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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哔哩哔哩宣传志愿服务队成立
■记者 罗佳

本报讯 8月3日，哔哩哔哩宣传
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由哔哩哔哩的
党员和UP主作为宣传志愿者，借助
平台、创作和技术优势，用积极向善
的优质网络内容传播正能量，让主旋
律宣传更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

据介绍，首批UP主志愿者共有
8人，分别是幻想浅绿、历史调研室、
沙盘上的战争、王骁Albert、欣小萌、
一个凡老师、一条闲木鱼、籽岷。

当天，在中共上海哔哩哔哩科技
有限公司党委开展的“弘扬建党精

神，凝聚创新力量”主题党日活动上，
“弘扬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新媒体宣
传主题交流座谈会开启，志愿者UP
主就主旋律年轻化宣传发表了自己
的看法。

“对于B站上的视频，感受最深的
就是‘不同的叙事方式’，也就是‘年轻
人的表达方式’。比如《那年那兔那些
事儿》，就是用Z世代的通用语言——
动画来讲中国近现代史，目前这个系
列在 B 站的播放量已经超过了 6 个
亿，成功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
条，就是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传
播主旋律。”UP主籽岷分享道。

据悉，要成立哔哩哔哩宣传志愿
服务队的想法一经发出，就受到了党
员员工和青年UP主的欢迎，他们踊
跃参与，积极加入，志愿成为“弘扬主
旋律，传播正能量”的重要成员和宣
传使者。UP主、志愿者欣小萌表示，
希望能利用自己的优势，传播更多的
正能量。

据介绍，下一步B站将发挥内容
平台传播优势，发动UP主学习创新
理论、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主流声音、
弘扬向上力量；不断创新网络传播手
段，加快媒体融合发展步伐，凝聚更多
先锋力量，助力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让主旋律宣传更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由党员员工和青年UP主作为宣传志愿者

■记者沈莹 实习记者游颖佳文/摄

本报讯 自从长白228街坊蝶变
归来后，内部的商业体逐渐开业，成
为周边30多万居民“15分钟生活圈”
内的休闲好去处。这个夏天，吸引他
们前来纳凉的，当然还有工人新村焕
新升级后的老上海新里弄情怀。

“来 228 街坊乘风凉更有感觉。
晚上邻居们都会在这里聚集，大家唠
唠嗑，特别舒心。”朱阿姨是附近的居
民，她说，老年人更喜欢坐在外面，吹
着夏夜的微风，出点汗喝点冰啤酒，
十分舒畅。

晚上 7 点，夜幕刚刚降临，华灯
初上的228街坊已颇有人气。在228
街坊中，一家名为“优布劳”的精酿啤
酒馆，成为附近中老年居民们的夏夜
纳凉聚集地。此时，附近的居民刚吃
完晚饭，散步来到这里。

为配合工人新村建筑群的整体
风格，老板江春雷特意在门口放置了
户外竹椅。他说，自己小时候就曾经
住在这一片，“坐在这种矮脚竹椅上，
摇着蒲扇，看着眼前修缮后素墙红瓦

的房子，一切修旧如旧”，吹着凉风，
喝一杯冰啤酒，仿佛回到当年记忆中
的“两万户”年代。

在今年5月长白228街坊重新开
业的当天，江春雷站在这片似曾相识
的土地上，忽然产生了强烈而奇妙的
感觉，于是他决定在这里开一家小酒
馆。自 7 月 8 日开业以来，每晚 7 点
到10点左右，酒馆里八成的顾客，都
是住在附近的中老年居民们。

“晚饭吃好了就来这里，到 228
街坊乘凉，空气又好，又热闹。”开业
一个月，顾客陆先生已经成为了忠实
粉丝。

晚上 9 点，店内外已是座无虚
席。陈先生走进来买了 2500ML 的

“机车小麦”鲜打啤酒外卖。这家店
的啤酒外卖，是将鲜酿啤酒灌装入专
门的手提袋，十分方便。他笑着说：

“喝啤酒，我喜欢打包回家一个人慢
慢享受。”老年人的怀旧情怀和年轻
人的小资情结，在228街坊都得到满
足，不同年龄群体之间的融合包容，
是上海这座海纳百川的城市最独特
的气质。

