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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区四个镇近日获评 2021-2023
年度“上海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其中车

墩镇以聚焦农民艺术的丝网版画荣获

该称号。而此前，自 2011至 2020年，车

墩镇已连续三届获此殊荣。作为一种

开创性的农民绘画尝试，车墩丝网版画

以江南农村生活为创作素材，运用现代

丝网感光技术，采用历史悠久的蓝印花

布孔板和丝印孔板、绘印、刻印结合的

民间绘画，吸收了民间灶画、民间剪纸、

民间刺绣等民间艺术形式。2013年，丝

网版画被列入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名录。

手把手“传帮带”面对面授匠心
记者走进车墩版画美术馆，版画师

朱永康正在专心致志地为一幅消防题

材的版画做最后的印刷工作。“这些是

消防员们的作品，通过我们的培训指导

后，他们自己先进行创作，我们再帮忙

做局部的修改和后期制作。”朱永康介

绍，由于版画的绘制涵盖了 10 道工序，

过程较为繁琐，尤其在印刷步骤中需用

到具有感光技术的机器，而这些只能在

版画美术馆内完成。“消防员们平日忙

于工作，没有时间到这里来，所以由我

们来帮助完成，再将这些作品送到他们

手里。”朱永康说。

消防员被称为“最可爱的人”，群众

有需要时总能看到他们的身影。“我们

很乐于做这样的培训，希望他们能在繁

忙的工作之余画画版画，在艺术创作中

获得身心的愉悦。”朱永康告诉记者，自

2016年起，车墩镇文体所联合车墩消防

中队举办了一系列军民共建活动，版画

师们手把手“传帮带”，面对面授匠心，

久而久之，丝网版画成为车墩消防中队

和消防救援站的文化品牌项目，受到了

上海消防总队的嘉奖。

据统计，从 2011 年至今，车墩镇举

办了34期丝网版画培训班，培训群体包

括消防员、侨联成员、残疾人、妇女儿童

等，培训人数达2600人次。兢兢业业的

版画师们犹如星星之火般将版画艺术

点燃在市民心间，唤起这项非遗的潜在

魅力。自2015年起，车墩镇丝网版画创

作团队连续六年荣获松江区级优秀文

化团队、区级示范性文化团队和区级特

殊贡献文化团队。

“女团”大显身手 展现巾帼力量
1997 年，车墩镇 6 名女子合力完成

了一幅长达10米的丝网版画《今日农家

女》，其作为展品献给了当时正在召开

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展现了车墩女

性的巾帼风采。2007年，车墩镇诞生了

一支名为“画生香”的女子丝网版画创

作团队，“女团”出道后，收获了众多“粉

丝”。女子丝网版画创作团队以女性特

有的细心、耐心为市民教学丝网版画，

将这项非遗技艺的种子播撒至社区、学

校、农村、部队、企业和特殊人群中。

每逢“三八”国际妇女节，车墩镇女

子丝网版画创作团队都会举办女子版

画培训班。家政服务明星、社区工作

者、助残员、村居妇女、企业白领……来

自不同行业的妇女参与其中，在版画创

作中寻找精神家园。女子版画培训班

开班以来，有 3名妇女成为上海市美术

家协会会员，10名妇女成为松江区版画

院画师、松江区美术类百姓明星、松江

区美术类百姓明星十佳等，20名妇女成

为车墩版画美术馆核心骨干及中青年

重点培养对象。

“女团”的骨干老师积极参与残疾

人培训辅导，让学员充分挖掘自身的艺

术才华。2016年，车墩镇文体所举办了

一场“同一片蓝天”残疾人士丝网版画

作品展。36 名残疾学员在老师的指导

下创作了50余幅作品，这些作品涉及江

南水乡、新农村建设、车墩人文历史、敬

老爱幼传统美德等主题，吸引了近 5000
名社区居民前来观摩。许多作品还“走

出”小镇，“走进”了市、区级的大赛与展

览。“有了丝网版画这一爱好，我的生活

变得充实，可以经常把喜欢的景致画下

来。”残疾人士顾宏飞说。在教学与创

作的过程中，车墩女子丝网版画团队成

员的许多作品屡获嘉奖，有50幅作品入

选历年“大美云间”松江美术作品展，还

有多幅佳作荣获国家级奖项。同时，许

