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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综合

编者按
“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忆往昔，杨浦是见证峥嵘岁月的国歌唱响地，也是肩负历史使命的初心启航地，“四个百

年”熠熠生辉。看今朝，杨浦滨江从“工业锈带”变身为“生活秀带”，向全球发出“在杨浦，创
未来”的热情邀约；“有主题、有主线、有故事、有动线”，焕发新生的长白228街坊，每一幢建筑
都在历史的长廊里述说着城市印记；主打科技创新的大创智，已摘取文化产业“国字号”金
牌，“文化+科技”双赋能，成就“热带雨林”生态……

新时代，由静态到动态、从幕后走到台前，“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多种体
验”的文化场域，如何在杨浦持续释放能量，“点、线、面”交汇相连，从而形成文化惠民、文化
育人的创新合力？

新时代，文化场域如何“挖潜释能”

“开馆有惊喜”，爱上“大
学校”

盲盒，因为“开盖有惊喜”受到年
轻人的青睐。日前，一个内藏“钱坤”
的“盲盒”让上财附小的学生们体验了

“开馆有惊喜”。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博物馆——上

财附小微展馆开幕当天，上财附小学
生李婉嘉和12名同学一起戴上了“小
小讲解员”徽章，正式上岗。能为学校
的“微展馆”“代言”，李婉嘉非常开心：

“参观了上海财经大学商学博物馆后，
我就喜欢上了博物馆，为了能胜任这
份工作，我自己查资料、写讲解词，还
录制了讲解微视频。”

“中国钱币知多少”，是这个微展
馆的“开幕展”。“什么能当钱？”“中国
货币都经历了哪些重要的发展阶
段？”“金子、银子是钱吗？”“钱币上都
有哪些书法家的手迹？”“人民币上有
哪些文字？”展览中的一个个问题串
起丰富的货币知识、财经知识，也串
起了上下五千年的华夏货币文化。
孩子们可以近距离观摩钱币、翻阅图
册、触摸模型、抽取“钱”坤盲盒。“我
最喜欢刀币，因为刀币的形状很独
特。”学生汤胤博说。

展览中的金、银、铜币，则让殷
栖桐大开眼界：“这些钱币令我印象
最深刻，平时只看到过纸币或者是
妈妈手机上的支付宝、微信等电子
支付形式。”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博物馆微展馆
项目策划人花苑告诉记者：“我们在布
展过程中，充分考虑小朋友的观看感
受，设计了一些互动内容来激发大家
的好奇心。希望通过可翻阅、可触摸、
可互动的形式，让小朋友在体验中学
习到知识。”

据介绍，今年的“5·18”国际博物
馆日，上海财经大学博物馆、上财附
中、上财附小都开展了丰富的活动，在
上海财经大学着力打造的大中小一体
化育人体系中，博物馆正成为越来越
重要的组成部分，将会发挥越来越大
的作用。

上财附小相关负责人表示，学
校希望通过校园里日常的潜移默

化、耳濡目染，激发学生更多的学习
兴趣，让他们爱上博物馆、走进博物
馆，在博物馆中探究世界，提升人文
素养。

5月，上海财经大学商学博物馆、
上海理工大学刘湛恩烈士故居红色文
化主题馆、沪东工人运动展示馆正式
加入杨浦区博物馆联盟，进一步推动
全区博物馆资源优势互补、资源整合、
信息共享。截至目前，杨浦区博物馆
联盟成员单位已达14家。

“璀璨百年 红色记忆”党的诞生
地、国歌唱响地、初心启航地文旅研学
活动，同时在杨浦“出炉”。文旅研学
串联起中共一大纪念馆、国歌展示馆、
杨浦滨江这条红色路线，以“塑魂育
人”的生动形式让红色文化于心于

“新”；“行远不忘初心”文旅品牌项目
也已启动。项目进一步发挥博物馆职
能，聚焦讲好国歌故事，在增添特色文
旅服务等方面探索更广泛的实践。

如今，演艺新空间逐渐成为青年
表演艺术新发展实践。国歌展示馆与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共同打造了

