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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
乡
风
情

    “老雄鸡喔喔啼，飞到娘舅拉竹园里”。流传于浦

东惠南镇周边的童谣里，藏着一派田园风光。如今的

乡村，是不是仍是旧时模样？“每隔一年半载回家，都

会发现家乡的变化特别大，次次有新的惊喜。 ”惠南

镇海沈村村民、自行车奥运冠军钟天使说。 当下，刚

开幕不久的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海沈展区又将艺术

引入乡村，以“新时代 新乡村 新生活”为主题，为村

民送上可欣赏、可触摸的“美”。

迷
人
眼
醉
人
心

    在这里来客可以登上

稻田边的观景台，俯瞰 42

亩的巨幅主题稻田画，也可

以走入田间，在稻田里深深
呼吸泥土的芬芳。不仅如

此，无论你身处村庄何处，

都会有不同品种的花卉映

入眼帘，它们在屋前，在窗
口，点缀着白墙黑瓦。在许

多人过往的记忆中，村宅路
边的蚕豆花和野花才是乡

村的主色调，而如今，那些
村民自种自栽、村里配种的

鲜花小景，已成了崭新的主

色调。在海沈村，大大小小
的景观随处可见———废旧
轮胎做成的创意装饰点缀

在村里的角落，构成独特风
景；用钢管、轮胎等焊接成

的巨型自行车雕塑，诉说着
村里走出的奥运冠军的故

事……这些都是乡村与文
创碰撞出的火花。

海沈村的南入口处，由

乡俗馆改建而来的沪乡空
间里正在举办名为《沪乡记

事》的展览（见右图），通过
由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

店出版的同名纪实作品《沪
乡记事》中的书籍摘句、本

地谜语、儿歌、谚语和老照
片的创意展陈，让人体悟多

彩的沪乡文化。上海的土

地，有九成是郊区土地，在

这里，“乡谚民谣唱着庄稼
的兴衰，红白喜事画着生命

的枯荣，左邻右舍轮番登
场，四时风光交相更替，那

是不同于万国建筑群的另
一种风情，是沪乡。”空间的

墙上书写着作者沈月明对

于故乡的深情，他历时一
年，重走家乡的角角落落，

查阅大量史料，记录下鲜为
人知的历史地理知识，一段

段传承的乡风民俗，还有温
暖熟悉的沪语方言，复活了

这一块不该被忘记的上海

记忆拼图。

“外滩最美穹顶”下，爵士乐在跃动
    本报讯 （记者 赵玥）2021林

肯爵士生活节日前首次在南京东路
新地标———外滩 ·中央内庭启幕。

本届林肯爵士生活节在近 4000平
方米的玻璃穹顶下，打造了一场融

音乐、艺术、教育、生活为一体的音
乐盛典。

首次亮相户外舞台的林肯爵

士乐上海中心大乐队为广大市民

带来了原汁原味的大乐队演出。刚

成立不久的乐队由全明星阵容组
成，由深得九次格莱美获奖艺术家

温顿 ·马萨利斯首肯的中国著名爵
士乐手黄野担任乐队队长，在三天

演出中分别呈现了各个时代最有
代表性的爵士大乐队曲目，并对经

典进行了重新编排及配器。

此外，2021林肯爵士生活节还
带来了更多新鲜有趣的高光时

刻———第一次在内庭舞台上演年轻
观众喜闻乐见的时髦脱口秀，人人

可创作的多轨音乐互动打卡墙，满
载老上海建筑风情、声光电三重观

感联动的裸眼 3D光影秀，互动体

验极佳的多主题风情巡游，联袂沪

上知名国际学校和艺术机构上演的
少儿乐队演出等等。

爵士乐的灵魂在于现场，魅力
在于即兴，就像生活一样，每天都

在上演着不同的故事。生活节通过
