向天下‘征

稿’，一时间文士毕至。后来，璜溪

就因此更名为‘吕巷’。”仲富兰说，
“今天的吕巷正在组织这方面的文

史研究。乡村要把人文之美发现出
来，才会有长久的价值，能够打动

人，让人们记住这个地方。”
“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是中国

人的特点。”仲富兰认为，“要把握

乡村的人文美学，千万不能理解成
抽象化、理论家的东西，不能向农

民上课、说大道理。要与当地民俗、
手工制作、传统物产等结合起来再

来创造，重新唤起乡愁。”

文化自觉
乡村之美应区别于城市之美，

更不应千篇一律、千村一面，这已

成为大家的普遍共识。如何“各美
其美、美美与共”？究其根本，本地

传承的历史文化、乡风民俗就是
“灵魂”所在。

在 2019年公布的最新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

单位名单中，上海共有 63家单位

上榜，涉及 55个“非遗”代表性项
目。有农耕社会的民俗风情，如罗

店划龙船习俗、崇明灶画、徐行草
编；有原汁原味的本土技艺，如浦

东说书、奉贤滚灯、乌泥泾手工棉
纺织技艺……

“上海非遗在以农耕文明为主

体的我国非遗体系中独占鳌头，正
是它们折射出这座城市纯正而久

远的文化底色。”上海师范大学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究中心主任

陆建非说，把非遗作为乡村美学的
载体，是一种回归；当然，这种回归

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必须与时俱
进。例如，土布也能衍生出土布旗

袍、土布背包、土布旅游鞋等时尚
产品，在崇明已有相关专卖店。“这

些完全可以在新农村尝试开发。”
即便没有古树古桥或百年技

艺，普通的乡村生产生活也能找到
文化附加值，实现“华丽转身”。余

思彦说起一碗菜饭的故事：“在廊

下镇，通过发展农家乐旅游，原来

自家大灶烧的菜饭，变成了不预约
就吃不上的‘香饽饽’。”他说，乡村

振兴中的产业引领十分重要，文化

自觉与文化自信也很重要。唤醒文
化自觉，能够帮助老百姓发现身边
之美、家园之美。

“我们不能夜郎自大，也不能

妄自菲薄。”余思彦认为，“只有秉
持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看待城市

和乡村所拥有的资源，才能实现资
源的对接，实现文化的寻根，才能

慢慢转化为一种人文素养，转化为
软实力。”

艺术介入
前不久，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

横渡镇举办了一场特殊的艺术展

览。《空山春雨后》的山景，《大地色
彩》的农家劳作，《古巷深深》的传

统乡村建筑记录……作品的创作
者是普通村民，他们用手机拍下了

“我眼中的乡村美好生活”。

这是“上海力量在长三角”举

行的一次艺术乡建活动。在独立策
展人、社区枢纽站创始人王南溟看

来，乡村记忆不是原封不动的保
留，当然也需要创新。“通过艺术介

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构成了一
个对话环境，彼此生长。”

王南溟从事艺术乡建已有十余
年。2010年起，他与团队走过许多

乡村。公共美育让乡村的美丽风景
多了一层艺术家的涂色，提升了村

民的审美品位，也让更多城市人能
在乡村同时感受诗意和艺术之美。

将当代艺术放到农村展示，当

地村民能接受吗？王南溟说起了一
个村庄与钢琴的故事，几年前，他

与团队在山西许村开展了一次免
费的钢琴助学，出人意料的是，报

名人数超出预期。即使是钢琴家早
上独自练琴的时间，也会有孩子们

坐在一旁静静地听。后来，钢琴家
与孩子们一起完成了一场演出。

“人们经常拿村民主体来反问艺术
乡建的价值。能不能从文化平等的

角度，将艺术传入乡村？试验一下，
就有答案了。”王南溟说。

与此相对的，传统技艺能不能
在城市的年轻人之间引起共鸣？近

年来，不少“非遗进社区”“非遗进
校园”正陆续开展。“在一次授课

中，有个女孩向我表达了对纺车的
喜爱。女孩说，通过纺车她好像看

到了黄道婆衣被天下的场景，感觉
可以触摸到祖先跳动的脉搏。”看

到年轻人对非遗如此感兴趣，陆建
非很欣慰，“非遗也许不能成为主

流文化，但总得有一拨人能够读懂
它的意义。”

本报记者 杨洁

    本报讯（记者 李一能）今天上
午，“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新四
军及人民武装陈列馆”开馆仪式，在