夏夜纳凉，来长白228街坊
（上接第1版）发放配套宣传资料，解
答企业关心的问题，推进信用惠企服
务进园区，营造知信、守信、用信的良
好氛围，这也是杨浦积极探索信用园
区建设试点的有益尝试。

指尖上的政策“工具箱”
作为首批国家创新型城区、全国

双创示范基地、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
载区和“科创中国”试点城区，创新是
杨浦最鲜明的特质。区内集聚了数
字经济企业近7000家、国家“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 23 家、市级“专精特
新”企业 342 家、高新技术企业 1223
家、企业技术中心88家，总数均居全
市中心城区前列。

针对惠企政策分散在不同部门，
不好找、对接难的问题，杨浦积极拓
展信易贷平台的政策服务功能，对在
有效期的惠企政策进行结构化梳理
和精细化分类，已集成稳增长提信
心、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人才服务、
融资服务、绿色低碳、综合规划等160
多项政策信息；围绕政策落实链条，
对每项政策关联配置政策原文、政策
解读、申报指南、培训资讯等要素，并

设置阅办
联 动 、智

能推送等功能，为企业提供便捷查
询、直达快享的政策服务体验。

在精心绘制政策“全景图”和“导
航图”的同时，还将信用承诺、信用核
查等机制嵌入政策申报、评审、兑现、
跟踪管理全流程，推动建立守信联合
激励机制，为信用良好的企业减环
节、减时间、减跑动次数；对专精特新
企业、小巨人企业、知识产权优势企
业等守信“白名单”企业，通过“一网
通办”杨浦企业专属网页、随申办企
业云、市民云杨浦旗舰店等线上平
台，以及线下主题对接活动，精准推
送信易贷平台特色服务，通过信用赋
能提升惠企政策落地效果。

一站式金融产品“云超市”
在上技所·技术贷主题专区，杨浦

联合首家国家级技术转移机构——上
海技术交易所，基于企业科创属性评
价、技术交易信息、公共信用信息等多
元数据，推出两款知识产权特色产品
——技知融、上市技易贷，额度高达
5000万元，期限长至5年，并可享受杨
浦区知识产权融资风险补偿、利息补
贴等多重政策红利，通过“信用数据赋

能+政策扶持激励”，助力科创企业加
快核心技术攻关与科技成果转化。

针对银企信息不对称、产品供需
不匹配的问题，杨浦结合区域产业发
展导向，在平台上架百款精选金融产
品，其中信用类贷款产品超过 70%；
根据创新创业活跃、平台企业集聚的
特点，特别推出杨浦政策性产品、上
技所·技术贷、创业接力贷、文创贷、
云量贷等五个特色主题专区，满足企
业多元化、精细化的需求。企业可在
线申请金融产品、一键发布融资需
求、实时查看融资进度；金融机构可
在线受理企业融资申请，查看平台提
供的通用+定制版的信用报告，多维
度评判企业信用状况，提升贷前、贷
中、贷后服务水平。

下一步，杨浦将构建线上线下联
动的信用服务“生态圈”，整合产业部
门、园区、街道、金融机构、平台企业等
各方力量，建立信用惠企“服务团”，聚
焦企业集聚区域、高频办事场景、重大
赛事活动，通过线上渠道普及宣传、主
题活动定向推介、日常服务场景嵌入，
大力推进信易贷服务入园惠企，打通
信用服务落地“最后一公里”，让信用
红利惠及更多创新创业企业。

