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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日，我们将迎来我国第七个“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此番主题为“文物保护利

用与文化自信自强”。

曾经为玲娜贝儿做定格动画的刘劢，正

在琢磨如何在嘉定徐行草编或药斑布扎染

等非遗项目中，选择一个做定格动画，让非

遗项目“活”起来。法国太阳出版社签约漫

画家马毅，则钟情于国家级非遗龙泉宝剑锻

制技艺，正在思索以龙泉宝剑为主题，创作

新作品……上海市动漫行业协会联合上海

视觉艺术学院发起并正在推进的“非遗新

生”特展，是一次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的尝试，旨在为传统文化的

时尚表达探索、寻路。 月   日遗产日之

际，将于静安区文化馆举行该项目的首次主

题沙龙活动，来自全国的  多位非遗项目传

承人——“非遗二代”“非遗三代”，将与来自

动画、漫画、游戏、潮流玩具等不同流行艺术

领域的年轻艺术家和团队“对接”，双方自由

组队，以龙年为主题进行联合创作。预计9

月完成“非遗新生”新作，要点是基于优秀传

统文化元素，符合活态传承要求。

中华文脉“基因库”，融于全国各大博物

馆、图书馆、文化馆等文化地标之中。日前

免费向公众开放的“玉楮流芳——上海博物

馆藏宋元古籍展”，是首个馆藏宋元古籍大

展，精选了宋元时期  部写本、刻本、拓本，

折射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高峰之一宋元

时期，在古籍发展上的黄金时段。特展依然

配置文创产品，可以让观众把“文脉基因”带

回家，其中包括以《梅花喜神谱》《淳化阁帖》

等为主题元素的各类文具等。而正静卧在

上海船厂旧址 号船坞内的长江口二号古

船，正在进行考古与保护阶段。这艘沙船承

载的是上海的历史文明与文化记忆，以及

海上丝绸之路之上，文明交流互鉴的硕果。

上昆前阵子复原了  出全本《牡丹亭》，

率全国之先。与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比

肩的中国戏剧大师汤显祖曾说：“一生四梦，

得意处唯在《牡丹亭》。”郭小男导演在已故

剧作家王仁杰所编的  出的基础上，复原、

扩编到  出，让观众看到了比“情不知所以，

一往而深”更宏阔的明代社会风貌、人文历

史脉络，以及在这一大背景下，人性的可

贵。加之，该剧服化道和舞台布景等均追求

包含优秀传统文化审美的现当代表达，故而

深受青年观众追捧……

本报早在    年初起就开设“让传统文

化活起来”专栏，聚焦文博、戏曲、非遗等蕴

含传统文化的文脉传承与时代创新的新案

例、新思路、新作品。日前本报主办的市民

读书会第  场活动，又邀约了作家、知名学

者韩可胜，主讲“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

慧”。这一主题也是“夜光杯”品牌系列中，

线上线下都颇受欢迎的知识悦读活动。

新征程上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的文艺工作者，肩负着以更艺术的手法讲好

中国故事的历史使命，肩负着在新的起点继

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我们期待着

更多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

代的新生！

无须早起，系统顺

畅，第25届上海国际电

影节电影展映昨天中午

12时线上开售，一小时

内卖出的票比往年两个

小时还多50000张。影

城排队，兴致盎然，线上开票两小时后，41家

展映影院的线下售票启动，影迷过节的仪式

感不输往年。

线上一小时售罄425场
为了让影迷安心抢票，今年上影节的线

上售票开票时间从以往周六上午8时，调整到

周五中午12时。考虑到今年上影节线下板块

全面回归（共计395部展映影片，1467场放

映），正式开票前，上影节指定售票平台淘票

票的上影节技术保障小组，一直在对平台进

行压力测试。在60多名工程师的专项支持

下，经过系统升级和相关技术保障，上影节活

动页入口每秒可支持10W+次请求、核心购票

链路每秒可支持2W+次请求，能够为观众提

供更为平稳的购票体验。

根据官方发布的一小时售票战报，今年

在首小时共有25.6万人同时参与，开票一小

时，出票量达30.9万张，售罄场次425场，占总

