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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由区融媒体中心、
区档案局、区史志办联合主办

本报讯（记者 朱颖宏 摄报） 位

于泗泾古镇的“南村映雪”书店中，一

场以“回音”为主题的松江布展正在展

出，展览将持续到 12 月 31 日。扣布、

标布、三棱布、斜纹布、紫花布……通

过老布新制，花样繁多的松江布被制

成了布偶、手提袋、衬衫、旗袍、记事本

等各种兼具观赏和使用价值的日常用

品。观展人可以在这些现代实物中触

摸到手工布的历史温度，品鉴布纹的

图案美学，追忆老松江人的生活场景

和技艺。

“以布会友”也是以另一种方式拓

宽书店的空间感和功能性。“回音”布展

的空间不大，但自 8 月初开展以来，吸

引了诸多市民到访，一部分人重拾时代

的集体记忆，一部分人走向了图案、线

条、色彩的形式之美。策划这次布展的

冬野告诉记者：“很多松江老人都织过

布，甚至在染坊里工作过，他们触摸、观

看这些布时，会回忆过去的生活，寻求

一种心理上的慰藉；还有年轻的 00后，

他们对布纹的图案美学有认同感。”

冬野介绍，松江布在过去是很多江

南女性的嫁妆，而他的母亲从十几岁就

开始织布了。“我问了很多与母亲年纪

相仿的人，她们都是在类似的年龄开始

手工纺纱、刷浆、织布、染色……织着自

己的、未来丈夫和孩子的布，连自己离

世那天的衣服都织好了。”前不久，冬野

到居民家中收织布机时，遇见一位日常

赤着脚走路的老人。“我感受到原生态

的气息，自然而然地问老人家里还有没

有留存的老布，结果她拿出二十多件衣

服，都是为自己做好的寿衣。”冬野描

述，这些寿衣纹样多为横条纹，横条纹

易断，有时象征一种死亡。老人表示，

在自己去世后，会让儿女把这些布盖在

自己身上。“我很惊讶，母亲在聊她的死

亡时，就好像是在聊别人的死亡。”冬野

说，“老人现在精神矍铄，再活几十年没

有问题，但她很坦然地聊身后事，不避

讳，这让我很触动。”

松江老布凝结了一种仪式感，铺展

在过去江南女性生命的重要节点上，这

其中离不开“手工”二字。机器可以标

准化生产布匹，却生产不出松江布的文

化内涵和温度。冬野向记者展示了几

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典蓝色条纹

布和一件汇织了 20 多种松江布的外

套。外套深浅蓝错叠，繁多的纹样交织

出一种独特的时尚感，抚摸时夹杂着棉

质的纱感和轻微的粗糙感，接头处是织

布者手工的痕迹。冬野说：“机器织出

来的布很亮很光滑，但没有质感，也许

这件蓝色的外套在上百年以后会成为

难得的实物。作为一种传承。有时想

想，今天我们做的事还是很有意义的。”

松江布的传承彰显了本土的文化

自信，如果说奢侈品的流行是对某种文

化的认同，那松江布内藏着更大的文化

价值。冬野说，如果能让松江布“走出

去”，在赓续其生命力的同时，也注入了

新的活力。“很多前来观展的人会想要

购买我们这儿的布制品，但我们不会随

便地处置一匹布，未来有计划将松江布

产品化，希望它能走入市场，做成品

牌。“冬野介绍，在中西方文化的相互影

响下，松江布的纹样在过去就十分流

行，有些和苏格兰格子比较接近，深受

人们喜欢。在收集到许多松江布后，冬

野找到了当地的阿姨将其制成布制

品。现场展陈的一排猫咪玩偶引人注

目，猫咪的肚子上缝制了各式各样的鱼

图案，颇为有趣。“大家可以通过这种方

式在老布中加入自己的想法，当很多电

话打来说要购买时，我们考虑是一场展

览而婉拒了。”冬野说。

冬野介绍，布展的主题为“回音”，

字面意思是回忆及声音，如山谷之间

的呐喊，传向远方，表达着一种内涵：

让过去的记忆发出声音，唤起当下时

代的聆听关注，挖掘有关江南纺织的

民间艺人与织造技艺，以松江布及其

周边为主要载体，在现代人群中进行

连接。“我希望能让更多人关注到松江

布，不要让它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因

为松江布对于松江是历史文化的传

承，是声音的回响。”