（上接第1版）以延吉四村为例，我们
在广泛征求居民意见的基础上，将楼
栋内进出口由台阶改为坡道，并在楼
梯旁安装扶手；在公共区域增设休闲座
椅、照明设施和公共厕所；小区道路实
现主干道人车分流；睦邻中心广场整体
更新，并与塑胶步行道联通，打造健康
生活运动区。今年，又有多个小区“美
丽家园”项目即将启动，我们将充分借
鉴延吉四村的经验做法，将无障碍建设
纳入“美丽家园”和社区更新项目，用心
雕琢社区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让居
民感受到温馨舒适、贴心受用。

对于“行”这方面，通过无障碍通道
建设和加装电梯两大工程帮助“悬空老
人”下楼。多方助力加速无障碍通道工
程。沿松花江路路段，有7栋老旧高层
住宅，大楼电梯所在的电梯厅与地面之
间有8格台阶，成为楼内1300多位老年
人和150多位残疾人出行的“拦路虎”。
在区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社区规
划师团队及相关专家实地勘察、比选方
案，已有 2 幢大楼率先建成无障碍通
道。调查研究期间，我们又完成了其余
5栋大楼的意见征询、管线勘探和方案
设计，计划分批次尽快实施改造。

持之以恒推进加装电梯工程。面
对居民加装电梯的迫切需求，我们通
过党建引领居民自治，不断为加装电
梯提速。截至目前已交付使用33台，
还有30台正在施工。下一步，我们要
及时调研发现居民新的加装需求，同
时对完成的项目加强回访，力争形成
一套完整高效、便于推广的工作经验。

开展源头治理，守护安全生活
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延吉社区

存在的安全隐患主要集中在三个方
面。一是高层楼栋消防安全存在隐

患 。 部 分
老 旧 高 层

住宅住户密集，居民习惯在楼道堆物，
甚至堵塞消防通道。二是社区车棚亟
需升级改造。非机动车充电位缺口
大，飞线充电问题屡禁不绝。三是“小
火亡人”问题。经常有老年人因烧饭
煮药时忘记关火就外出、睡着等原因
导致灶头干烧发生火情。

在社区管理的过程中，如何借助
智慧化等手段，把传统的被动处置转
化为预防式的源头管理，是我们思考
和探索的重点。对此，我们在三个方
面进行了尝试。

首先是开展高层消防集中整治。
结合创全工作，今年我们启动了高层
住宅楼道堆物专项整治，将安全隐患
突出的 30 幢老旧高层住宅列入重点
整治范围。通过清理疏散通道堆物、
拆除铁门铁锁等固定物，恢复消防通
道功能，改善居住环境。目前已经完
成15幢大楼整治工作，其余大楼首轮
整治预计在 10 月底前全部完成。为
防止回潮，后续我们还将加强监督执
法，同时“三驾马车”加强沟通、相互配
合，共同做好高层自治管理。

其次是开展非机动车棚智能化改
造。延吉从 2021 年开始对非机动车
棚进行无人智能化改造，引入智能安
防设备，统一规划充电线路，设置自动
断电装置，并加装喷淋系统及远程监
控，至今已改造老旧车棚 36 个。同
时，大力推进露天智能充电桩建设，目
前已在32个点位安装470个智能充电
口。从实际成效来看，车棚改造和充
电桩建设确实有效减少了因违规充电
引起的事故，也缓解了“充电难”的问
题，值得继续推广。

再有是为重点人群加装居家安全
报警器。针对老人燃气使用不当容易

引发安全隐患的问题，我们计划为首
批1000户高龄独居老人安装安全报警
器，通过技术手段预防燃气事故发生，
提升居家安全水平。此外，我们还考
虑在未来将智能烟感报警系统作为补
充，研究接入“一网统管”系统，为老人
的生命财产安全添加双重“安全锁”。

突出法治护航，构建和谐生活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两个

现象。一是近年来社区内电信诈骗发
案率较高，居民反映较为强烈。2023
年1-5月，街道辖区内共发生电信网络
诈骗案13起。二是睦邻法治服务中心
老年人接待比例逐年攀升。2022年度
接待老年人法律咨询占比80%以上，达
3000余人次。针对老年群体的需求和
特点，我们推出了更为精细化的法律
服务和更具针对性的普法宣传。

