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刚

新民随笔

蛇年春晚，前方高能

年轻粉丝众多、二次元含量超高

的B站，成为春晚独家弹幕视频平

台。除夕夜，将首次出现“满屏弹幕

与歌舞小品同框”的景象。新潮弹幕

牵手经典春晚，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弹幕为何惹人爱？一为找到共

鸣。与陌生人在云端交流呼应，小心

“前方高能”（指即将出现或精彩或刺

激的画面），寻求自我认同。二为添

点乐子。点赞、吐槽、抛梗……几句

调侃，逗乐彼此，弹幕往往比原视频

还好看。三为消磨时间，真正高质量

的好内容有限，没必要全神贯注地盯

着，不如把精力留给有趣的弹幕区。

的确，高手在民间。擅长玩梗

的段子手早已蓄势待发，灵光乍现

的即兴点评，可能比某些节目更欢

乐。多了弹幕选项的春晚，平添趣

味和互动。但也有人担忧，万一吐

槽太猛，画面会不会失控？甚至建

议B站转播春晚时关闭弹幕。

恐怕多虑了。一方面，要对春

晚的开放包容有信心，既然抛出了

“与弹幕平台合作”的橄榄枝，就不

会自缚手脚；另一方面，也要对平台

的审核把关有信心，会主动过滤恶

意攻击、拉踩引战等内容，营造善意

的互动环境。

春晚正面临观众流失的危机，

铁粉的年龄越来越大。此番与弹幕

联姻，应是想吸引更多年轻人。而

受不了满屏文字的朋友，可以继续

选择在电视大屏前共享合家欢。

近五年B站年度弹幕分别是：

“爷青回”“破防了”“优雅”“啊？”

“接”。脑补今年除夕夜，这些词可能

会排着队飞奔而来。很好奇，段子手

与春晚笑星同场  ，谁能妙语连珠

更胜一筹？如果某个节目特别精彩，

观众会不会看得太入神，以至于忘了

还有弹幕？

元气满满的弹幕要来了，年过

不惑的春晚，前方高能，请“接”好。

作为国内外品牌首发、首秀、首

展、首店的集聚高地，2024年上海新

增各类首店1269家，其中高能级首

店占比达17%。新年伊始，上海首

发经济又有新动态，高端护肤品牌

Galenic法国科兰黎中国首店在新

世界大丸百货开幕，SAGA光明之

城则首次推出春节特别版演出。业

内人士认为，2025年上海消费市场

的供应类型将呈现出更多非标多元

化的特征，首发经济仍将持续发力。

以“细胞之境”为设计理念，法

国科兰黎中国首店以实验室显微镜

为创意元素，在新世界大丸百货打

造了一个科学护肤概念体验空间。

在这里，消费者不仅能体验到多款

明星产品，还能享受到区别于线上

的个性化服务。

“科兰黎2020年来到中国，对

品牌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里程碑，

因为我们从线上迈向了线下布局。

这是我们第一家中国实体门店，未

来还将有更多门店开业。”法国科兰

黎欧洲区总经理莎瑞表示，中国市

场是全球最具活力、发展最快的市

场之一，而中国化妆品市场是全球

最大的市场之一，想要在中国市场

取得成功的品牌，需要关注创新、实

力及文化适应等方面，开设线下店

能与中国消费者有更深入的交流。

法国科兰黎品牌总经理孙蕾则

表示，“上海是高奢品牌的汇集之

地、消费趋势的代表之地，也是众多

新兴品牌进入的先锋之地。我们选

择以上海作为阵地进入中国线下市

场，是期待快速提升知名度，同时，

检验产品和服务是否能赢得最高精

尖用户的喜爱。我们非常有信心在

线下上海这个场域发挥优势。”