“红色演艺新空间”合作共建基地，并
开启《国之当歌》音乐剧青春版的春夏
首演。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的志愿
者们倾情演绎了田汉与聂耳为国家兴
亡，奋力谱写民族救亡之歌，努力实现
伟大抱负的故事，将这段可歌可泣的
民族历史带到市民身边。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杨浦区文
旅管理事务中心、国歌展示馆已经
签署共建协议。未来，三方将在深
化课题研究、开展学生社会实践等
方面深入合作，在更广阔的舞台中
共育青年人才。

穿上古装、甩起长袖，设
身处地地“看见”历史

穿上古装，甩起长袖，梁红玉、韩
世忠、李彦仙等“迷你版”历史人物，
共同演绎起了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
故事。

6月3日下午，杨浦区图书馆少儿
分馆的《岳飞传奇》少儿历史剧本秀活
动中，8名孩子分饰8个角色，通过人
物剧本了解自身任务的经历与性格特
点，并借助身份卡、策略卡、技能卡、物

件卡等道具，完成自己的角色任务，找
出其中的神秘人。

“郾城之战中，宋金双方尽锐出
战，岳家军以少胜多，战事大捷，打
得金人狼狈逃窜……”《岳飞传奇》
剧本取材于岳飞挥师北伐大败金
军，却遭宋高宗和宰相秦桧以“十二
道金牌”催令班师的历史片段，经过
艺术加工，被改编成一部集知识拓
展、逻辑推理等元素于一体的少儿
历史剧本秀。

据介绍，本场活动是“读懂·传承”
传统文化推广项目的系列活动之一。

“孩子们在缜密的推理与交互式对话
中，获得沉浸式体验，同时学习丰富的
历史知识，对岳飞这一精忠报国的英
雄人物加深了理解。对很多孩子来
说，历史书籍是比较晦涩难读的。我
们希望通过有趣好玩的游戏机制，打
开‘时空之门’，让孩子们全身心投入
自己的角色，设身处地地‘看见’历史
走向，感受文化脉络与历史沿革，激发
孩子们阅读的兴趣和动力，让他们爱
上历史。”杨浦区图书馆少儿分馆馆长
夏洁表示。

接下来，杨浦区图书馆还将开展
《万国来朝》《秦王扫六合》《赤壁英雄
会》等主题的少儿历史剧本秀，继续带
领孩子们沉浸式地接触、了解、感受中
国历史故事、历史人物，以阅读梳理、
演说、表演、观点表达等多种形式培养
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艺术感受力和
鉴赏能力。

开卷有益，翻阅自己的
人生喜悲

城市更新，尊重历史、尊重乡愁在
这个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长白228
街坊的“焕新”归来，就是一个有力佐
证。在杨浦，这样的有力佐证不止
228街坊一地。

复兴岛，黄浦江中唯一的小岛，位
于古松江故道之河滨，经过千百年反
复冲刷，后在近代中外合力之下最终
成型。它低调见证着上海嬗变，是近
代上海历史的象征物之一，也成为了
杨浦区研究地方历史的重要蓝本。日
前，杨浦地情资料书籍《复兴岛》首发。

为编撰好《复兴岛》一书，三年间，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文史
馆研究馆员熊月之带领团队，对复兴
岛的历史文献展开大面积排摸，在杨
浦区委党史研究室（杨浦区地方志办
公室）的协助下，对岛上现状、人文遗
存深入发掘，尽力搜集，认真研究。
复兴岛岛民们的人生喜悲，在书中亦
有记录。“这次参与编撰此书，让我自
己都受到了很大的教育。”熊月之说。

活动现场，复兴岛的岛民代表获
赠了新书。不少岛民翻阅后表示，书
中内容是他们复兴岛生活的真实呈
现，承载着他们的回忆和乡愁。

首发式结束后，熊月之还开展了
《从复兴岛看近代上海历史》主题讲
座，以复兴岛的演变为线索，将上海
近代史娓娓道来。

“人走茶未凉”，建筑与
艺术、文化与科技的有机互
动持续展开

2014年的一天，几个年轻人收拾
行囊来到大创智，租了3个零散工位，
钻研实时音视频技术，打算一展宏
图。2020年6月，他们的企业在美国
纳斯达克成功上市，办公还在同一栋
楼，只是工位数量从“几个”扩展到

