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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夏天到了，上海夜市又火了。

在松江，泗泾夜市日均客

流数万人，明星也来逛吃打卡；

在宝山，美兰湖夜市成为新晋

网红，开业一个月已有130多家
摊位进场经营。滋滋作响的烤

串、麻辣鲜香的小龙虾、冰凉清爽

的饮品……琳琅满目的美食与熙

熙攘攘的人群，共同构成一道道

充满生活气息的迷人风景。

上海曾涌现许多有名的夜

市，包括昌里路夜市、彭浦夜市、

寿宁路“小龙虾一条街”等。近

年来，市中心不乏外滩枫径、安

义夜巷等洋气新潮的市集，不

过，以平价夜宵为主的夜市因

种种原因一度走向沉寂。

这类夜市的发展，始终伴

随争议。支持者认为，这是都

市“烟火气”所在。反对者同样

底气十足：油烟噪声、交通秩

序、食品安全、环境卫生，每一

样都带来监管难题。

有基层工作者坦言，夜市是

“最不讨好”的商业形态。它始

终处于多重矛盾的交织点：既要

满足消费者对“烟火气”的期待，

又要应对城市治理的规范要求；

既要为小商户提供生存空间，又

要平衡周边居民的生活权益。

如今，在松江与宝山，沪上

一南一北两大夜市受到广泛关

注与欢迎。它们的“升级”之

路，应当为夜间经济发展与城

市治理带来一些启示。

比如，将摊贩从“游击队”

变为“正规军”。利用地铁站旁

的非机动车停放空地集中打造的

美兰湖夜市，既解决了摊贩占道经营的顽疾，又

化解了居民对油烟扰民的担忧，化堵为疏。

又如，为市民游客提供安心、舒心的消费

环境。美兰湖夜市不仅有统一的经营时间、

水电消防设施，还有严格的细节规定，比如经

营者需要升级餐车、加装油烟净化设备等。

泗泾夜市同样如此。

再如，提升夜间经济的消费能级。在区

位方面，两大夜市均毗邻地铁站，有年轻租客

群体形成稳定的消费基本盘，“出站即消

费”。在商业形态方面，人们不仅到线下吃，

还热衷于在线上直播间“看别人吃”。单一的

物理消费空间转化为可传播、可衍生的内容

IP，进一步吸引流量，成为激活城市夜经济的
一种新解法。

当说起上海的夜市，大家在期待什么？

“轧闹猛”是一部分。它应当是一次满足

味蕾的美食之旅，能以更高的性价比一次性

品尝到五湖四海的“混搭”美食。它要足够干

净卫生，打消消费顾虑；要提升品质、凸显特

色，释放消费信心。它还应是一场放松心情

的社交之旅，让人们在喧嚣与谈笑间感受城

市的活力，在烟火缭绕中品味生活的本真。

国外不少城市有自己的夜市文化。例

如，日本福冈有“屋台文化”，中州河岸是著名

的屋台聚集区，每到傍晚，摊主就会推着小车

出来摆摊；到了白天，河畔又变得干干净净。

不过，日本屋台大多经营本地食物，而上

海的夜市则囊括天南海北的美食，形态更多

元、内容更缤纷，恰如这座城市海纳百川、开

放包容的精神品格。这也对城市治理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需要以更加智慧化、精细化的方

式加以呵护，避免“一放就乱，一管就死”。

近期，上海多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

设摊治理，提升城市“烟火气”工作方案》。专

业人士指出，新政对守法合规的设摊经营活

动来说，显得更加包容和鼓励。其中就提到，

因地制宜，拓展或优化设摊开放区域；开展集

市夜市试点，市相关部门加强政策供给和支

持；鼓励融合文旅发展，突出上海特色等。

在“最抚凡人心”的同时激发市场动能，

服务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上海夜市

的“升级”之路，走得再远一些吧。

一场毕业展
将传统工艺与现
代科技相融合

44件修复作品
44颗青春匠心

本报讯 即日起，由新民晚报社主办的
“爱我中华 砥砺奋进——上海新活力城市
之美摄影佳作征集活动”正式启动。
今年的摄影佳作征集活动，聚焦上海城

市新活力，希望以上海的城市新空间为依
托，从上海的人文景观、时尚生活、科技创
新、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多个维度，找寻展
现上海的创新活力、文化活力、运动活力、消

费活力、街区活力，体现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的多元面貌和时代精神，充满正能量的优秀
摄影作品。诚邀广大摄影爱好者及专业人
士积极参与，用镜头捕捉上海之美、记录时
代华章。

■ 佳作征集：6月16日—7月15日

■ 佳作评选：7月16日—8月15日

■ 投稿网址：https://www.photo233.

com/111

定格城市之美 探寻上海活力
上海新活力城市之美摄影佳作征集活动今启动

几片残破的青花瓷片，经一名女生之手
修复，一只“清乾隆青花山水人物图葵口盘”便
重见天日。这是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文物保护与
修复学院2025届毕业生吕熙佳的毕业作品。
清乾隆时期的青花瓷洁白细腻、光泽莹

润，“几乎鬼斧神工”，但此物破碎严重，青花
纹饰的绘制尤难修复。为此，吕熙佳深入研
究了乾隆时期外销瓷的历史背景、纹饰特点
和制作工艺，选择了更合适的绘制方法与工
具，最终修复完成。

