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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桂可欣）记者从永丰街道获悉，位

于仓城历史风貌区的江南曲圣纪念馆已进入最后布

展阶段，预计最快本月中下旬即可与市民见面，届时

将让更多人近距离欣赏昆曲之美（见上图）。

江南曲圣纪念馆原为清代末期的张氏宅。2020
年底，为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昆曲，纪念俞粟庐与

俞振飞等昆曲名家，松江区文旅局、永丰街道、俞氏家

族及其家属代表俞经农共同筹备建立了“江南曲圣纪

念馆”公益项目。

一走入江南曲圣纪念馆，映入眼帘的便是绘有昆

曲表演场景的特色屏风和以俞粟庐为原型的雕塑。

而随着旁门缓缓拉开，老宅内更是别有洞天。庭院

里，最显眼的便是一座仿古戏台，古色古香的建筑让

人仿佛回到了昆曲的鼎盛年代。值得一提的是，戏台

上“曲尽其妙”四字是从俞粟庐墨宝中集字而来的。

“日后，各类昆曲表演家会陆续登台演出，不论是周边

喜爱昆曲的居民，还是来风貌区游玩的游客，都可以

在这里欣赏到昆曲的魅力。”仓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副经理周霞告诉记者。

纪念馆还设计了“水磨传馨在云间”“江南曲圣俞

粟庐”“绕梁三日俞家唱”等几个展区，除了展出俞粟

庐的书法墨迹与所藏金石拓本、师友尺牍等作品外，

还有俞粟庐之子俞振飞、侄子俞建侯等的书法作品、

图书资料等。此外，场馆运营方已与上海昆剧团达成

合作意向，拟将精致秀丽的昆剧服装纳入展览。

俞粟庐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昆曲清曲家、叶派唱口

传人，享有“江南曲圣”之誉。他曾经生活于松江仓

城，如今在此建立江南曲圣纪念馆具有特殊的意义。

“我们希望在这样一个具有江南风貌的老宅里，通过

空间营造、场景还原、陈列展览等方式，利用丰富的历

史资料及多媒体互动手段，展示出松江‘戏剧之乡’的

丰厚底蕴和昆曲艺术的独特魅力，迎接‘江南曲圣’回

家。”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讯员 唐丞贤 记者 桂可欣

在松江永丰仓城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若到仓城

不看桥，恰如仓城未曾到”。自古以来，松江河网密

布，仓城水道纵横，一座座古桥跨水而建，悠悠然倒映

如梦。丰富的历史文化浸润这片土地，也为其增添了

浓厚的人文情怀。

仓城最为著名的便是大仓桥。来到大仓桥，沿着

92级台阶拾级而上，仿佛跨过了仓城五百年的时光。

史料记载，大仓桥原名“永丰桥”，初为木桥，后倾塌，

于明朝天启年间重建为石桥。建成之时，董其昌为其

作《西仓桥记》，谓之“蓄风气，壮瞻视，莫此为伟”。当

年，百余艘漕船泊于桥下，满载着大明朝超过二十分

之一的漕粮从这里驶入古浦塘，取道京杭大运河运往

京师。听那水间一声欸乃橹声，便荡起了仓城数百年

漕运的壮观场景。

除了大仓桥，云间第一桥也是仓城的特色桥梁。

云间第一桥位于中山西路底，横跨古浦塘，俗称跨塘

桥。水洞三环，高可通巨舰，是当时松江最大的一座

桥，故得名“云间第一桥”。如今的云间第一桥为三孔

拱形大石桥，拱圈用青石，桥面、石阶、栏杆用花岗石，

长49.3米，宽3米，高约8米，古朴壮观。源于此的“跨

塘乘月”作为松江十二景之一，留下了很多动人故

事。据传说，康熙皇帝两次南巡，舟抵松江府巡察时

都在此上岸；明末陈子龙抗清失败被捕，押解路过跨

塘桥时，投水殉国。后人为纪念陈子龙，在桥边修建

了祭江亭；“云间三子”宋征舆、陈子龙和李雯在此与

柳如是邂逅……历经几百年沧桑，云间第一桥至今仍

保留着端庄雄伟、古朴典雅的风姿，桥额上仍能看见

清同治十一年镌刻的“云间第一桥”五字。

此外，仓城比较有名的还有被称为松江“三秀桥”