在法律服务方面，精准升级服务
“菜单”。针对老年人关注的遗嘱、监
护、婚姻家庭等问题，我们细化“遗产继
承、婚姻纠纷、侵权损害、指定监护”等
18类公共法律服务类型，并开设老年服
务窗口，通过每月排片表，提供“专家门
诊式”法律咨询服务。针对高龄老人多
的现状，街道还从今年开始试点嵌入式
精准化法治项目，为社区80岁以上、行
动不便的居民提供上门服务。

在普法宣传方面，生动讲好法律
故事。结合社区电信诈骗、家庭纠纷、
邻里矛盾等真实案例，自编自导自演

“戏说法律那些事儿”法治情景剧，并
在各居民区开展巡演，在潜移默化中
树立社区居民的法治思维。针对电信
网络诈骗多发问题，街道今年上半年
持续在辖区商圈、公园、睦邻中心等人
流密集处开展各类反诈宣讲23次，持
续守护居民的“钱袋子”。

深植睦邻底蕴，拥抱幸福生活
在与居民的交流中，我们了解到

居民在高品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也有
不少需求。如不少老年人因不会操作
手机，经常在就医、出行时遭遇种种尴
尬，需要我们帮助他们融入数字化时
代；需要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对社区
归属感强烈，乐于参与治理、服务社区
等。从这些需求切入，有助于增强老
年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打造“银龄课程”，推行“老有所
学”。为了帮助老年居民跨越“数字鸿
沟”，延吉打造“老杨树助E行”志愿服
务项目，以老干部作为志愿者，帮助社
区其他老年居民体验互联网带来的智
慧生活。在研究新一年社区学校课程
设计时，我们还提出增加手机学习相
关课程，围绕微信、阅读、视频类应用
开展学习指导，让更多老年居民能够
共享信息化发展的成果。

拓展文体资源，促进“老有所
乐”。延吉的社区文化建设有着良好
的基础，“睦邻文化节”、“延吉杯”全民
健身体育赛事等活动深受居民欢迎，
各类文化、体育资源配送力度大，到图
书馆阅读学习、到睦邻中心活动、到公
园绿地健身，是延吉居民钟爱的日
常。在对未来的规划上，我们设想能
够结合杨浦体育馆和杨浦公园提升改
造，为周边居民开拓更加优质的体育
健身、休闲娱乐区域，建设串联起延吉
各大功能区域的休闲慢步道，形成一
片新的活力开放空间。

参与社区治理，成就“老有所
为”。延吉正在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
主、强化居民协商议事功能为核心，推
动睦邻中心向“公益服务1.0—交流共
享 2.0—民主协商 3.0”转型升级。作
为社区治理的主力军，老年居民在志
愿服务、维护环境、邻里互助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将在睦邻中心
3.0的建设中，引导他们有序参与社区

公共事务协商，让老年居民在社区治
理中实现自我价值。

如何建设好老年宜居家园，我们
有了进一步思考。结合“15分钟社区
生活圈”建设蓝图，我们提出要建设老
人友好的宜居家园，主要围绕“医、食、
住、行、安、养、乐、为”八个方面研究老
年人需求，找到缺口和不足，并提出针
对性措施。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我
们有如下体会：

延吉当前最紧要的工作任务还是
要夯实基础。必须基于延吉老旧小区
多、人口密度高、老年人口多、困难家
庭多的实际情况，持之以恒、稳扎稳打
做好房屋更新改造、公共设施建设、重
点人群保障等基础工作。这也是当前
辖区居民群众最想看到、最盼得到、获
得感最强的工作。

延吉是睦邻中心的发源地。睦邻
精神是延吉建设发展的灵魂和根基，
是居民对于“远亲不如近邻”、“敦亲睦
邻”、“守望相助”的朴实认知，是社区
各类主体的情感链接和关系纽带。我
们要在工作中继承和发扬睦邻精神，
为延吉的发展持续注入强大的价值追
求和内生力量。

