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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民间文

艺家协会主席李守白是海派剪纸艺

术传承人，他的作品《上海童谣》《外

滩印象》等独具海派特色，记录并传

递着属于上海这座城市的味道。在

他的童年记忆中，春节是喜庆团圆

的，也是充满烟火气的。“我们小时

候过年，各种年货都是自家亲手做

的。炒瓜子、腌咸肉、做蛋饺，忙忙

碌碌、热热闹闹。但不可否认的是，

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家庭已经失

去了许多传统春节的乐趣，不过，这

可以通过城市公共空间和公共文化

的供给来补足。”

李守白曾经在新加坡工作生活

了近10年，当地的牛车水（新加坡

唐人街）在农历新春前会开出年货

市场，热闹非凡，还有摩肩接踵的新

春花市，带来浓浓的中国年味儿。

“传统节日是传承优秀历史文化的

重要载体，习俗丰富、寓意深远，我

们在传承的过程中不能做减法，而

是要做加法。”

他建议，上海应该积极打造“大

都市语境下的民间艺术展陈”，把反

映传统节日、二十四节气等内容的

展陈串联起来，再增加一些上海独

有的地域文化元素，可以是综合展

也可以是综合馆，进行集中展示。

“上海许多商场也会做新年展陈，以

年货售卖为主，但在文化层面上比

较浅，也比较散。特别是对于青少

年来说，我们可以通过潜移默化的

节日活动，让他们更深刻地了解中

国传统文化，把它发扬光大。”

每年春节是各地游客来到上

海、深入了解上海本土文化的最佳

时机，尤其今年春节前，随着电视剧

《繁花》热播，老上海繁华地标转身

成为了新时代网红打卡地。

如何让文旅地标在传统节日中

红得更久、更深入人心、更有生命力？

上海市政协委员蒋婵认为，《繁

花》热播引起的怀旧效应，正是上海

进一步挖掘本土文旅地标资源的潜

力。她建议，打造黄河路上海风情

一条街，在春节等传统节日里组织

巡游、集市等活动，不断提升消费热

度；支持入驻商家做精做强，扩大经

营商铺范围，引进老上海传统品牌，

如餐饮点心、服装定制、文艺表演

等，并在租金、税收和软硬件等方面

给予优惠支持，将黄河路作为重要

旅游资源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推广；

以黄河路为背景，进行多元化、大众

化文化创作，将现代流行元素注入

老上海风情之中，保持传统文化的

新鲜度和生命力；积极完善停车配

套系统，提供交通便利，对人流进行

规范管理，提供重大活动保障。

上海市政协常委、华东理工大

学教授安琦则提出，除了城市道路、

商场、菜市场、旅游景点等公共空

间，还可以动员街道、居委会、社区

在传统节日来临时，为社区空间增

加一些节日元素。比如春节，不仅

可以在豫园开展花灯游园活动，每

个社区也可以张灯结彩，有组织地

开展写春联、送春联、贴春联等活

动，让青少年感受身边的喜庆氛围。

申城年味如何更浓？

春节之于

中国人，是头等

重要的节日。

一声“过年”，总

能牵动我们心

头最温馨的情

愫。阖家团圆

的除夕夜、舌尖

上的年夜饭、精

彩纷呈的春晚，

缺一不可。

而在上海，

平日里来自世

界各地、全国各

地的人群汇聚，

充满活力，每到

春节反而会安

静下来，很多人

暂时离开，腾出

一个“原本”的

上海，露出繁华

背后安静的一

面。随着龙年

新春将至，今年

上海两会期间，

多位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谈起

了自己关于过

年的记忆，共同

探究如何让上

海的年味更浓

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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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潜力 让文旅地标“红”下去

上海市政协委员、东华大学时

尚创意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潘瑾

说：“虽然小时候大家都不富裕，但

总是对过年充满期盼，因为只有在

那个特定的日子才能穿上新衣服、

吃上平时吃不到的东西。春节是孩

子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种折射，

这种向往带着特定的时代印记。如

今随着生活越来越富足，人们对吃

穿都变得习以为常，年味也就变得

淡了，儿时那种期盼的心情也很难

再现了。”