春节消费旺季不仅要在首店采

买“美丽年货”，也要携家带口看一

场首秀演出。作为法国文旅巨头普

德赋（PuyduFou）在中国落地的首

个文化项目，SAGA光明之城通过

沉浸式演艺形式，将中国传统民俗

与法式光影艺术巧妙融合，100%还

原春节期间老上海风情，不光是新

春玩乐的新地标，更是探寻海派文

化目的地首选。

记者了解到，SAGA光明之城

在春节期间以“逐光前行，万象更

新”为主题，从1月21日到2月4日，

推出春节特别版演出，焕新剧情、场

景与道具，为观众营造满满的新春

氛围。而在1月17日至2月16日，

整个SAGA光明之城也将变身“春节

之城”，从等待区的年俗体验到咖啡

厅的节庆互动，游客既能亲手书写

福字、体验剪纸艺术，又能在戏剧情

节中感受到团圆与祈福的深意。演

出结束后，光明之城还准备了画糖

画、捏面人等丰富多彩的非遗活动。

游客李宇体验后感叹：“这是一

次身临其境的‘穿越到老上海过

年’。熟悉的红灯笼、热闹的年俗，剧

里角色跟我互动拜年时，一秒回了那

个时代。”“SAGA光明之城项目诞生

之初，就源自普德赋对中国文化的

敬意和热爱，”普德赋亚洲首席执行

官GeoffroyLADET在采访中表示，

“希望通过这一创新产品，以国际视

野讲好中国故事。从春节特别版演

出到非遗体验的呈现，SAGA光明

之城既是中法文化交融的产物，也

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舞台。”

他特别提到，剧本焕新能力是这一

文化产品的核心，“SAGA光明之城

在不同文化节日展现不同主题，赋

予沉浸式戏剧持续的新鲜感和创造

力。” 本报记者 张钰芸

上海新春消费市场 意当头

过年不打烊！新春佳节，青浦

赵巷镇和睦水街“换新装”。站在

桥上眺望两岸，建筑错落有致，花

船停在徐泾河中央，彩色灯笼高挂

枝头，家家户户贴上春联。两百多

米的小路，摊位一字排开，游客熙

熙攘攘，边走边逛，年味扑面而来。

“这个村在网上特别火，我做

好了攻略，和家人驱车赶来，想在

田园风光里拍一组蛇年大片！”天

气晴好，侯女士和女儿精心打扮，

穿上红色汉服，直奔和睦村的网红

餐厅和田睦舍寻找打卡点。

点评软件上，和睦村位居上海

美丽乡村好评榜首位。春节假期，

村里人气依旧不减。商铺们为前

来体验的游客准备了丰富多彩的

活动，通过场景布置，营造出传统

又潮流的氛围。人们在村里能多

方位体验年俗，顺便喜庆“出片”。

步入“和田睦舍”的一方小院，

潺潺流水间铺着石板路，两座由民

房改造成的主厅镶有明亮的落地

门窗，木质亭台周围悬挂白色纱

帐，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在乡野气

息中交融。和睦村离青浦百联奥

特莱斯不远，许多人在畅快“买买

买”后，驱车赶到村里寻觅美食。

到了饭点，“和田睦舍”十分热闹。

大伙携亲带友，围坐一桌“打边

炉”，一炉靓汤，热气腾腾，驱散了

冬日的寒冷。大人们把酒言欢，孩

子们则在露天空间里嬉戏玩闹，荡

秋千、喂兔子、堆石子。“这里很适

合一家人来休闲放松，老少皆宜，

好吃又好看。”侯女士说。

“节假日期间，和睦村的人流

量一直比较旺，我们院子客流不

断。”和田睦舍店长告诉记者，现在

的乡村雅俗共赏，既要有现代人追

求的时尚风格小院，又要能勾起一

些儿时的回忆。设计理念上，和田

睦舍修旧如旧，游客在此，还能看

到乡村的缩影，体验到乡村自然景

观氛围。“很多老客人十月就打电

话预订了年夜饭。春节期间，按照

预订量来看，会很忙。”

吃饱喝足，继续沿水街向里走，

咖啡吧、小酒馆、茶室一应俱全。坐

落在和睦村443号的饮光山房让人

眼前一亮。走进仿唐风格的建筑

里，中国传统文化之美扑面而来。

奏弦乐，生炭炉，在这处雅致的茶空

间里，时光变得缓慢。“和小时候的

年味一模一样，坐在这儿，就想起了

过年的温暖记忆。”游客赵女士约上

姐妹，在院中围炉煮茶，晒晒暖阳。

炉内星火点点，烤熟的红薯、玉米散

发出诱人香味。饮光山房主理人邱

苇告诉记者，院中每周末都有昆曲

演出，深受客人喜爱，有明星夫妻专

来打卡。如今的和睦村不仅保留

了原汁原味的乡村面貌，住宿、餐

饮都方便。逛市集、赏非遗、品茶

点，“乡约”新春，“村”游寻趣，和睦

村年味拉满。 本报记者 杨欢

原味乡村年味拉满
田园风光出片，美食年俗入心

和睦水街勾起过年温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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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将迎来蛇年新春，沪上自