5个月修复一幅画
丁涵迪同学的修复作品为晚清女画家

吴淑娟女士的晚年山水画作——《寒林问道
图》。此画因未经装裱、保存不善，絮化严
重，画面残缺较多，尤其是右上角出现大面
积缺失，全色修复成为复原画作的关键。
为了确保修复效果，丁涵迪在前期做了

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通过反复比对汪六吉
和红星宣纸的光泽度，最终选定与画心质感
最为接近的红星棉连宣纸为补纸，并依据洞
口最浅颜色调制染料进行染色；补纸晾干后，
依照画心纸张纹路裁剪出直角并均匀喷湿，
同时将洞口处纸张磨薄半层，确保补纸与画
心厚度一致，再以浆水黏合，精准补全画心。
进入全色修复阶段，丁涵迪从细微处入

手。以画面右上角缺失为例，丁涵迪先用松
烟墨调制淡墨均匀铺底，通过细心接笔确保
底色过渡自然，并不断观察调整，然后依据

洞口磨损痕迹，以狼毫中锋衔接不规则墨
色，用干笔勾勒纹理、润笔调整底色，层层叠
加，使修复部分与原作浑然一体。从前期实
验检测、病害图绘制，到中期修复，再到后期
装裱装杆，整个修复过程历时5个月。

44件珍贵文物的修复工作，从商代灰陶
鬲的纳米级复刻到清代青花瓷的毫米级拼
接，从元代铜造像的可拆卸修复到现代油画
的色层还原，从清代张之溶高士图的数字化
修复到传统书画装裱材料花绫纹样的谱系
化构建，每一件展品都凝聚着同学们对技艺
的执着追求与对历史的深刻理解。文物会
“说话”：这些成果不仅展现了学院在传统工
艺与现代科技融合上的探索，更体现了中国
文修教育从“眼学”到“科学”的跨越式发展。
据介绍，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文物保护与

修复学院去年的就业率为92.68%，部分毕业
生进入上海博物馆工作，更多的则在民间通
过市场运作修复文物。

本报记者 张炯强

找到科学技术方案
张裕欢同学的修复作品是泰国阿瑜陀

耶王朝时期的宾乍隆瓷碗。他拆除旧有修
复材料，重新粘接，并运用模拟实验得出的
“铅白打底→分层作色→天拿水溶色”三步
法，成功复现釉彩粉润熔融质感与边缘透绿
的特殊肌理，最大程度还原了文物面貌，还
为宾乍隆瓷器及同类文物的修复提供了科
学的技术方案。“这件宾乍隆瓷碗的修复工
作在上海博物馆开展，从学校宿舍到那里，
每天往返要花4小时。不过，这段漫长的通
勤时光，反而成为我理清修复思路、沉淀研
究思考的重要时段。”张裕欢说。
在实际修复过程中，拆除瓷碗金缮旧有

修复材料的经历令张裕欢印象深刻。出于
对器物表面釉彩的保护，他排除了使用热风
枪加热的方法。起初尝试水浴法，但即便持

续数日，也未能有效松动旧有修复材料；改
用柠檬酸溶液湿敷处理，效果依旧不尽如人
意。关键时刻，上海博物馆的一位油画修复
师分享了经验：在油画修复中，丙三醇溶液
常被用作软化剂清除材料。张裕欢借鉴这
一思路，用丙三醇溶液湿敷后，旧有修复材
料表层果然被成功软化。随后，他用刀片小
心翼翼地按照“软化一层，刮除一层”的步骤
层层拆除旧有修复材料。
实验釉彩作色阶段，粉彩部分的修复是

重中之重。张裕欢先以铅白颜料打底，再严
格依据器物原始釉彩的层位关系，在铅白层
上逐层施色。操作时需要全神贯注，因为画
笔用力稍大就可能带起下层颜料。经过反
复试验，他发现用天拿水作为溶剂进行调色
与上色，能够成功还原釉彩质感。那一刻，
他的欣喜难以言表，仿佛跨越百年与当初制
作这件器物的匠人产生了深刻共鸣。

残损文物重焕生机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文物保护与修复学

院正在举办2025届毕业展，将持续至8月。
毕业展上，44位毕业生、44件修复作品，一
件件残损文物重焕生机。
陶瓷与青铜器修复专业的同学共完成

18件修复作品，其中15件为陶瓷作品、3件
为青铜器作品，包括马家窑文化，春秋战
国、汉代、唐代、宋代等时期的陶瓷器，以及
汉代、元代时期的青铜器。同学们通过清

洗、粘接、补缺、打磨、作色等步骤进行修
复，部分修复作品加入3D打印技术和碳纤
维复合材料的应用，修复完成后视觉效果
和谐统一。
书画与古籍修复专业的同学完成了16

件修复作品，均为清代及近现代的书画作
品，包括顾澐、吴淑娟、张之溶、韩少婴等名
家真迹，这些作品因岁月侵蚀和保存不善而
出现断裂、破损、残缺、絮化、虫蛀等病害。
学生们凭借所学技艺，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努
力奋战，皆成功完成修复。

油画与木器修复专业同学的10件修复
作品中，9件为油画作品，包括朱乃正、戴士
和、李青萍和卡尔沃·卡里翁等现当代中外
名家作品，另有一件清代木质牌匾。这些作
品都存在比较严重的退化和损坏，修复后才
能以接近原本的创作意图和完整面貌展示。
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完美融合，这便是

文物保护修复的独特魅力。每一道修复痕
迹，都是对历史的敬畏；每一个细节处理，都
彰显着专业精神。这不仅是一次成果展示，
更是对文化传承使命的有力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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