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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6月14日“2025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到来之际，让我们跟随资深的上海
“Citywalker”——法国女孩乐盖曦的脚步，
沿着时光脉络，去探寻上海城市考古中的
历史珍宝。
松江区中山小学的操场上，一座唐代

经幢安静地坐落于此，它是上海地区现存
最古老的地面文物，也是全国现存唐代经
幢中最高大且相对完整的一座，历经千年
风雨，仍见盛唐雕刻艺术的瑰丽。被称为
“吴中第一”、享誉江南的嘉定孔庙，始建于
宋朝，这里既是奉祀孔子的庙堂，也是中国
古代的“学宫”。真如寺内的真如寺大殿，是
上海唯一保存完好的元代佛寺大殿，也是
上海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大殿。作为上海
五大古典园林之一，始建于明代的古猗园
曲水亭台里藏着文人雅士的造园智慧，展
现了中国传统园林的美学魅力。清代“长
江口二号”古船，在沉睡了150多年后被发
现和打捞，她揭开近代航运史的神秘面纱，
现已进入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的新阶段。
这些跨越千年的文化遗产，既是城市

记忆的守护者，更是值得传承的文化瑰宝。
记者 李颖 刘力源 孔明哲

视觉 蒋玉涛

坐着夜上海公交专线逛魔都
专线首发当日还启动“上海精酿啤酒节”

城市考古
邂逅“唐宋元明清”

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昨晚，2025年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上海启动仪式暨“泗泾有戏”
成果展演在松江区泗泾古镇举行，第七批市
级非遗传承人名单、戏曲曲艺大赛获奖结果
揭晓，还通过跨界艺术展演、非遗盲盒体验等
创新形式，让30万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海派
非遗的当代生命力。
第七批市级非遗传承人代表“江南丝竹”

沈多雷、“越剧”吴群、“上海说唱”钱程、“新浜
山歌”沈杰、“八卦掌”朱开扬、“海派玉雕（琥
珀雕刻）”柯少军、“上海民族乐器制作技艺”
曹荣、“针灸疗法（东氏针灸疗法）”东红升、
“文人香道”吴清和“端午节（罗店划龙船习

俗）”罗店划龙船习俗团体受邀出席。
这批传承人的入选，彰显上海非遗保护

的丰硕成果。他们将接过传承接力棒，为海
派文化注入新活力。
从打卡2017年启动保护性开发，到2023

年核心样板段惊艳亮相，2024年入选全市重
点打造的三大古镇……泗泾这座“沪派江南
古镇”正焕发新生。5月17日至6月15日，
“泗泾有戏”系列活动将古镇化身“非遗盲
盒”，通过非遗大舞台、快闪巡游、非遗小剧场
和体验课四大板块，打造沉浸式文化盛宴，吸
引超30万人次打卡。
活动期间举办了50余场非遗演出，每个

周末的快闪巡游集结了动漫IP、历史人物等
多元化Cosplay；非遗体验课堂上，传承人带
领参与者体验中医五行香囊制作、琉璃烧制
等传统技艺；非遗小剧场则上演皮影戏、木偶
戏等经典演出，推动非遗文化普及。
“泗泾有戏”将作为古镇文旅品牌持续举

办，明年市民可继续体验非遗盛宴。
同时，松江发布“上海之根 人文松江”

Citywalk线路。两天一夜的行程中，Citywalk
线路串联起了松江重点文物古迹、非遗场馆、
历史文化风貌区、古镇等特色文化旅游资源，
邀请市民游客来松江体验“唐宋元明清，从古
看到今”的城市特色。

“泗泾有戏”古镇非遗盛宴30万人打卡

本报讯（记者 赵菊玲）今天是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上午，以“丝竹戏韵·畅游愚园”为主
题的2025年长宁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在
愚园路沿线火热开启。市民不仅可以逛融合传
统与时尚的非遗市集，欣赏“行走的非遗”——江
南丝竹行街表演，还能参与非遗技艺体验、收听
沪剧时光留声机直播、观看主题展览等。

活动现场，上海市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
心长宁分中心揭牌，为非遗保护注入新动
能。长宁文化艺术中心、上海音乐学院民乐
系与新泾镇社区文化中心签署“非·长”江南
丝竹实践基地合作协议，搭建起非遗创造性

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坚实平台。老、青、少三
代江南丝竹乐团成员在长宁区少年宫和愚园
路联袂献上了精彩的行街表演，引得路人纷
纷驻足欣赏。
本次活动还设置了游园会、“非·长传习

工坊”陶瓷修复体验等互动项目。一位参与
的学生兴奋地表示：“我今天亲手学习了陶瓷
修复的方法，还听到了许多非遗背后的故事，
深刻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长宁区少年宫草坪与愚园路创邑