然学家谈及蛇这类生物感慨颇多：

上海地区记录过的蛇类共有16种，

然而随着城市的发展与环境的变

迁，大部分种类如今在上海已难觅

踪迹。“蛇类的存在，不仅有助于维

持生态平衡，也提醒我们关注自然

生态的保护。希望在新的一年里，

蛇类与其他野生动物一样，能够在

这片土地上继续繁衍生息，与人类

和谐共处。”

上海自然博物馆副研究员何

鑫说，我国蛇类丰富，但确切数量

尚无定论，我国常见的蛇分布于多

个科属，比如，游蛇科是种类最多

的科，在我国分布广泛，也有蝰科、

眼镜蛇科等毒蛇分布。与此同时，

我国不断有新的蛇类物种被发现

与命名，包括2022年的西南眼镜

蛇、2021年的素贞环蛇等。

“上海相对常见的蛇类主要有

赤链蛇、黑眉锦蛇、乌梢蛇和短尾

蝮这四种。”上海师范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副教授汤亮研究发现，上海

的蛇主要分布在崇明、奉贤、闵行、

嘉定、浦东等郊区，市区偶尔也能

见到它们的踪迹。

汤亮说，赤链蛇是上海最常见

的蛇类之一，体色鲜艳，红黑相间

的斑纹十分醒目，常被误认为是有

危险的毒蛇。赤链蛇多在傍晚时

分出没于水源地附近，池塘边、小

河旁都是它们喜欢的活动场所。

“短尾蝮才是上海唯一的陆生

有毒蛇类，这也让它在上海的蛇类

家族中显得格外特殊。”汤亮说，短

尾蝮体长不超过半米，体型相对小

巧，体色斑驳，多为灰色、棕色夹

杂，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常见于

灌草丛、乱石堆、稻田等处，喜欢夜

行。“但其实，短尾蝮胆子很小。正

常情况下，它感知到有人接近时，

会快速溜走，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谈及蛇，许多人总带着一些复

杂的情绪。“在上海这座城市化发

展水平较高的城市里，蛇类其实也

是城市生态的一部分。我们应尊

重它们的生存空间，与它们和谐

共处。”何鑫在研究自然多年后，

对上海的蛇有着诸多深刻见解，

“与任何野生动物一样，蛇类面对

人类，其实还是没有任何胜算。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有大量的蛇

类被人类捕捉作为食物。还有很

多蛇类被人捕捉后当作宠物饲

养。蛇类的皮也常常被用作原

料，制作皮具，乃至一些特别的乐

器。蛇类出现是生态环境变好的

标志。蛇年之际，也希望大家以更

科学的眼光看待蛇类，它们是大自

然演化的奇迹，在生态系统中有着

不可或缺的作用，值得我们去了

解、关注与保护。”

本报记者 马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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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类出现是生态环境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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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店采买“美丽年货”，法式光影中体验中国传统民俗

家门口好去处家门口好去处

首个“非遗

版”春节到来，一

起寻找上海非遗

里的年味。今天

是除夕，家家户

户都要团圆吃年

夜饭。上海人的

年味自然离不开

一桌丰盛的本帮

菜。三林老街里

藏着浓油赤酱的

本帮菜，享誉沪

上。浦东非遗三

林本帮菜代表性

传承人、三林本

帮馆的创始人李

明福为食客准备

的年夜饭，不仅

有三林本帮菜的

经典之作“老八

样”，还有“全家福”、什锦

拼盘等寓意团圆美满的

菜品。年夜饭一定要有

鱼，“老八样”中的红烧鳊

鱼颇受欢迎，讨个年年有

余的好口彩。什锦拼盘

也是传统佳肴，各种食材

满满当当装一大盘，寄托

着十全十美、万事皆吉的

愿望。

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