□记者 朱颖宏

松江区文物保护单位袁昶

宅，位于松江区岳阳街道中山中

路 458 号，在 2009 年，活化利用

为程十发艺术馆的部分展厅对

外开放，该宅原为清嘉庆年间

（1796-1820）侍郎赵永明宅，后

易袁昶。

袁昶宅是程十发艺术馆的重

要部分，目前主要做一些临展，王

宅跨院和袁昶宅有时会联合起来

做一个展览，艺术馆还包括瞿继

康宅和杜氏厅。袁昶宅占地约

3000平方米。宅面南，由三条中

轴线组成，中间轴线为主宅，三开

间七进四庭心。由南向北依次为

门厅、前仪门、楠木厅。厅建于

晚清，三间九架梁，南有双重轩

廊、北有卷棚穿廊。卷云山雾

云、月梁等雕刻精致。宅内悬

“濑乡新墅”匾，有“光绪廿二年

十月重黎先生令书，通州张謇”

题记。厅北仪门较完好，混水，

有“福德依仁”四字。再北为三

进走马楼。东西轴线的布局与

中轴线大致相同，也是七进四

庭，规模工艺稍逊。中宅东西各

有两条长夹弄贯通南北。2002
年，在旧城改造中移至王冶山宅

东修复，保留了原中轴线门厅、

仪门、大厅、穿廊和第二道仪门等

建筑。1998年9月9日，袁昶宅公

布为松江区文物保护单位。

袁昶宅有许多为后人所道

的故事，而在山河震荡的清朝背

景下，袁昶的一生也可谓一波三

折。袁昶20多岁考中进士，为人

务实，之后的职位一直升迁，从政之余，会和许多同

道中人诗歌酬唱，颇有雅兴，但意想不到的是，他在

后期却因直谏获罪，穿官服被斩于菜市口，被后世

称为“清末忠臣”。在林晓明编纂的《松江文物志》

中，第一章第二节（园林住宅建筑）中有文记载，袁

昶是浙江桐庐人，作为清末的大臣和学者，曾在光

绪二十六年，直谏反对用义和团排外而被清廷处

死，同时赴刑的还有许景澄、徐用仪等四人，史称

“庚子五大臣”。《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为其平

反。书中记载：“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义和团运

动风云一时。两宫皇太后屡次召见亲王、贝勒、大

学士、六部九卿，就利用义和团与列国宣战一事进

行商讨。”对于这样的商讨会议，袁昶每次都会参

加，他连上二疏直谏，认为“义和团不可信，公使馆

不可攻”。但最高统治者一意孤行，导致八国联军

入京、慈禧太后仓皇西逃。事后，袁昶被主战派诬

陷。七月初三，袁昶与许景澄一同弃市（古代的一

种刑罚，在闹市执行死刑，并将尸体扔在大街示众

的刑罚）。同年十二月，袁昶得到昭雪；清代宣统元

年（1909年）三月，被赐谥“忠节”，后经朝廷批准，在

桐庐、芜湖两地建祠作为纪念。

袁昶在为官期间重视民生问题，对于天下局

势、筹饷理财等问题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

见解。《松江文物志》中记载，袁昶在光绪十八年

（1892年）十二月，授安徽宁池太广道。在任期间，

整顿吏治，关心民生。捐俸白银四千多两，扩大中

江书院的教育规模。又捐赀五千余两，修芜湖西南

圩隄，使当地无论旱潦都无隐患。并在中日两国关

系紧张期间，委曲求全，联合英国舰只，稳定地方政

局。同时上疏建议，取消不准商船运米的禁令，以

增加税收。此外，袁昶也很重视人才培养，主张实

学教育，反对脱离实际的书斋学问，强调学术对于

现实社会的实际作用。他还是晚清同光体诗人浙

派的代表人物，重视九流百家之学。

于书画中见证历史，于艺术教育中传承先辈的

爱国情怀。如今的袁昶宅会时常举办一些艺术展

览，发挥着弘扬中国传统书画艺术，普惠公共文化

艺术教育的作用。

□记者 金晨旭

款款人文之风，从巷弄中飘散而

出，被凝固的旧时光在青砖红瓦间开始

续写时代故事。云间粮仓位于松江府

城南门，由旧粮仓和旧厂房改造而成，自

“新生”以来，这个充满历史感和文化气

息的网红文创园区，正不断吸引市民旅

客前往打卡，吸引艺术家们驻足停留。