多作品也在松江各大车站、地铁站和主

要路段围墙上展示。

版画走村入户 乡村建设添彩
车墩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心

位于华阳老街东门村，面积达 600 平方

米，是典型的江南老宅明清建筑。中

心设有培训基地、文创展示区、版画美

术 馆 、非 遗 传 承 人 工 作 室 等 功 能 区

域。近年来，中心组织辖区内的村居

妇女、“阳光之家”人士等不同群体开

展丝网版画知识、技艺的培训和普及。

“为更好地推动版画艺术的交流、

发展，扩大丝网版画的宣传力度，我们

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展览展示活动，让更

多的社会人士及爱好者近距离地感受

非遗文化的魅力。”车墩镇文体中心负

责人陆群表示。此外，传承者集思广

益、推陈出新，将版画元素嫁接于时装

载体，在全区社区舞台上展演，使车墩

丝网版画不断深入群众中。同时，通过

赠送丝网版画画册、书籍、非遗挂历，使

版画作品深入到每个角落，让更多的人

了解丝网版画。

文化是美丽乡村的灵魂，非遗文

化墙是弘扬先进文化的有效载体。去

年是车墩镇“建设美丽乡村改造计划”

实施的第三年，车墩丝网版画创作团

队凝心聚力，将版画艺术融入得胜村、

汇桥村、东门村和新余村等地，绘制了

多面文化墙。“有的墙面高度比较高，

绘画难度大，创作内容既要接地气、色

彩鲜艳，还要考虑版画特有的肌理状

态。”陆群表示，非遗文化墙有近 3000
平方米，整个文化工程创作下来十分

不易，背后凝结的是创作团队无数个

日夜的智慧与心血，丝网版画在赋能

美丽乡村建设的同时，深化了社会公

益的文化内涵。

徐氏当铺位于中山西路368号，是

松江唯一一座保存至今的古代当铺建

筑，具有较高的文物保护价值和文化

传承价值。走在徐氏当铺的院廊之

间，三进七开间，移步易景，颇有一番

“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意境。

徐氏当铺建于清代中后期，原为徐

姓典当行，其临街为门厅，后二进为当

铺楼、库楼和宅楼，楼为硬山顶形式，有

奇小的三山屏风墙。清同治元年（1862
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松江城内先后

开设典当行29家，而秀野桥以西只开设

了一家，便是徐氏当铺。1745平方米的

总面积加上雄厚的资本和独特的经营

方针，使得徐氏当铺在当时的松江名声

大噪。到了抗战时期，石湖荡叶氏在此

开了药店“天和堂”。历经一百五十多

年风雨的徐氏当铺，在历史尘烟中逐渐

破败。2016年，一番修缮后，这座老宅

又重现了往昔的容貌。为确保老宅建

筑的“原汁原味”，修缮期间，工作人员

严格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在施工工

艺上采用了难度较大的榫卯结构。值

得一提的是，这座建筑的横梁和木柱上

竟没有一颗钉子，在经过仔细地打磨和

油漆喷涂后，观者很难看出修复的痕迹。

日前，这座老宅在重新装修后以

全新“身份”亮相：一家“中国旅游书

店”——跨塘乘月书苑在此诞生，这是

区文旅局携手中国旅游出版社合力打

造文旅融合新业态的初步尝试。精心

布置后的书苑有前庭、中庭和后花园，

连廊半亭、粉墙黛瓦，环境幽雅、凝心

聚气。“这里会成为一个集读书会议、

休闲沙龙、曲艺雅集、研学论坛和旅游

产品发布等于一体的‘跨界’共享空

间。”跨塘乘月书苑的负责人李伟峰在

书店开发中提出了许多新点子，“这里

过去是当铺，当铺的特色是可以传承

的。譬如来这里的小朋友可以用他的

文章或作品兑换积分，积分达到了一

定数量就可以兑换一本书或一堂课，

这是典当的另一种形式。”此时的典当

不在于物品的价值，而在于因此获得

的快乐，变换间，昔日的徐氏当铺正在

孕育成为一家“解忧典当行”。

如果说过去的当铺更多体现在商

业价值，那如今的“当铺”则被赋予了

更多的文化内涵。“我希望为市民提供

一个积聚正能量的空间，帮助到更多

人。”李伟峰举例，比如现在有些孩子

和家长之间存在矛盾，那他们可以通

过参与读书会等活动，充分交流，解开

心结，“我希望到这儿的人能把烦恼和

忧愁倒出来，把快乐带回家。”