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上海
中国人民志愿军纪念广场举行。在

沪老将军和社会各界人士代表 150

余人参加活动。展馆展出了众多珍

贵的抗战文物，许多展品背后都有
着一段传奇故事。

永福园“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

军、新四军及人民武装陈列馆”，展
示面积 1200平方米。其中珍贵的抗

战文物 60余件，有关抗战文献、书
籍 300余件。上海永福园总经理徐

汶强告诉记者，此次开放的陈列馆，
是上海永福园“烽火岁月中的人民

军队”系列五个纪念馆之一，在原有
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基础进一步提

升展馆内容，比较全面地反映“烽火

岁月的人民军队”，于今年 9月完成

改建，今天正式对外开放。
在诸多展品中，一把日军骑兵

马刀格外引人注目，正反面都写有
汉字，分别是“天皇昭和十五年”与

“佐佐木第四骑兵中队”，它的捐赠
者是今年 90岁的空军老英雄孙佑

民，这是他 12岁时在一场混战中缴
获的战利品。

另一件有趣的展品是一块小螃
蟹的化石。一位叫卫玉龙的抗日老战

士，曾经参加过一场激烈的战斗，炮

弹爆炸后飞石横溅，一块奇怪的石头
被崩到他的面前，仔细一看，居然是

一只“石头小螃蟹”。于是此后卫玉龙
一直将螃蟹化石带在身边，作为幸运

物与战斗纪念珍藏了几十年，并在晚
年捐给了永福园“抗战陈列馆”，通过

展品向观众分享他的抗战回忆。

人
文
篇

寻根土地记忆
温暖底色如何延续？

在轨交 16号线惠南东站出口，有一
座造型别致的木制心愿桥。这是连接城
市与乡村的“转换节点”———暂别高速驰
骋，一转角就能邂逅慢生活，与迎面而来
的大片金色稻田撞个满怀。

桥的那头，坐落着上海市乡村振兴

示范村浦东新区惠南镇海沈村。这是
2021 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的参展样本
社区之一，也是艺术季第一次在乡村设
立分会场。漫步稻田栈道，欣赏秸秆艺
术，寻觅沪乡空间……这个假期，不少家
长带着城里孩子体验农耕生活，也有老

人特意赶来重拾乡愁情愫。
上海的城市文化繁荣发达，但回溯

历史，乡村仍是文化之根。寻根土地记
忆，这片温暖底色如何延续、焕新？当传
统乡村遇到当代艺术，又会碰撞出怎样
的火花？

上海永福园“抗战陈列馆”升级开馆

珍贵展品重现烽火岁月     用了一年多的床垫，挂在二手

平台半个月， 价格从 40元降至 1

元，仍无人问津；旧的大衣橱想扔

掉，却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二手
家具等大件生活闲置物品，现在成

为了不少人日常生活中的“烫手山
芋”，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代扔”

的有偿服务。

废报纸、易拉罐可以放入可收
回垃圾桶，旧家电、旧手机也有人

愿意回收，然而像旧家具等大件生
活闲置物品， 因为回收附加值低，

加上运输成本大，而让人犯难。 曾
有人做过这样的计算：一套家具的

拆解时间大约在半个小时左右，但
可回收的部分价值往往很少，像废

旧床垫， 可卖的部分主要为弹簧，

价格只有四五元，其中海绵的价值

就更少了。

如果只是算小账，大件生活闲

置物品的回收确实不划算，但是从
可持续发展以及“碳中和”的角度

来看，这些闲置物品回收的意义却

非常大。 如果将这些物品通过压
缩、焚烧等进行处理，不仅会浪费

其中的可用资源，更会产生大量的
碳排放。 因而，建立大件生活闲置

物品回收利用的全链条，让它们发
挥“余热”，就显得格外有意义，这

也是绿色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财富，特别
是旧家具等大件生活闲置物品还

是有一定的再利用价值，当务之急
就是要多管齐下降低回收的成本。

来自上海市绿化市容部门的统计
数据显示，目前，上海共有 1.5 万

个可回收物交投服务点、201个中
转站、10个集散场，可回收物回收

体系的框架基本形成。其中的一些
中转站已经具备将大件生活闲置

物品集中破拆，将其中的有价值部

分按不同材料类别进入再生资源

回收体系分别循环利用的能力。政
府有关部门可以通过税收杠杆，引

导更多企业加入到疏通大件生活
闲置物品回收的“最前一公里”中，

降低从家里到垃圾中转站的运输
成本。

对于有条件的小区，可以建立

大件生活闲置物品的回收“驿站”，

除了集中堆放之外，更可以定期举

行社区居民的闲置物品交流活动，

在确保卫生、安全的前提下，让这

些废旧物品“起死回生”。

只要人人都能出一份力，贡献

一份智慧， 不断地探索新模式，大
件生活闲置物品回收就一定能实

现资源投入最小化、废物利用最大
化和污染排放最小化的目标，让我

们的生活更加“绿色”。

大件闲置物处理
要算“长远账” 方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