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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评

本报讯（记者 孙佳音）以“赋能未

来”为主题的第二届“文创上海”创新创

业大赛今天启动。本届大赛推出“智能

未来+”“原创内容生产+”“文创赋能时

尚消费品+”三条主赛道和“音乐创新+”

特别关注赛道，旨在激发文创企业创新

活力，挖掘和培育优秀文创企业和创新

人才，推动上海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文化创意产业中心。

去年10月，首届“文创上海”创新创

业大赛暨外滩创客大会启动，共有400

余家企业报名参加，决赛于2023年4月

进行，最终35家企业获奖。赛后，市文

创办牵头会同市文促会制定服务举措，

为获奖企业提供系列配套服务，为所有

参赛企业提供专业指导和服务支持。半

年过去，瑞虹天地月亮湾的《疯狂理发

店》和北外滩来福士的《里弄1992》已成

为上海演艺新空间的品牌项目。

第二届文创大赛是对首届大赛的延

续和升级。相较于第一届大赛，本次大

赛采用了“3+1”的赛道设置，更好地契合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新动态。其中，三

条主赛道关注数字文创、时尚设计、内容

IP、文化消费等产业热门领域，涵盖了文

化创意产业的主要方面。特别关注赛道

“音乐创新+”，则是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发

展中展露的新兴趋势，重点关注音频底

层技术创新、音乐前沿科技应用场景创

新、传统音乐文化创新赋能。

据介绍，本次大赛提升了大赛的辐

射范围，完善了大赛的评选流程。在参

赛团队方面，今年设置了初创组和成长

组两个组别，同时将在成都、长沙等多

地进行不同形式的联动。同时组建更

有实力的评委团队，引入更加专业的评

分体系，为参赛团队提供更加精准的指

导和支持。大赛还新增了行业沙龙、工

作坊、实践营等多样化的互动环节，创

立“文化赋能消费品成长计划”，让企业

与政府、企业与专家、企业与投资方有

更多深度交流的机会。大赛分为初赛、

复赛、决赛三个阶段，明年4月将在上

海决出所有奖项。获奖企业将得到投

融资对接、落地入驻、宣传推广等全链

路服务体系支持，并在符合政策条件的

基础上，优先享受各类扶持资金、社保

补贴等政策。

大赛由市委宣传部、市经信委、市

科委、市人社局共同指导，市文创办主

办。

文创在上海，是国际文化大都市建

设的有力支撑。统计数据显示，文化创

意产业为上海每年贡献  %以上的生产

总值，    年的总产出达到  .  万亿

元，从业人员人均产出达    万元。文

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上海经济体系中不

可忽略的构成，并在长三角国际文化产

业博览会等活动的推动下，让上海更好

地辐射带动长三角发展、服务新发展格

局。

文创在上海，更是每一位普通市民

的切实获得。从江苏路的“粟上海”到陆

家嘴的“星梦停车棚”，巨幅墙绘、楼道美

化、自治花园等文化创意产品让社区充

满艺术气息；越来越多的开放式文化街

区已成为“网红打卡点”，也成了创新交

流、生活美学、艺术创造的集聚地。由南

市发电厂改建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全球第二座没有地图的大型数字美术

       无界美术馆等文化场馆，定期

为市民们带来精彩的文化展览……此外，以“海阔市集”为代

表的全国性非遗文创市集也在上海生根发芽，以茶会、展览、

交流为载体，多元化的文创产品凝聚了这座城市的温情；“守

白艺术”以上海城市和江南水乡为主题元素，设计出琳琅满目

的海派艺术创意品及文创伴手礼；借助数字孪生技术，“行走

上海”   推出优秀历史建筑全景漫游功能，让市民身临其境

了解它们的前世今生与人文故事。

“文创上海”，是一次创新创业大赛，更是上海面向新发展

阶段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积极探索文化创意领域的新技术、

新业态、新趋势，不断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上新台阶的不懈

努力。

第二届“文创上海”创新创业大赛今启动

新增互动环节
实现多地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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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一场

