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街韵味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安亭是一座汽车城。

上海国际赛车场、上海汽车博物馆、新能源赛

车公园等都在这里。其实它另有妙处，比如老

街上的永安塔、严泗桥、药斑布……

去年9月29日，永安塔完成修缮对外开

放。春节假期，不少人来此祈福。“这里风景真

美，塔、寺、桥、河相映成趣。”市民梁先生一家

携手登塔，兴致勃勃。

永安塔堪称非遗宝库，宝塔第一层有四幅

紫铜雕成的巨型“二十四孝图”，出自国家级非

遗铜雕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朱炳仁之手，上面

大小人物数以百计，姿势各异，形态逼真。往上

走，还能看到嘉定竹刻以及用青铜雕刻的安亭

老街新城。春节期间，塔内“步步生莲”祈福装

置将美好祝福送到游客“脚下”：平安健康、幸福

美满、金玉良缘、诸事顺遂……一步一祝福，为

一整年的幸运开个好头。

走出永安塔，药斑布体验馆欢声笑语。不

少亲子家庭忙着刮浆、染色，然后亲眼看着药斑

布从一块素白布料变成一件精美工艺品。从调

制染浆到刻板刮浆，胡苏芬手把手教孩子们：

“除了传统的吉祥图案，大家还可以设计个性化

花纹。比方说这张刻板，上面就是嘉定安亭造

出的中国第一辆大众桑塔纳。”

古今相融
抱着药斑布小蛇玩偶，带上千年古银杏文

创好物……走出老街步行十多分钟，就是嘉亭

荟，江南好戏在商场拉开帷幕，蛇年新春非遗

艺术装置独具匠心，为消费者带来一场奇妙的

新春消费之旅。

开业之初的嘉亭荟以“未来感”出圈，环形

车道上停着酷炫跑车，市民还能在RC遥控模

型赛车场体验“速度与激情”。蛇年新春，商场

以传统元素混搭时尚风格，为各年龄层的消费

者带来全新体验。

大年初一，昂扬的开场锣鼓响起，金龙翻滚

腾跃，这是三林龙狮队上演国家级非遗“三林龙

舞”，热闹欢腾尽显吉祥年味；抬头一看，一条卡

通大蛇“飞”在空中，张开的嘴里藏着嘉定竹刻

的图形，身边还有粉红祥云；大舞台上，非遗皮

影戏、木偶戏演绎一个个寓意吉祥的江南传说；

乐声响起，江南丝竹的灵动与西方音乐的严谨

相结合，创造出全新的音乐体验……

兜兜转转，迎面是新能源汽车品牌店，大人

试驾尝新，孩子们去非遗市集看热闹。那里既有

书法大师现场送福，也有让人垂涎的非遗糖画，

还有捏面人、新春剪纸。“好像回到小时候。”90后

小林给女儿选好“海豚顶球”糖画，转身又买了一

幅皮影画，“给家里添点春节氛围”。

当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双向奔赴，文化吸

引流量、流量反哺文化的良性循环正在形成。

江南年画 在传统与现代中展开

杨 江

新民随笔
用“安全”守护“团圆”春节，是万家团圆最为温馨的时刻。过大

年，强调的就是“热闹”二字，这也是年味最为重

要的组成部分，但最好的祝福其实是“平安”，无

论是“团圆”还是“热闹”，都需要用“安全”来守护。

节日期间，大家沉浸在过节的氛围中，思想

容易松懈，过往经验表明，春节前后是事故高

发期、易发期，这就提醒我们务必要提高警惕。

交通安全尤为重要。今年春运来得早，

回程也早。过了初二，回程的车流量已经开

始增大，更何况还有“一年两箱油”一族上

路。从新闻中，我已经看到不少事故，行程受

阻，心情添堵。而春节期间，多有应酬，切记

“爱妻爱子爱家庭，不守交规等于零”。

大城市禁放烟花爆竹，因此不少人选择到

外地体验年味，难免要过把烟花瘾。除了传统

的“加特林”，今年还流行一款“湘  ”，威力惊

人，好似一颗微型手雷，不少人将其点燃扔进

水塘、河流，除了看冲天的水柱，还可以体验到

“炸鱼”的快乐。焉知，这样的做法，已经涉嫌

违法，一旦操作失误，更有可能造成人员伤

亡。没有燃放烟花爆竹经验的人，尤其是儿童

一定要远离，切不可拿生命安全当儿戏。

这样说起来，春节期间的危险要么在路

上，要么在乡间，其实不然，安全无死角，对城

市里的人，常念“安全经”同样重要。比如，

“用电”“用气”“用火”，随着节日期间使用量

上升，风险也在上升。出远门时，电断了吗？

气关了吗？火灭了吗？尤其是电动车，都按

指定地点存放了吗？

对于春节期间不停产的企业而言，重点

部位、薄弱环节盯牢了吗？各项安全防范措

施都切实落实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用“安全”守护“团圆”，度过

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共迎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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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布、登塔、逛老街，在安亭镇来一场“城市微度假”