形成“磁场”效应
吸引艺术家纷至沓来

近日，记者来到云间粮仓文创园内

的 挥 发 艺 术 中 心 ，《我 所 经 历 的 时

代》——李律个展正在此举办。新晋青

年艺术家李律基于微博、抖音等社交媒

体现象，运用“安迪沃霍尔丝网”印刷、中

国传统书法、阴刻篆体等手段，将自身与

现象的交集进行艺术呈现，共展出30余

幅作品。作品中，李律用轻松诙谐的口

吻讲述了她对现象、事件的个人看法、记

忆和视角，探讨了流量时代、消费方式、

流行现象、5G网络、网红生活和日常现

成品的挪用等问题，以引发观者对社交

媒体、事件和所处时代的思考。

该展览是李律在上海的首个个

展，也是挥发艺术中心今年以来举办

的第五场展览。挥发艺术中心是由艺

术家何佶佴于 2020年创立的独立艺术

空间，致力于打破艺术圈与大众之间

的壁垒，促成普世审美与当代艺术的

融合，同时专注于发掘优秀的本土年

轻当代艺术家，并与其共同成长。“一

个艺术家的成长，需要时间沉淀，也需

要艺术经历累积。为新生代艺术家们

提供平台，提供一个充满养分的非盈

利艺术空间，帮助他们把梦想坚持下

来，是我创立挥发艺术中心的一大初

衷。”何佶佴说。

文创园区好比一个精美的花坛，它

的价值不仅仅取决于它的外貌，还在于

它所承载的内容，名人艺术家的纷纷入

驻，在为园区增添浓厚文化气息的同时，

对园区拓展影响力、丰富文旅内涵具有

重要的助力作用。目前，云间粮仓文创

园已引入艺术家何曦工作室、何佶佴-
挥发艺术中心、“欢喜缘”王汝刚艺术工

作室、云间粮仓涂鸦艺术中心（艺术家

施政）等多个艺术名家工作室。今年 7
月，谢稚柳陈佩秋艺术中心也于“风雨

故人来——陈佩秋文献作品展”开幕式

上成立，致力于打造集研究、展示、教

育、交流、服务为一体的艺术中心，展示

谢稚柳、陈佩秋在国画、书法、鉴定等领

域的艺术成就，同时邀请知名艺术家、

学者等举办相关展览、讲座、沙龙等，弘

扬谢稚柳、陈佩秋的艺术精神。围绕人

文松江建设和“书画之城”的打造，园区

还设有云间艺术馆、两院院士艺术馆、云

间艺术谷等特色场馆，不断为艺术交流

和作品展示打开对话窗口。

打造“精神粮仓”
进一步讲好松江故事

涂鸦艺术、装置艺术、创意市集、网

红摄影打卡点……漫步于云间粮仓文

创园，这片见证新中国成立以来松江粮

食行业发展演变，凝聚了几代人心血的

地方，正绽放出姹紫嫣红的艺术之花。

事实上，园区浓厚的艺术氛围离不

开涂鸦艺术，这也是云间粮仓的亮点所

在。园区非常看重草根艺术群体的自

我表现，多次开展涂鸦自由创作活动，

鼓励艺术家们在涂鸦创作中融入与松

江历史、粮食文化相关的元素，吸引了

诸多艺术爱好者前来创作，例如反映松

江本土文化的十鹿九回头涂鸦艺术墙；

将粮食文化与宇航员结合的筒仓涂鸦

——稻田守望者；以诗人戴望舒在松江

留下的代表作《雨巷》为主题的雨巷涂

鸦等，多角度、多形式、多层面地展现着

园区历史文化。

依托空间和平台资源，融汇传统与

创新理念，如今，老粮仓正逐步幻化成

为市民旅客的“精神粮仓”。据相关负

责人介绍，两年来，园区根据“以文促

旅、以旅彰文”和“活动兴园”的思想，积

极联动市、区、街道参与上海旅游节、上

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六六夜生活节、五

五购物节等重大节庆活动，策划举办展

览展示、演艺演出、讲座沙龙、文创市

集、露天电影等高品质活动百余场。包

括云府游园会、海派旗袍秀、沉浸式越

剧演出、百车后备厢市集、上海首届云

间赏石盆景文化博览会、汪家芳画徐霞

客游记展、陈佩秋文献作品展等，旨在

打造松江文化艺术新特色、新名片、新

品牌，使云间粮仓成为市民游客喜爱的

文化圣地。在此过程中，园区知名度和

人气得以迅速提升。

今年上半年，云间粮仓文创园成功

入选我区首批“艺术家驻留目的地”名

单，助力人文松江建设，擦亮“书画之城”