延吉承载着工业杨浦的历史底
蕴，空间特征、居民构成至今都留有明
显的工人新村的特点。在未来的建设
发展中，可以融入更多历史记忆和文
化要素，把延吉打造成一个有文化传
承、讲历史情怀、特色鲜明的老年友好
社区。

要结合“15 分钟社区生活圈”建
设，串联整合辖区各类公共资源，连珠
成线、连线成面，促进辖区公园绿地、
体育场馆、商业街区、睦邻中心、图书
馆等公共场所统筹建设、提质升级，推
动卫生中心、养老机构、学校、园区、企
业等单位资源共享、合作共建。

在深度老龄化睦邻社区，为“60+”打造四种生活

杨浦发布首个创新创业企业信用赋能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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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汇报 眉目流转、身姿绰约，
轻甩水袖的“杜丽娘”就在眼前游园
赏景，恍惚间似乎来到身旁……日
前，上海昆剧团“五子登科”系列之

“頲·會”张頲个人专场在天蟾逸夫舞
台举行。演出前，不少观众已经在二
楼率先与张頲来了一次“零距离”接
触，演员以3D全息影像的方式带来
名段“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昆曲应该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
踩准时代的节拍。”看得出张頲对数字
科技在文化领域的创新应用充满兴
趣。随着各类新技术逐渐浸润人们的
日常生活，张頲这样的昆曲人也在积
极探索，戏曲的推广、舞台的革新、文
化的留存或许都能找到新的可能。

当传统遇见新艺术，舞
台能否更“有趣”？

张頲自认是个“闲不住”的昆曲
演员，她参与过二胡与昆曲结合的

《游园》、钢琴大提琴版的《惊梦》，也
和自得琴社音乐总监唐彬成立的太
一生水乐队制作过电音昆曲。某一
天，她在社交平台刷到位于成都春熙
路上的裸眼3D大屏，上面栩栩如生
的数字熊猫相当吸睛，这也让她萌生
了试一试的想法：“如果昆曲这样‘动’
起来，是不是也会被更多人看见？”借
个人专场的契机，张頲进行了初试
水，在全息影棚录了一版一分多钟的

《牡丹亭·游园》【皂罗袍】。
逼真的纵深感是全息影像的一

大技术亮点，观众伸出手仿佛就能触
摸到影像中的人物。在录制的过程
中，为实现更好的视觉效果，张頲进
行了相应的调整，“有时我一转身，水
袖一抛就会出了画面，我把这些幅度
较大的动作纵向演绎，观众能拥有更
强烈的互动感。”今年是张頲进入上
海昆剧团工作整 20 年，这些年她在
舞台上一边演出一边学习，而日新月
异的技术也让她不禁思考，戏曲舞台
上是否能玩出更多新花样：“表演有
时演员要赶妆，影像能否先一步与观
众见面，让剧情更加流畅？”“《牡丹
亭·惊梦》里杜丽娘梦见书生柳梦梅
与之幽会，如果通过全息的手段让柳
梦梅立在舞台上，虚实交融的效果会
不会更好？”

古老艺术与新兴技术的对接是
全球表演者面对的课题，曾在东京奥
运会开幕式上亮相的日本歌舞伎领
军人物市川海老藏就曾大胆创新，在
经典作品《源氏物语》加入沉浸式体
验，演员表演中需要佩戴传感器，舞
台上实时生成与演员动作相吻合的
影像。当被问及缘何进行这样的尝
试，出身于传统歌舞伎世家的他表
示：“‘市川海老藏的歌舞伎好像很有
趣，我也想去看看’，我认为现在要让
更多人有这样的想法很重要。”