“几层”，收益翻了几番。
这家企业就是声网，全球实时

互动云服务开创者，现今客户包括
哔哩哔哩、小红书、陌陌、小米等行
业巨头。

2021 年 8 月底，坐拥《奇迹暖暖》
《恋与制作人》等诸多高人气原创游
戏的互联网文化公司叠纸科技，搬入
了位于大创智的新家。他们惊喜地
发现，楼上楼下、左邻右舍之间，处处
是文化创意与网络科技公司，一条互
联互通的上下游产业链已然成型，业
务合作似乎“唾手可得”。“同属于一个
园区，给了大家更多的合作机会，更有
利于日常交流。”叠纸科技工作人员李
雪婷感慨，“彼此的办公楼只隔着几百
米，要想开个临时会议，走路几分钟就
到，太方便了。”

而近日，创智汇换上的“新装”，
给在附近办公的白领周小姐留下了
深刻印象：“去上班的路上，很远就能
看见园区的巨型涂鸦墙，鲜艳又充满
活力，很喜欢这种浓厚的创意氛围。”
周小姐说。

5 月，“Boiling 沸动”三生万物涂
鸦艺术节在此举行。来自 12 个城市
的 16 位国内外涂鸦艺术家齐聚创智
汇，带来了 14 幅各具风格的作品，然

而活动落幕，并未“人走茶凉”。这
些 作 品 被 长 期 保 留 ，成 为 园 区 的

“新装”。
《在街上写生一幅静物》借墙面原

有的排风窗，将实物与涂鸦作品巧妙
地融合在一起；《大成若缺》是艺术家
在穿孔板上的一次创作，在以前的墙
面创作中，作者总是在追求画面元素
的精确，而这次却在用细微的偏差换
取整体的完整；《包罗万象，爱与和
平》位于楼宇过道，艺术家根据墙面
结构对整个画面进行了色彩切割，黑
色线条富有冲击力；以青、蓝为主色
调，象征海洋与地球，黄与红的点缀
如同光与火焰，代表生命的能量，连
接两栋老厂房的天桥也成为艺术家
们的“画布”……

作为大创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
园区的公共活动，涂鸦艺术节已经成
功举办三届，本届涂鸦节在前两届的
基础上，邀请到了更多的艺术家、提供
了更大的墙面，把更优质的公共空间
资源用于艺术表达，实现建筑与人的
有机互动。

下一步，大创智将继续结合国家
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再提升工作，将
公共空间、城市生活、潮流文化有机
结合，吸引青年艺术家聚集，用艺术
感染力、原创设计力、文化感召力不
断激活园区，为市民提供更加高质量
的社交活力、高密度的鲜活文化、高
品质的消费场域。后续，“Boiling 沸
动”也将会持续利用大创智载体，结
合滑板、骑行等形式，打造各类富有
特色的文化活动。

“文化+科技”是大创智的园区发
展定位。当前，这里正重点培育泛娱
乐、大设计、新消费三大文化科技产业
集群，广罗B站、字节跳动、葡萄子传媒
等兼具“文化”和“科技”基因的企业。
最近，大创智还在打造“数字公园”，作
为“元宇宙”文化地标，它融合建造、商
业、教育、科技、生活、出行等具体场
景，为企业员工、社区居民、高校师生
提供可触碰未来的沉浸式数字公共空
间。在这一开发过程中，数十家园区
科技企业都参与进来，为大创智的云
上未来掀起“头脑风暴”。

8 平方公里的空间内，文化科技
企业占比达85.71%，超过4500家文化
科技企业产品出口海外；超过17万名
知识工作者在这里创业、工作、生活，
总营收突破 3000 亿元……大创智正
深度融入全球创新链条。

■记者 汤顺佳 毛信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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