SPACE化身为热闹的非遗市集。蛋雕、叶
雕、百衲布艺、文人香道、插花茶艺、广陵派古

琴、非遗针灸、新国潮服饰、博物馆文创等摊
位前人头攒动，众多市民驻足观赏，沉浸式体
验着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
此外，活动还与龙之梦城市生活中心等

商圈深度联动，打造了长宁非遗与传统美食
集聚区，将持续开放至6月16日。值得一提
的是，当天，长宁全区的社区文化活动场所同
步推出60余场非遗主题活动。
据了解，目前，长宁区拥有国家级非遗项

目1项、市级14项、区级21项，涵盖戏剧、技
艺等多个领域。未来，长宁将持续构建全链
条保护传承机制，为赓续中华文脉贡献力量。

愚园畅游“江南丝竹行街”吸引路人驻足
“非遗+”联动商圈点燃消费新活力

非遗传承人昨晚集体亮相

沪剧机器人来了
非遗进商圈

“你春风得意，喜讯高照。”昨天下午，一
段吴侬软语的沪剧唱段，拉开宝山“跟着非
遗品生活”主题市集活动的序幕。
宝山沪剧团小演员用委婉的唱腔，带

来沪剧《龙凤花烛》选段，戴着罗泾十字挑
花头饰的人形智能机器人“清宝”边伴奏边
起舞——传统非遗和智能科技相融合，让
市民大开眼界。
据了解，2025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

之际，宝山“跟着非遗品生活”主题市集活动走
进上海海上世界商圈，让市民游客通过非遗展
示、非遗美食、产品推广、互动游乐等文旅商
结合的休闲体验，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

本报记者 刘歆 摄影报道

昨天下午2时，首条夜上海联动扩消费专
线（简称“夜上海公交专线”）正式首发，邀请
消费者乘着铺满星空的特殊版定制公交车夜
逛上海。上海夜生活节重磅IP“上海精酿啤
酒节”也于同日开启，在苏河湾万象天地带来
为期三天的周末精酿啤酒嘉年华。

夜上海公交专线首发

夜上海公交专线，是2025上海夜生活节
携手久事公交全新推出的定制公交专线，由
巴士四公司负责运营。记者了解到——
从昨天起至7月6日，夜上海公交专线在

每周五、六、日下午2时至晚上10时运营，发
车时间间隔约120分钟。

线路串联起BFC外滩金融中心、上海新
天地、兴业太古汇、久光百货和上生·新所五
个夜间热门地标商圈。
市民和游客可在高德地图搜索“夜上海

公交专线”查找最近的上车站点。
车票不对外售卖，市民和游客在路线任

意商场内单笔消费满66元以上，即可凭消费
小票到商场指定服务台兑换公交专线上车凭
证，上车后还有机会获得活动限定纪念票根。
上海夜生活节总体策划、上海北境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项目总监钱巧告诉记者，首发
公交为消费者安排了来自乙舦手碟社群的手
碟快闪活动，后续上海杂技团的趣味魔术互
动也会登陆公交专线，还有更多偶发彩蛋快
闪等待大家发现。“我们期待这种新颖的‘交

通+消费’模式，在为夜间出行提供便利的同
时，为各商圈带去更多人气与活力，助力夜经
济发展。”
线路覆盖的五大商圈同期推出了丰富活

动和夜间消费福利，与专线公交形成联动。

上海精酿啤酒节开幕

正在苏河湾万象天地举办的2025上海精
酿啤酒节，吸引了来自北京、青岛、重庆、武汉、
广东、新疆等地的50个国内厂牌，以及来自瑞
士、比利时、美国、新西兰、越南、加拿大等17个
国家的进口精酿，从经典的IPA、世涛，到新奇
的酸啤、过桶，每一杯都是新鲜的惊喜。
上海精酿啤酒节主理人林林表示，今年

的啤酒节持续发力吸引更广泛年轻群体加
入，包括泛酒类爱好者、宠物人群以及骑行爱
好者等，让更多“破圈”消费者能够前来体验
和感受精酿啤酒的独特魅力。

作为国内最早一批做精酿的厂牌，从上
海起家的“浦江半岛”带来了蜜语、香气实
验等7款精酿啤酒新品，“喝精酿的人群，一
类是25岁以上的消费者，他们更追求精酿的
醇厚与香气，喜欢啤酒的苦涩感；另一类是
25岁以下的年轻消费者，女性居多，她们不
习惯带苦味和涩味，喜欢甜度更高、涩度更
低的啤酒”。

新西兰幻视主理人打着“飞的”来到上
海，带来“疯眼船长”、三倍浑浊IPA等特色精
酿啤酒。 本报记者 张钰芸 通讯员 闫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