的秀野桥、秀塘桥和秀南桥。三座桥古典质朴，犄角

相望，首尾相距不过数步。秀野桥跨沈泾塘，秀塘桥

跨老市河，秀南桥跨黄墙港，三水相汇，三桥相衔，如

一“之”字，踏水凌波于画中。

秋风起，鲈鱼肥，西晋文学家张翰“莼鲈之思”的

典故流传千古。据说，张翰所“思”的鲈便是松江鲈，

尤其以秀野桥下所产最负盛名，松江也因此成为“鲈

鱼之乡”。秀野桥是松江府十里长街西段的重要通衢

之道，历尽繁华数百年，直至 1930年才改建为水泥平

面桥以便车行，1952年又改建为钢筋混凝土桥。

秀塘桥横跨于古秀州塘（今松江市河）之上，始建

于明代，初为木桥，后改为大型石拱桥，与古浦塘上的

云间第一桥（跨塘桥）相似，可以想见当年其威武雄

姿。1962年改建成水泥混凝土桥。

秀南桥连着秀南街，街因桥名。走下桥头便仿佛

走进了那段悠长的岁月。秀南桥始建于明代中期，原

为单拱石桥。1930年重建，改为单跨平板石桥。桥头

碑记“民国十九年，中秋改建”，已模糊难辨。

秀塘桥与大仓桥之间还有一座跨老市河的年丰人寿

桥，是1930年松江士绅雷瑨为庆祝母亲孙太夫人八十寿

辰而建，方便两岸乡民通行。年丰人寿桥建好之后，学生

们再也不用靠摆渡上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念念之间，缓步走上年丰人寿桥，桥下流水潺

潺，往事如烟飘散，但仓城老桥的故事还在继续。

仓城历史风貌区又一老宅焕新

江南曲圣纪念馆即将开放

本报讯（记者 桂可欣）在中山街道五龙湖公

园附近，一处配色鲜亮、形式特别的景观雕塑最近

吸引了不少市民的目光。“以前感觉这里空空的，

现在让人眼前一亮。”市民彭女士说。据悉，中山

街道近期新添了多处景观雕塑，为冬日的街区增

添了温暖色彩（见右图）。

市民彭女士口中的这处景观雕塑，以篆书、

剪纸为创意，一系列的宣传口号经过重构、组合，

支撑起了“文明”二字，既展示了中华传统民俗文

化，也彰显了文明城市的时尚之感。此外，中山

街道还在茸平路市民广场、茸悦路淡家浜路、袜

子弄中山中路等地新增了多处景观雕塑，红、紫、

绿、橘四色的景观雕塑交错排布，以镂空、凸版等

形式表现了人物的运动剪影。“‘凤羽红’代表功

能区的初心和使命，‘芳兰紫’体现工业区的科创

和新兴，‘青苹绿’象征商务区的产融与生态，‘赤

茶橘’则代表了府城的文脉与人居，诠释了‘活力

主城、魅力街区’的概念。”中山街道相关负责人

介绍。

据悉，为进一步提升社区生活品质，让市民

“零距离”感受文明之风、家乡之美，中山街道还将

添置一批以“文明城市”为主题的景观雕塑，并建

立长效管理机制，加大维护力度。

本报讯（记者 桂可欣）“2022长江三角洲青年

戏曲论坛”日前在上海圆满落幕，32篇优秀论文获

奖，其中，研究松江戏曲史的论文《曲唱与传承：“俞

家曲唱”的理论贡献论》荣获一等奖。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青年戏曲学术才俊用自己

厚实的学术素养与杰出才干，从戏曲研究的老问题

中开掘出新意，从戏曲研究的新问题中探究出深

意，从戏曲研究不老不新的问题中提炼出高意。”论

坛上，上海戏曲学会会长、松江区文联主席、人文松

江创作研究院院长、中组部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

持计划教学名师入选者陆军教授发表主旨演讲。

他希望青年学者努力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化为有分

量的“沙包”和“石头”，扔到戏曲研究这条历史的河

流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河的流量、流速或流向，从

而把戏曲研究的总体水平不断推向新的高度。此

外，陆军还从“历史剧太重，现代戏太轻”两个层面，

分享了自己对当代戏曲创作的思考。

据了解，本次论坛由人文松江创作研究院与上

海戏曲学会、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上海戏

剧学院编剧学研究中心、浙江传媒学院戏剧影视研

究院、教育部中华传统文化（顾绣）传承基地联合举

办。旨在为松江和长三角地区戏曲学界的专家和

青年才俊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深化戏曲研究领域的

交流合作，展示研究成果，培养戏曲研究青年人才，

进一步加强戏曲研究队伍梯队建设，从而擦亮松江

“戏剧之乡”文化品牌，为新时代戏曲理论发展和

“人文松江”建设谱写出新篇章。据悉，论坛组委会

收到了来自全国 20多座城市、39所高校和机构的

88篇参评论文。

本报讯（记者 桂可欣）作为人文松江建设重点工

程“一典六史”中的“六史”之一——《松江书法史》评稿

会日前在松江区图书馆举行。来自市、区两级的文史

专家、书法专家围绕初稿内容，从撰写体例、章节目录、

注释引用等部分进行了研讨与交流，与“一典六史”编

辑部全体人员一起为《松江书法史》的编纂献策献计。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对前期书稿撰写取得的初步成

果给予了肯定和鼓励，并提出要紧扣“松江”“书法”两个

关键词，研究松江书法发展历史，明确本书的写作范畴，

仔细核实、确定入选的书家、作品。还有专家提出，书法

史不仅是文本史，更要着力从书法家、书法作品、书法理

论、书法流派、书法交流传播等方面来仔细挖掘松江书

法资料，丰富写作内容，体现松江特色。此外，《松江书

法史》还应吸收松江当代书法创作研究的丰硕成果。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人文松江创作研究院院