在“数字园林”里，春色
依旧如许

在舞台表演上使用全息投影技

术，已有过不少范例。流行女歌手碧
昂斯曾凭借成熟先进的3D Mapping
投影和全息技术完成一曲惊艳的

《Run the world》，2018年《邓丽君·传
奇》全息演唱会将一代传奇歌手邓丽
君“请”回到舞台中央，甚至完成了与
当红歌星的“实时对唱”。而“頲·會”
技术团队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手中
的全息技术也已拥有“复活”戏曲大
师的能力，“全息影像采用音画分离
的采集方式，我们可以对老照片进行
外形数据收集，再对专业演员进行动
作采集，结合老录音旧录像，便能让
大师重回公众视线”。

平日里，张頲喜欢参观各类潮
流展览，在观展的过程中，90 后、00
后 竞 相 拍 照 打 卡 的 景 象 触 动 了
她。“昆曲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一
个头饰、一个妆面都有自己的故
事。”张頲表示。如今，她正在筹备
一座“数字园林”，用符合当代年轻
人审美的方式对昆曲进行集成式
的导览，让更多人见证“春色如许”
的好光景。

目前已完成了3D建模的数据采
集，以张頲为原型的动画版“杜丽娘”
将在“客厅”借助全息影像和观众实
时互动。而在“游园”部分将通过镜
相装置与多媒体影像投射，共同打造
一座梦幻华丽的后花园。“昆曲蕴含
着强大的能量，乘上合适的媒介，相
信可以辐射影响更多人。”张頲充满
信心。 ■王筱丽

据文汇报 踱步于西岸美术馆“肖
像的映象”展，看到毕加索用紫绿相间
的撞色绘就的《女人肖像》，艺术爱好者
王小姐很是激动，一眼认出画中主人公
是艺术家最为钟情的缪斯朵拉·玛尔。
不久前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上海分
馆的“现代主义漫步”展上，王小姐第一
次记住了朵拉·玛尔这个名字，现场展
出的毕加索《大幅斜倚裸像》《绿指甲的
朵拉·玛尔》等名作，画的都是她。

星罗棋布于上海全城大大小小的
美展，摊开鲜活的世界艺术史地图。
不少人和王小姐一样，在不同展览的
对照中，悄然累积着艺术知识，并在展
览“连连看”的过程中，解锁艺术欣赏
的新鲜体验。在上海市美术馆协会会
长朱刚看来，“大美术馆计划”的稳步

推进，为上海艺术生态的发展提供了
坚实的平台，赋予其全球资源配置能
力。这使得世界各地在此汇聚的文化
艺术精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度，
俨然构建起“世界艺术史共享教室”，
也让“来上海看美展”成为越来越令人
心动的奔赴上海的理由。

仿若穿行于鲜活的世界艺术史
最近，有心的观众发现，申城举办

的众多美展，正在形成一组组有趣的
对照关系。若将它们中的不少“连连
看”，仿若穿行于鲜活的世界艺术史。

不妨沿着现代艺术出发，看看这
张艺术地图如何越走越豁然开朗。现
代艺术，可以理解成艺术冲破古典传
统走向现代的过程。到了这个阶段，

艺术创作的想象力大爆发，但同时，也
常常看得人一头雾水。宝龙美术馆的

“什么是现代艺术啊：你好啊大艺术
家”，藏着简明又萌趣的现代艺术史线
索。在这个展览中，艺术家大橘子精
选了马奈、莫奈、梵高、毕加索等16位
现代艺术代表性艺术家的数十件作品
进行圆滚滚、软乎乎的二次创作，让现
代艺术变得易于亲近。

由此开启的兴趣，大可再循着两
个名家云集的原作展——西岸美术馆
携手蓬皮杜中心的重磅常设展“肖像
的映象”与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上海
分馆的“现代主义漫步：柏林国立博古
睿美术馆馆藏展”，进一步领略现代艺
术的魅力。前一个展览以“肖像”作为
线索，找到解读现当代艺术的一个通