从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展览正在

明珠美术馆进行。这个名为“生

土礼赞”的艺术展对“生土”这一

传统生态材料进行了当代的探

索。6位中外艺术家的32组百余

件展品涵盖了装置、模型、标本、

影像、绘画等多种媒介。许多作

品是艺术家根据展览场地的现场

创作，有些泥土甚至尚未干透，不

同的作品带着水隐去时的印记，

赋予艺术品传统水墨般的时间凝

固感。

在起始篇章“土的诞生”中，

100种颜色的土样放置在方格矩

阵里，260余种从全国各地采集

的土样在生土瓶中整齐陈列，还

有手工夯筑成形的多彩生土圆柱

等展现现代生土建筑实践的创作

之源。

日本艺术家杉﨑晴菜此次在

明珠美术馆现场创作的“远古‘织

梦人’”系列绘画作品（见上图）共

7幅，以土为颜料，描绘鹿、野猪、

太阳、岩石等自然生灵与土地的

精神，让人联想起人与自然共存

的原初状态，极富生命力。

谢文蒂是一位用玻璃进行创作的艺

术家。作品的主体部分由玻璃和陶瓷制

成。如动物的角一般、如带刺的植物似

的，或像手和手指，上下相连，

仿佛是表现地下与地面各自

不同方向的生长。尤其是玻

璃部分，经由镜子，影像会被层

层放大。

土可以变成颜料、变成房

屋、变成陶器，也可以变成玻

璃，还可以穿在身上。瑞士艺

术家卡特娅 ·辛克用水泥制成

了一件女式礼服，由她本人穿

着并进行了表演。当然，艺术

家讨论的目的不是制作可以穿

着的衣服，而是通过与矿物质

的对话、与自然的对话，来考察

我们的身体以及对周遭环境的

反应。

艺术家苏咏宝的作品中姜

黄、生姜、当归等中药材的各种

根茎在空间中随处可见，这些

植物药材悬在高处，参观者步

入其中，可以呼吸到土壤以及

从土壤之中生长出来的那些植

物的气息与味道。这个作品与

苏咏宝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小

就在中医的药材与气味中长大

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在艺术

家眼里“中医的原材料是从大

地汲取养分的植物，作为自然与人体的

媒介物，可谓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

展览将持续至2024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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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昨天在上海书城福

州店进行的一场特殊的阅读活动，让这个寒风

凛冽的下午充满温暖。本次活动是2023上海

市残疾人读书系列活动的第四场，虽然书城外

的气温已至零下，但是书城内，参加活动的残

疾人和读者却通过阅读海派故事，体味着城市

温度。

现场的嘉宾在“环沪行阅读地图”上海书城

福州路店位置盖下最后的“环沪行专属印章”，寓

意2023上海市残疾人读书系列活动的收官。上

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教授王苏和全国自强模范韩

颖也来到了现场，他们以对谈的形式，探讨了海

派文化在当今社会的作用和意义，感受了海派文

化中的温暖与包容。她们还共同为大家演绎了

配乐诗歌朗诵《寻找一盏灯》。

活动由上海市残疾人读书指导委员会主办，

上海市残疾人文化体育促进中心即上海特奥竞

赛训练中心承办，新华书店 ·逆光226协办。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筹备半年之久的“当
代海派名家 ·双人展系列”日前在刘海粟美术馆

迎来第三波展览，这次的主角是上海一老一少两

位知名艺术家——张培成、丁设。在上海成长的

两代艺术家形成传统与创新、抽象与具象的艺术

对话，此前登场的杨正新与王劼音、张雷平与何

曦这两波双人展，已取得了不俗反响。

此次双人展是两位海派艺术家个人最新力

作的展示。1948年出生的张培成曾任刘海粟美

术馆馆长、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此次受邀参

展，主要呈现了《洪荒世界》和《绚烂》两个新系

列，《洪荒世界》聚焦原始社会人类生活，黑白水

墨着色简洁，画面充满古朴、苍凉之感；《绚烂》则

以当下都市生活为题材，同样以水墨绘制，但用

色鲜亮生机勃勃。

艺术家丁设的参展作品数量有限，但作品涉

及的媒材极其丰富，包括绘画、装置、手稿以及数

字作品。驾驭不同的材质，来表达黑白抽象，这本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展出作品的材料包括亚麻

布、铝丝装置、数字影像、霓虹灯管、银盐胶片等。

“当代海派名家 ·双人展系列”由上海视觉艺

术学院联合刘海粟美术馆共同策划。策展人、上

海视觉艺术学院美术学院院长石墨教授说，希望

它在未来五年成为跨学界、跨业界、跨媒介的对

话平台，把执着于创新的上海艺术家带回大众视

野，同时呈现他们一路走来的探索。

海派名家双人展开启第三波
张培成丁设在刘海粟美术馆登台

在一场特殊的阅读活动里
感知城市温暖

打响 品牌上海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