非遗焕新生非遗焕新生
商圈增活力商圈增活力

本报记者 张钰芸 非遗小贴士

● 安亭药斑布>>>

药斑布又称蓝印花布，相传出于

宋嘉泰年间，安亭归氏妇女无意间创

制了“抹灰药而染青”的染布工艺，是

中国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印染工

艺。    年安亭药斑布印染技艺被

列为“第二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药斑布的“药”，是指天然植物蓼

蓝草，俗称板蓝根，利用它的汁液，经

过浸泡成为染料。“斑”是防染浆剂印后

构成的纹样大小斑点。防染浆剂则是

由石灰粉、黄豆粉合成灰浆而成，根据

图案设计可以防止染上蓝色，保留坯布

白色，故称“药斑布”。

● 新织娘>>>

春节假期，安亭药斑布非遗传承人

胡苏芬不是在药斑布体验馆里介绍非

遗工艺，就是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创作新

作品。在她的手里，药斑布似乎不再是

奶奶、外婆辈的专属，它与皮雕、干花、

毛线等跨界融合，做成包包、公仔、旗

袍、香囊等一件件时尚单品。

胡苏芬认为，药斑布要传承下去首

先要让人们使用它，让它在日常生活中

能到处看得到，能接触得到。她说，非遗

文创产品，文化是核心，创意是灵魂，只

有创新才能赋予非遗新的生命。

宽广的水池上方，矗立着巨型熊猫雕塑。

名叫“展望”的它来自成都，脖子上巨大的红围

巾是为迎接新年赶制的。喜气洋洋的它让来

EKA天物的人又有了拍照的理由，还没到中午，

想和它合影的人就在“最佳机位”前排起了队。

EKA天物位于浦东金桥镇，园区建筑多为

上海航海仪器总厂的工业遗存，在保留原有工

业印记和建筑框架的同时，融入了现代设计元

素和艺术氛围。园区占地约100亩，30多栋建

筑呈现出中式庭院、北欧风、中东风、地中海式

等多种风格，仿佛一座“露天博物馆”。去年6

月1日开街以来，迅速成为上海新晋网红街区。

过去半年，80多家品牌商户涌入这片宝

地。新春佳节，园区内巨大的红色广告板上，

密密麻麻写着每家店铺的促消费优惠活动。

红色、黄色的灯笼，五颜六色的气球，汇集成温

暖的祝福；金属制成的“喜”和“乐”字堆叠成一

座金塔。一眼望去，都是穿着红毛衣、戴着红

围脖拍照的人，正如社交平台种草帖所写“没

有一个人能不拍照片离开EKA天物”。备受欢

迎的还有一个巨型福签桶，里面的签有一人

高。“我抽到了‘卡里不缺钱，每夜不失眠’”，上

初三的赵同学和家人一起来逛，他说：“我觉得

这里非常‘fancy’。晚上打算在这里吃顿饭，

但好吃的太多了，还没想好吃什么。”市民周女

士和陆女士专程赶来领市面，“这里经常有一

些快闪店，我搬家需要添置一些碗碟，发现这

里有一家非常可爱的瓷器店。”周女士告诉记

者。这里是一个开放的露天空间，园区的建

筑、店铺的风格，加上浓浓的年味，都充满“情

绪价值”。“我们浦东也有了自己的‘新天地’！”

春节前后，孙骁骁在形如白色贝壳的小屋开出

售卖永生花的快闪店，店门口放了一尊被粉

色、红色和淡紫色鲜花簇拥着的石膏天使，“春

节临近，进店客人越来越多，线下销售额也水

涨船高。”她说。

除了环境优美，店铺新潮，这里在新年假

期还推出了不少活动。在一栋老厂房里，新的

装置艺术展《蝶中蝶》火热开展，蝴蝶与蛇、蜘

蛛、彼岸花甚至眼球结合，以新奇的、略带暗黑

系的造型表达自由与新生的主题。不少潮人

精心打扮，带着单反、闪光灯前来“出片”；第59

届威尼斯双年展《信念之路》之“百年孤独”上

海首展，将用幕布和光影带领观者走进百年孤

独的世界；今天起至初六，乌镇戏剧节爆款团

队每天带来多场沉浸式国潮小丑剧与观众互

动，带来欢乐。 本报记者 曹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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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购物观展看剧一站搞定

去逛逛“有情绪价值的商场”
家门口好去处家门口好去处

非遗中国年
新年绕龙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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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非遗版春节到来，一起寻

找上海非遗里的年味。

春节舞龙舞狮，舞出一年的精

气神。浦东绕龙灯，又称三林舞龙，

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三林舞龙以竞

技技艺名传海内外，三林龙狮队在

国内国际屡获大奖，三林镇被誉为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龙

狮运动名镇”。

浦东绕龙灯结合了舞蹈的肢体

语言、戏曲的步伐亮相、武术的精气

神韵，还有技巧的翻滚腾挪，形成了

海派舞龙的特色，其中有很多高难

度动作令观众叫绝，不但给人积极

向上的力量，也寓意新的一年节节

高。这也正是舞龙舞狮传递快乐、

传承向上精神的魅力所在。

新春登高，可选安亭老街的
永安塔。塔高九层，一层一景。
登高览胜，神清气爽，拾级而下，

前方就是药斑布体验馆，可以自己动手，在淡淡的草药香中，浸染
出那一抹靛蓝；走出粉墙黛瓦、灯笼高悬的安亭老街，步行十多分
钟，是一座以汽车文化为主题的购物中心——嘉亭荟城市生活广
场，流光溢彩的环形车道向空中盘旋扩展，带来沉浸式的汽车文化
体验，祥龙醒狮在商场里腾跃，江南丝竹与西方乐器碰撞，举着非
遗糖画的孩子跑进玩具店……这一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城市微
度假”，仿佛一幅江南年画，透出春节浓浓的年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