俗切口。每张肖像背后，都有一个鲜
活的人。以近300件蓬皮杜中心珍藏
为媒，观众能从艺术家如何描绘人、塑
造人的过程中，感受艺术风格的变化
及艺术的先锋性。后者聚焦毕加索、
保罗·克利、马蒂斯等六位现代艺术巨
匠的近百件精品，勾勒出现代艺术创
造力蓬勃发展的脉络。诸如毕加索笔
下的朵拉·玛尔，不过是两个展览之间
多处遥相呼应的细节之一。

浦东美术馆的“时间的轮廓：大都
会艺术博物馆的大洋洲艺术与传承”
中，来自大洋洲大大小小粗犷、朴拙又
充满独特想象力的面具，提醒人们看
到包括毕加索在内多位现代艺术大师
重要的灵感源泉。巧的是，上海塞万
提斯图书馆正在举办的展览“毕加索，
面具之像”，汇集毕加索戴着面具的精
彩相片，印证了这种不解之缘。

备受毕加索推崇的稚拙派，正于久
事美术馆迎来中国首展“白日梦——稚
拙派艺术家的奇妙世界”。稚拙派，指
的是活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
的一群素人画家。他们都从未接受过
系统的艺术教育和训练，无不用淳朴
天真的方式绘画，记录并传播着生活
的美好。毕加索毕生追求的“像孩子
一样画画”，大抵就是这样一种境界。
有意思的是，稚拙派的艺术精神，还可
以从一个看似与之八竿子打不着的展
览中窥得。这便是中华艺术宫（上海
美术馆）的“素人策展计划（第一季）”，
邀请没有美术背景的素人，进入美术
馆的核心，挑选作品组成一系列展
览。素人策展人对于美术作品不专业
却浸润着真诚个性化感受的解读，与
稚拙派画家自发而真切的艺术创作，
构筑起耐人寻味的对照。

让种种优秀的文化艺术
获得新的生长点，并开花结果

“申城众多美展之间形成的呼应，
是办展方不期促成的巧合。种种巧合
背后，却又存在着某种必然。”朱刚向
记者坦言，申城美术馆事业的高速发
展，上海美展面貌的多元化趋势，带来
更广阔的风景、更多样的视角，每个人

都能从中拥有属于自己的发现。
艺术评论家沈奇岚留意到，在浦

东美术馆“六百年之巨匠：来自提森－
博内米萨国立博物馆的杰作”与东一
美术馆的乌菲齐美术馆特展“波提切
利与文艺复兴”中出现了几乎一模一
样的一幅画，这便是布隆齐诺笔下穿
着盔甲的科西莫·德·美第奇。她告诉
记者，这件作品共有 20 多个版本，乌
菲齐带来的是背景为蓝色帷幕的版
本，也就是最初的版本，提森带来的是
背景为绿色帷幕的版本。“上海的观众
很幸福！在相距1000米的两个地方，
就能看到别人要跑两个国家才能看到
的两幅画。同行们感叹，这样做研究、
写论文更容易了，足不出沪简直就可
以感受到一部生动的、完整的世界艺
术史。”

最近两三年频频穿行于申城各大
美展现场看热闹，陈女士笑言从艺术

“小白”进阶为摸着了些许门道的艺术
爱好者。“前段时间逛宝龙美术馆的

‘西方人物绘画400年：东京富士美术
馆藏精品展’，看到最后一章‘幻境’匆
匆点到进入现当代艺术史之后天马行
空的人物画便戛然而止，觉得意犹未
尽。没想到很快又在上海盼来了‘肖
像的映象’，续写肖像在近百年间艺术
创作中的百变演绎。”

朱刚希望，全城美展“连连看”形
成的有趣体验，能够进一步促成大众
观展之后的思考，让这间“世界艺术史
共享教室”更具主观能动性。例如，循
着现代艺术巨匠从大洋洲等地古老、
原始的艺术中获得的养分，探究他们
如何用“再加工”创造艺术可能；从稚
拙派素人画家与时下的素人策展中，
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艺术来源于生活。