场次近三成。除去2020年、2021年影院限制

最高上座率，此前2018年和2019年开票两小

时后均售出近25万张影票。从实际感受来

看，系统更稳定、更流畅了，但热门场次的抢

票难度不降反升，《悲情城市》《杀人回忆》《教

父》《不》《亲密》《乱世佳人》《末代皇帝》《英雄

本色》《月球时代白日梦》等热门影片在一分

钟左右几乎售罄。

线下排队仪式感满满
为了让不擅长用手机购票的老年影迷也

能更便捷地观影，各大展映影院在网络售票

启动两小时后，开放了线下购票渠道。不少

影迷顶着日晒赶到主会场上海影城，排着队、

聊着天，他们说，这才有“电影节的仪式感”。

“除了买电影票，还想看看装修一新的上

海影城，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子。”今年86岁的

李先生，早早来到了影城，“原本是住在影城

附近的，现在搬家离得远了，但我每年都来这

里看电影节的电影。”他用现金买了两张6月

15日的影票，“到时候和我爱人一起过来，对于

看什么电影，其实我们没有太多要求。售票员

说新的一号厅很好，到时候再来感受一下。”

有意思的是，购票现场还有不少不排队

买票的人，他们来影城前大多抢到了心仪的

影票，来到现场要么是想错峰取票，要么是想

“赶紧拿到实体票好在朋友圈炫耀”。其中就

有从1993年第一届电影节开始，至今从未漏

掉任何一届的资深影迷梅海星，昨天他出现在

上海影城，“已经线上抢好票了，就是来影城把

票打出来。”拿着一厚摞新鲜滚烫的影票，他说

来见见老朋友，感受一下电影节的氛围，“特

别开心”。 本报记者 孙佳音

一撮小布料、一个小胸钩、一卷小麻布、

一块小顽石、一点小羽毛……这些看似平常

到不能再平常的“无用之物”，你想过它们变

成一幅绣画、一个香囊、一串项链、一顶香炉

吗？昨天上午，“江南民艺 ·无用之美——

非遗时尚美学艺术展”在思南公馆“时区画

廊”揭幕，“无用之物”在艺术家的妙手下，

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美感和灵动。

一枝一叶总关情，顾绣《衙斋听竹图》有

着浓郁的文人水墨画特色，无论是墨的五色

还是浓淡枯湿，都在针与线的表达中精彩诠

释；静室一炉香，虚窗一杯茶，精工香炉《袅 ·

妙》让人在纷繁中偷得属于自己的一方身心

净土；恰似花枝穿窗而出，亦有半隐半现的

意境，《十二花神》绒花作品系列，除了采用

传统工艺制作，还结合古代流传下来花朝节

中的十二花神进行创作……非遗、民间手工

艺在常人印象中多是古旧沧桑，而这次参展

的7位艺术家平均年龄不到45岁，来自市

级、区级非遗传承基地、工匠世家、美院艺术

孵化基地和传习所，师承名家，自幼学习。

他们凭着发现生活美的眼力，通过手艺的再

造，材料的融合，色彩的和谐，让我们看到了

日常的人之美、物之美、自然之美。

“此次活动首次从传统展馆移到思南公

馆这样一个沪上时尚潮流地标举办，就是希

望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体验非遗技艺和民

间传统工艺之精美，给生活带来小惊喜、注

入仪式感。”活动指导单位上海市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还将邀请更

多优秀青年文艺人才加入中华传统文化的

传播推广，以“小而精”“短频快”的活动形

式，与商圈、社区、民营美术场馆、文化活动

中心等深度合作，为钻研技艺、潜心创作的

青年艺术家、非遗传承人搭建一个“高光”的

展示平台。

此次“江南新民艺”活动从6月2日持续

至18日，既有“江南民艺 ·无用之美——非

遗时尚美学艺术展”的静态展览，同时在展

期内，陈华琼、张超、郑会雄、熊景、孙一平、

李浠、罗文荣等参展艺术家每天还将开设现

场导赏和手工艺体验活动，逢周末，还将邀

请戏剧、杂技等青年艺术家与观众近距离交

流互动。 本报记者 孙佳音

期待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新生
□ 朱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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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民艺

自然之美

上影节昨开票，线上线下售票火热
抢的不只是票，更是满满的仪式感

去
赏
品

活起来传统文化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