“爵士乐”与“生活”的沟通，让更多

的人关注爵士乐、了解爵士乐、热

爱爵士乐，更让音乐所拥有的超越

国别和语言障碍的魅力展现得淋
漓尽致。

相较以往，第四届林肯爵士生
活节规模更大、演出形式更加丰富，

成为传递爵士风情、外滩风情的艺
术名片。作为上海“演艺大世界”成

员之一，中心剧场融汇了上世纪 30

年代新欧陆古典主义风情和当代都
市艺术时尚气息，为来自全世界的

爵士音乐家和观众创造了一个零距
离交流的空间，深得爵士乐爱好者

们喜爱。

手记记 者

    一回身，发现沪乡空间的一面

墙上，装饰着一块块色彩纯净的浦

东土布，据《南汇县志》记载，浦东土
布编织始于明代，特别是浦东围海

造田的盐碱地土质为种植棉花提供
了得天独厚的根植环境，泥城镇的

棉花生产多年名列全国第一。人们
在长期的植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

浦东土布制作技艺。妇女们坐在织

布机前“唧唧复唧唧”的画面是浦东
乡村永恒的记忆，透着拙朴、牵着乡

愁的土布蕴含浦东人的审美情趣，
深深融入浦东文化与历史，温暖和

美化了一代又一代村居生活。
浦东土布唤起人们对昔日生活

的记忆，女设计师施军燕还将原本

破旧的小院重新设计改造成“海沈
记忆”馆，里面陈列着老布、纸扇、缝

纫机、凉帽、蒲扇等，门前屋后干净
整洁，打造新时代的乡村美学。伴

着夕阳留在窗台的斜影，你是否又
开始在回忆的路上徘徊？

不仅仅在海沈村，浦东好几个

镇的农村，都有土布的展示空间，
在新场镇新南村乡创中心周边的

村户中，基本每一位 50岁以上的
本地妇女都会织布，她们扔梭子、

踩踏板、拉绳框，不厌其烦地重复
着这些动作。前些年，织布机还被

乡亲们视为“老古董”，在村里几近

消失，现在，土布却成为一些高定
设计师的新灵感。设计师王云接触

到浦东土布后，从原本的无动于衷
到现在的深深迷恋：“我觉得浦东

土布有很多可以挖掘的文化内涵，
经纬之间幻化无穷，太美了，值得

被更多人了解、接受、喜爱。”周浦
美术馆正在进行的土布展览（见上

图），让人对于土布的今昔更加了
解，“土布不土”的概念深入人心。

浦东乡村的美，让越来越多的
人，怀揣着梦想，走进乡村、回到乡

村，留在乡村参与建设。
本报记者 徐翌晟

希望的热土
    在《沪乡记事》作者沈月明的童

年时代， 海沈村还是一个贫穷的农
村，现在，上海绕城高速临近海沈村，

旁边就是地铁 16号线惠南东站 （见
左图），不管是开车前往，还是地铁到

达，去海沈村都十分便利。

村里也有了咖啡店。 今年 8月开

张的“屋里厢咖啡”虽然不大，却显得

格外温馨，暖色调的木质桌椅、悬挂
在窗口的 LED氛围灯、 手绘的价目

表和菜单……游客可以坐下喝一杯

咖啡同时享受田园韵味；附近村

民也在闲暇时分来喝杯咖啡、

吃块蛋糕，感受城市生活。

咖啡馆的主人王馨怡，是上海工

艺美术职业学院室内设计专业大一
学生。 每逢节假日，咖啡馆里就能看

到她穿着围裙，忙前忙后的身影。 王
馨怡不是海沈村人，只是在一次偶然

的参观过程中被海沈村所吸引，成了
村里年纪最小的“乡村创客”、新“海

沈人”。

文化的灵魂，产业的支撑，让海
沈村的土地上，集聚了不少这样追寻

梦想的身影， 有来自外地的年轻人，

也有不少重归故里的海沈人，大家共

同在这片希望的热土开创未来。

徐翌晟

乡村不“乡”1

土布不“土”2

让让日日常常生生活活 美美起起来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