名片，云间粮仓势必成为一支重要的“潜

力股”。对此，园区相关负责人也表示，

未来既要“筑巢引凤”，又要“固巢养

凤”，还将继续挖掘和开拓艺术家资源，

创新合作模式，做好艺术家孵化和服务

工作；策划举办各类优质展览、演艺活

动，如采风创作、讲座沙龙、展览演艺、涂

鸦活动等，吸引更多艺术家“走进来”；充

分依托青年艺术家平台，邀请全国知名

美术院校的优秀青年艺术家在松江开

展采风和创作，通过他们的作品“走出

去”，进一步讲好松江故事，从而影响更

多的艺术爱好者和市民游客。

本报讯（记者 金晨旭） 传播松江

历史文化，弘扬城市精神品格。“快乐创

享 人文之城——2021年松江区文创纪

念品设计大赛”日前启动。

据介绍，本次大赛作品征集面向社

会，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市民、

院校师生、专业的艺术设计机构、艺术

设计团体以及社会上艺术、设计行业相

关从业者等均可报名参加。大赛诚邀

社会各界围绕松江的江南文化、海派文

化、红色文化展开，以现代化、轻松化、

创意化的方式将松江的悠久文化浓缩

呈现在创意产品中，设计出具备浓烈地

域特色的文创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扩大

松江文化的影响力。大赛将分为作品

收集、初评、终评三个阶段，还设置有多

种奖项，最高可获奖金 6000 元，详情可

查询“人文松江”官方公众号。

在松江“回音”布展“以布会友”

倾听老者絮语 触摸历史温度

文化动能激活工业遗存，理念融汇续写时代故事

云间粮仓吸引艺术家纷纷“走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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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50年年88月月，，松江县卫生院成松江县卫生院成

立立（（19531953年接收若瑟医院年接收若瑟医院，，改称松改称松

江县人民医院江县人民医院）。）。同月同月，，成立松江成立松江

县人民检察署县人民检察署（（19551955年改称松江县年改称松江县

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

19511951年年88月月1515日日，，松江县第松江县第

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召开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召开，，成立松江成立松江

县总工会县总工会。。

19661966年年88月月，，赵赵（（青浦县赵巷青浦县赵巷））

昆昆（（小昆山小昆山））公路北公路北（（北竿山北竿山））佘佘（（佘佘

山山））路段路段、、天天（（天马山天马山））昆昆（（小昆山小昆山））

路段建成通车路段建成通车。。

19911991年年88月月，，新编新编《《松江县志松江县志》》

出版出版。。

19921992年年88月月2828日日，，松江物资松江物资

总公司成立总公司成立。。

19941994年年88月月2828日日，，松江县人松江县人

才市场开业才市场开业。。

20002000年年88月月1414日日，，共青团松共青团松

江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江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20002000年年88月月1818日日，，佘山月湖工佘山月湖工

程竣工程竣工；；佘山月湖投资开发有限公佘山月湖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揭牌司揭牌；；区小企业服务中心挂牌区小企业服务中心挂牌。。

20002000年年88月月2626日日，，东华大学东华大学、、

上海外贸学院松江校区建设奠上海外贸学院松江校区建设奠

基基。。2828日日，，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校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校

区建设奠基区建设奠基。。

20012001年年88月月1717日日，，松江工业松江工业

区东部园区建设启动暨松江工业区东部园区建设启动暨松江工业

区东部开发有限公司董事会成立区东部开发有限公司董事会成立。。

20012001年年88月月2323日日，，上海试点上海试点

城镇松江新城建设启动大会举行城镇松江新城建设启动大会举行。。

20022002年年88月月2121日日，，沪杭铁路沪杭铁路

3434号大铁桥爆破拆除号大铁桥爆破拆除，，有有9494年历年历

史的铁路桥拆除后史的铁路桥拆除后，，使斜塘通航能使斜塘通航能

力达到力达到500500吨位船只吨位船只。。

20022002年年88月月2828日日，，明代古建明代古建

筑葆素堂修复竣工筑葆素堂修复竣工。。

20032003年年88月月2929日日，，国务院总国务院总

理温家宝来松视察理温家宝来松视察。。

（（金晨旭整理金晨旭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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