长、“一典六史”主编陆军表示，回顾中国书法史，松江

书法家在其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立足当

下撰写《松江书法史》，可以从新时代、新文化、新松江

的时代视角，对“云间书派”的传承及当下海派“松江

现象”的出现作出集中梳理与展示。从各类作品和文

献中，挖掘松江书法文化的深度与广度和在中国书法

史大框架中的价值和意义。“编辑部将会同作者认真

吸收与会专家学者提出的意见建议，进一步理清思

路，明确方向，爬梳资料，完善体例，努力编撰好《松江

书法史》，力求打造出一部能展现松江书法文化底蕴、

能反映松江书法发展实际的学术专著，助力‘科创、人

文、生态’现代化新松江建设大业。”他说。

据了解，“一典六史”的“一典”指《松江人文大辞

典》（8卷），其中总类·民俗卷已出版，方言·宗教卷、文

博·建筑·旅游卷、戏剧曲艺·音舞·非遗卷已交付出版

社，公共文化卷、书法·美术·摄影卷、学术卷和文学卷

将于明年交付出版社；“六史”指《松江简史》《松江诗

歌史》《松江书法史》《松江戏剧史》《松江文学史》和

《松江绘画史》，其中《松江简史》已出版，《松江诗歌

史》将于本月出版，《松江书法史》《松江戏剧史》《松江

文学史》《松江绘画史》预计于明年出版。

本报讯（记者 桂可欣） 江河

恒流，城市恒新，城市的变迁也反

映着人的变化和成长。“城·长

——人民城市主题艺术展”日前

在位于松江洞泾云堡未来市的上

海艺术百代美术馆开展。展览将

持续至明年 7月，市民可通过“艺

术百代美术馆”小程序预约观展。

据了解，本次展览包括“城市

档案·城长影像”摄影展和“上海

样本”“千城竞发”艺术展两部分，

每件作品都讲述了作者对于上海

这座城市的独家记忆。

月票与交通卡的叠影、老旧

小区与新建高楼的对比……在展

览入口处，28 幅黑白照片格外醒

目，展出的作品均出自上海工程

技术大学学生之手，细细品味，每

幅作品都以独特的视角流露出作

者对这座城市的深厚情感。

展厅里展出的 130 余件艺术

作品分为“上海样本”“千城竞发”

两个篇章，出自 60 名各个年龄段

的艺术家之手，他们中既有前辈

艺术名家也有高校学生；作品形

式有传统国画、油画与新奇装置

艺术、新媒体艺术的媒材混搭，并

穿插一些生动的情景营造，通过

视觉冲击力、影像叙事力、主题表现力让观众寄情

于展览之中，用丰富的艺术语言表达了不同人眼中

的上海情怀和对城市生活的美好期待。

其中，忻秉勇创作的《申生不息》系列画作以广

富林文化遗址为背景，融合了武术等传统艺术表

演，并将“科创、人文、生态”现代化新松江的城市发

展目标融入其中，以多元的视角解读了人民城市的

精神内涵。

在画作《沪上云间》中，作者将广富林文化遗址

和陆家嘴城市建筑群作为远景，将一大、二大会址

等上海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地标建筑、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民居，以及现代城市建筑作为中景，全景式展

现了近百年上海不断发展更迭的城市面貌。

林凡、汪凯民创作的《海上时节》系列作品共

24 幅，是二十四节气上海城市景色和江南风光交

替的代表作，其中出现了佘山登高、醉白池赏雪两

个场景。林凡表示，在他们采风的过程中，欣喜地

发现如今的城市青年也关注着中国农历节气文

化，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让更多的人关注华

夏节气文化。

据了解，本次展览在多面展现人民城市生活

的暖意、诗意、惬意的同时，还承担着“打造属于

330万沪上师生的美育课堂”的使命。“自去年美术

馆落成后，我们便将整理、挖掘、传播上海红色文

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作为办展宗旨。作为上海

市教委参与主办的重点文教结合项目，今后我们

将推出更多展览，让美育课堂更生动、更精彩。”上

海艺术百代美术馆馆长刘子惠说。下一步美术馆

将邀请参展艺术家作为讲述者，从亲历者的视角

与青少年一同分享“城·长”的故事。与此同时，展

览还将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开展“我的城市·我

的家”人民城市青少年VLOG创意视频征集及“城

市微改造”创意方案征集活动，并选取美誉度较高

的作品进行馆外展示，用红色大巴移动美术馆的

形式进校园、社区，将其辐射到美术馆外的更多区

域和人群。

悠悠古桥韵 盈盈流水间
——探寻仓城桥文化

中山街道新添多处景观雕塑

展现历史底蕴 展示发展成就

《松江书法史》评稿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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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长江三角洲青年戏曲论坛”落幕

松江戏曲史论文获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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