在李伟峰看来，一家旅游书店的

旅游概念可以很丰富，“如果你出去旅

游了，我们可以帮助你策划一本画册

或相册，或打造一些相关的旅游产

品。”之所以给这家旅游书店起名为

“书苑”而非“书院”，李伟峰向记者阐

述了背后的深意：“苑”字表示荟萃学

术和人文，延伸了这个空间的内涵，赋

予这家书店更多的可能性。

走出书苑，隔着透明的玻璃墙，可

以看到店内米黄色的木质书架上已陆

陆续续摆放了不少图书。昔日的当

铺，如今的书苑，过客匆匆，期待这家

“中国旅游书店”能成为过客的心灵栖

息点。

孔板绘刻农民相 帮带传承入民心
——记“上海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车墩镇

□记者 朱颖宏 摄报

昔日当铺名声噪 如今书苑解忧妙
——访永丰街道文物保护点徐氏当铺

□记者 朱颖宏 摄报

本报讯（记者 刘驰 摄报） 12月 4日，“慧心一

画”——刘慧画展在艺云阁文化艺术空间开展。作

为刘慧首次在松江举办的个展，本次展览共展出了

她近五年的30余幅国画和书法作品。

“松江拥有深厚的人文底蕴，活跃着众多优秀艺

术家，此次画展也因此与艺云阁结缘。”刘慧告诉记

者，这些作品对自己而言，不仅是对传统笔墨的实践，

更是承载了自己在学术研究中对传统艺术的关注。

佛手莲心、祥云禅意、深谷峡峰……一幅幅充

满禅宗意境的作品悬挂于展厅内。观其画作，尚古

清雅，笔墨真放大胆而不失精微，构图虚实有度而

不乏新意，设色古朴雅正而不悖其彩。

刘慧指着一幅作品向来宾介绍：“这是某天早

晨，我忽然想起了当初在西藏看到的高峰云雾缭绕

的情景，有一种不书不畅的感觉。于是提笔画了这

幅画，也是表达内心对高山、云巅的回味和向往。”

洒金的画作、考究的纸张、富有张力的笔触以及画

作背后的深层意境令观者啧啧称赞。

刘慧现为东华大学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丝绸之路国际总商会艺术顾问、上海市曙光学