新时代，怎么让春节更有年

味？在潘瑾委员看来，要把以前小

时候对吃穿的向往，化作现在的孩

子们、年轻人对更美好未来的向

往。“美好的未来，不仅仅停留在物

质层面，更应该追求精神层面的感

知和体验。”

人们常说，传统节日是“活着”

的文化，但随着传统节日赖以支撑

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发生重大变化，

加上许多节日庆祝方式如燃放鞭

炮、拜神祭祖、逛庙会等更多地局限

于农村，生活在城市的青年人普遍

缺乏节日参与度、仪式感和体验感，

节日对年轻人的吸引力逐渐下降。

上海市人大代表、团市委副书

记、市青联主席邬斌表示，青年是

文化传承的希望，是坚定文化自信

的关键主体。他认为，青年对传统

节日的“冷漠”需引起重视，要增强

文化认同，建议同步构建学校、家

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传统

文化教育体系。学校作为教育主

阵地，应该强化对传统文化内涵的

阐释，让传统文化进课堂、让民俗

进校园，相关部门可给予一定的资

金支持和资源倾斜，鼓励学校加大

投入。同时，以家庭教育和社会教

育作为补充，鼓励家长言传身教，

动员呼吁社会力量参与，推动成立

相关民间组织，做好对民俗节日活

动的政策推动、组织引导和调查研

究，这样对于传统节日就能“知所

从来”。

邬斌建议，充分运用现代传播

渠道，加大传统节日宣传力度，在春

节、元宵、清明、端午等传统节日和

“五四”“七一”等重要时间节点创作

节日海报，制作新媒体产品，加强节

日氛围渲染；贴合年轻人社交特点

和消费特点，组织开展龙舟赛、重阳

登高等节日活动，鼓励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工艺大师等研发更多

符合现代消费者口味的节日食品和

手工艺品，融合民族性与现代性，让

传统节日“潮”起来、“火”起来。

“当代年轻人见多识广，能接触

到的信息非常广泛多元，所以更要

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告诉年轻

人，通过传统节日来增强文化自信，

表达对文明精髓的崇敬，把更多创

新的点子赋能传统节日，加强文化

传承。”潘瑾表示。

“作为文化创意产业工作者，我

们也经常在思考，如何在传统中加

入创新玩法和创意表达。”在她看

来，历年的豫园灯会就是对传统节

日再创新的一个很好的诠释。

作为中国民俗文化的代表之

一，豫园灯会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上海最早的灯会始于汉

代，城隍庙、豫园一带灯会则兴盛于

明清。自1995年豫园商城开始承

办灯会，每逢新春佳节，城隍庙、豫

园一带人山人海、千灯启明，盛况延

续至今。

灯海璀璨，点亮的是中华文化

大美，亦是人们对“年”的期盼。去

年，豫园原创月神兔灯笼曾一灯难

求，今年推出的国风龙灯上架即热

卖。除文创产品外，豫园片区为市

民游客准备了外滩枫径市集等一系

列互动活动。此外，今年适逢中法

建交60周年，豫园灯会首次跨国举

办，东西辉映，把承载着中国悠久历

史和丰富文化内涵的传统艺术精髓

输出到了法国，受到当地游客的追

捧，成了最热门的打卡点。

“创新，更多要体现在节日的呈

现方式、庆祝方式，以及内容和表达

上，‘古为今用’。”潘瑾表示，“通过

创新的设计、视觉的表达，结合高科

技光影技术，豫园灯会让传统走进

年轻人的当代生活。”

在李守白看来，创新还要“不忘

本来”，在多元文化交流互鉴中坚定

文化自信。他建议，进一步推动对

外交流，以融通中外文化的新概念、

新范畴、新表述，描绘中国故事、传

播中华文化。“例如将中国传统节日

与漫画、CG绘画等现代艺术形式相

结合，对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起源

进行解读与艺术创作，通过一个个

中国节日，让世界读懂中国符号。

同时，加强民间戏曲、音乐、歌舞、曲

艺的创作，推动非遗传承人、民间艺

人、技艺大师等参与各类跨国交流，

对外输出更加鲜活、灵动的中华文

化，感受中国作为文明大国的创造

力、凝聚力。”

拓渠道 让传统节日“潮”起来

添创意 让文化表达“新”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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