“这些丰富的艺术资源，不仅能帮助人
们越来越清晰地捕捉到艺术史的脉
络，还或将对时下的艺术创作有所启
发。”饶有意味的是，拥有全球资源配
置能力的“上海美展”其实也与这座城
市的精神底蕴之一——海派精神形成
了更深层的对照，以面朝大海的襟怀，
让种种优秀的文化艺术在此获得新的
生长点，进而开花结果。 ■范昕

据新民晚报数字时代，年轻人的
文化生活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好朋友是千里之外的网友，喜欢的

“明星”是虚构的角色，连看直播也
是动画风格的虚拟主播主持。

日前，由哔哩哔哩（B站）打造的
线下展会 BilibiliWorld 2023（简称
BW）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闭幕。这
些本该只存在于电脑、手机上的虚
拟人凭借技术设备，“来”到 BW 现
场，科技的力量让虚拟世界的人物
与现实世界的粉丝跨次元相见。仅
仅一个周末的时间，展会吸引了来
自全国各地的十余万人次观众入
场。对于热爱二次元文化的年轻人
来说，这也是一次圆梦。

自 2017 年第一次举办至今，每
年夏天的BW都会吸引大批年轻观
众来沪，今年首轮门票开售时更是7
分钟就全部告罄。让年轻人趋之若
鹜，这场展会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

3 号馆的《未定事件簿》游戏展
台，是 BW 人气最旺的几个展台之
一，这都要归功于四位已经成为二次
元顶流的“未定大头”。和一般的
cosplay（角色扮演）不同，《未定事件
簿》的四位男主扮演者穿着精致的黑
西装，脑袋却是萌版人物的头套，既
有一种可爱与帅气碰撞的“反差萌”，
又在游戏角色走入现实时，着重还原
了二次元的形象。许多玩家一进入
场馆就直奔展台，只为排队与“大头”
互动，亲眼见一见游戏里的角色们。

参加漫展的年轻人，不少是盛

装出席。他们有的换上汉服，有的穿
着洛丽塔小裙子，有的装扮成毛茸茸
的小兽……即便没有换装，也要拎上
一只“痛包”，包上装饰满满的动漫周
边，彰显着自己的热爱。实际上，节
假日的上海街头，常常能见到二次元
青年，他们个性的装扮并不会引来异
样的目光。这座城市的包容和开放，
孕育了浓厚的二次元文化氛围。

如BW这样生根于上海的漫展，
也有着一样的包容和开放。在游戏

《命运冠位指定》的展台前，一位扮演
游戏角色恩奇都的coser被不少玩家

“求合影”，她虽然假发、衣服、装备齐
全，却并没有化上浓重精致的妆容。
本届BW更为喜欢汉服、JK制服和洛
丽塔服饰的观众量身打造了“盛装派
对”展区，让每个人都尽情秀出自我。

“请问你抽到了哪个角色？我可
以和你交换吗？”在BW许多售卖动
漫周边的展台，都可以听到这样的问
话。购买盲盒性质的周边产品后，许
多消费者都会为了换到心仪的角色
而向身旁的路人“搭讪”。一些展台
还贴心地划出专门的“交换区”，方
便大家交流。交换之余，聊上几句，

“摊主”和“顾客”就成了朋友。
在拥有共同爱好的人面前，平日

里爱一个人宅在家里看动画、打游戏
的二次元爱好者，也变得喜欢“社交”
了。B站为二次元群体搭建了线上交
流的平台，BW则将这个平台拓展至
现实生活，这也正是其吸引年轻人蜂
拥而至的魅力所在。 ■吴旭颖

申城美展“连连看”，“大美术馆计划”稳步推进

构建起“世界艺术史共享教室”

今年，备受瞩目的中法文化合作项目——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中心五年展陈合作项目再添新成果。“本源之画——超
现实主义与东方”特展在上海西岸美术馆举行。据了解，2023年上海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中心将继续根据中法合作项目
安排更新常设大展等，并同步推出更丰富的艺术教育活动。 ■新华社记者 任珑 摄（资料图）

“杜丽娘”怎么打开昆曲新玩法 虚拟与现实如何“跨次元相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