者。她专注于美术学研究，由史而出，精研传统，其

画作亦是史学参照与精神富足下的“游于艺”。

“我常常想‘天下事，有知而不能做到，没有不

知而能做到的’，我也越来越清晰地知道，哪里才是

高峰，自己要走向哪座高峰。盥手涤砚，焚香净几，

落笔成墨，这已经成了我的生活美学。举办这次画

展，也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关注传统艺术，关

注传统的艺术意境和哲学意境。”刘慧说。

本报讯（记者 刘驰）“江南依旧一片青”松江·

安吉两地书画作品展于近日在松江区图书馆开

幕。展出的126件精品力作不仅是对江南景色的浓

缩，更是对江南新时代精神风貌的充分展现。

两地书画艺术家以“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

脉搏，弘扬主旋律，引领社会风尚，塑造江南书画品

牌”为使命，通过多元素的艺术风格将“两山”理念、

人文松江建设印迹贯穿于书画创作中。

作品的主创者之一、国家一级美术师孙永全介绍，

他在创作的过程中，挑选了松江本土画家程十发的部

分作品，在描摹原画的基础上，辅以安吉特色竹子、竹笋

等元素，通过融合创新，让两地文化碰撞交流。

“上海松江和浙江安吉是友好城市，这次展览

也是去年松江的艺术家们到浙江采风的成果展

示。”区文旅局公共服务科科长杨雨清说，“两山”理

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安吉提出来的，这次围绕

该主题进行艺术创作，希望两地书画艺术家认真学

习贯彻“两山”理念，同时，也希望他们用自己的作

品为两地蓬勃发展的文化事业留下一份宝贵资料。

本报讯（记者 朱颖宏） 薄雾、小桥、流水、民居

……记忆中的水乡总是让人魂牵梦萦。12月 3日，

“通波汇海——孙家珮油画展”在云间粮仓举行，以

“水乡”为主题，现场展出了 50余幅画作，在流动的

光影变幻中，观者既可以看到诗情画意的江南水

乡，又可以看到唯美浪漫的欧洲小镇水乡。

孙家珮对水乡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我的外

婆住在常熟市的河边，小时候每逢放假，我都会在

外婆家度过，所以河边的风景总让我觉得亲切温

馨。”孙家珮介绍，他的作品主要调动了三种元素：

水、光和空气。“我把现实中和记忆中的风景融合在

一起，所以有些画中的风景在现实中看不到。”记忆

总是留下过滤后的美好，孙家珮以精妙的光影描述

流动的自然，观者可以在画中捕捉到曼妙的瞬间，

在流光岁月里体味最初的纯真与美好。

“欧洲和江南的空气有所不同，欧洲的空气比

较干，洋溢着明媚鲜艳感；江南比较湿，透露着朦胧

诗意感，因而在绘画上也有区别。”孙家珮曾旅居海

外，游历了诸多欧洲小镇的水乡。从塞纳河到多瑙

河，从威尼斯到阿姆斯特丹、布鲁日……西学中用、

海纳百川，映照着孙家珮上海成长、日本求学、周游

欧美的艺术历程，因而他总能将东方的诗意和西方

的笔法相结合，尽管如此，他在画作中依然呈现了

更多的江南水乡，流露着眷眷怀旧和浓浓情感。“我

还是对江南水乡的感情更深，我想把最感动我的东

西呈现给观众。”孙家珮说。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2022年1月3日，免费

对公众开放。

本 报 讯（ 记 者 刘

驰） 纪念程十发百年诞

辰系列展览之《画中曲

——关良、程十发戏曲人

物画》近日在程十发艺术

馆登场，展出作品将经典

戏曲文化和戏曲人物画

相结合，助力美术经典与

中华戏曲文化传播。

本次展览首次将关良

与程十发作品联合展出，

画作内容不乏人们熟知的

《牡丹亭》《贵妃醉酒》等戏

曲人物，造型准确生动，人

物气质恰到好处。同时，

展览从绘画语言的角度，

对人物神态、线条、笔墨、

构图等作了分类注解，并

辅以戏服、乐器等实物道

具，重点展示“画”与“曲”

的关联性，帮助游客更好

地理解画作。

关良是二十世纪引领

近代水墨戏曲人物画高峰

的大家，他的水墨戏曲人

物画将中西方技法相融

合，撷取戏曲人物为创作

母题，以稚拙、古朴之风称

誉画坛。他的创作将舞台

上的人物及故事，作为其

探索现代绘画各种可能性

的手段。他的作品《太白醉写蛮书》下笔

极准，寥寥数笔便表现了丰富的内容，准

确地刻画出人物的动态、表情和精神。

程十发则是用传统绘画手法与笔墨

语言，生动准确地表现戏曲舞台人物的动

态、心理活动及舞台上的精彩瞬间。展出

的《钟馗嫁妹》图是一件颇有趣味的小品，

故事源自清代张大复所作的传奇剧本《天

下乐》，讲述钟馗死后，为践前约，率领鬼

卒，笙箫鼓乐将妹妹送去完婚的故事。剧

中的钟馗兼有文武，表演身段繁复，为当

今舞台上昆曲净角的代表剧目之一。程

十发笔下的钟馗却是慈眉善目、与世无争

之态。在这幅画作里，通常应该拿扇子或

者马鞭的钟馗手里拿着两束花，脸露憨

笑，显出天真而由衷的喜悦，幽默感油然

而生。据悉，程十发自求学起就受到了昆

曲的熏陶，早年在松江时还与好友一起登

台演出过，扮的就是净角。

程十发艺术馆副馆长陈浩告诉记

者，这次展览以综合形式把作品和昆曲

的道具、曲艺表演进行结合，希望大家在

观展的过程中，通过艺术家创作的戏剧

人物画，去探究作品背后的上海昆曲艺

术的文化和魅力。

1931年 12月 8日，各学校、团体自

发劝募粮款，支援东北马占山将军领

导的抗日义勇军。

1966年 12月 12日，新五公社改造

万亩泖田的农田水利建设工程开工。

全县各生产队采用“大寨式”评工记分。

1990年 12月 13日，松江工艺品厂

档案管理通过评审，达到国家一级企

业档案管理标准，为郊县之首。

1994 年 12 月 16 日，本县获“全国

科技实力强县”称号。

1994年 12月 18日，上海第一百货

松江店开业。

1995年 12月 21日，上海市博物馆

地文部、考古部与县博物馆从李塔地

宫发现银舍利塔、阿育王塔、八棱形水

晶杯、银佛像、玉器、珊瑚、玛瑙等文物

共70件，经初步考证，大多为明天顺年

间（公元1457—1464年间）文物。

1998 年 12 月 24 日，本市规模最

大、投资额最高、设施最完善的养老机

构——松江社会福利院建成开业。

1999年 12月 28日，松江区住宅发

展局揭牌仪式举行。同日，以西藏自

治区政协副主席、地委书记平措为团

长的西藏日喀则党政代表团来松慰问

援藏干部及家属。

2002年 12月 30日，上海市第一人

民医院新院在松江新城区奠基。

（刘驰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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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松江”跃然纸上
“两山”理念融于画中
松江·安吉两地书画作品展开幕

传统笔墨书画哲学意境
刘慧个人画展在艺云阁开展

捕捉水乡
“光影”里的曼妙瞬间
孙家珮油画展在云间粮仓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