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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社会

■记者 陈涛 文/摄

本报讯“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
员王思彤，来自民办杨浦凯慧初级中
学，接下来由我为大家讲解有关浮雕
这一部分。”近日，在杨浦滨江，有一
批中小学生担任小小讲解员，为前来
参观的市民游客讲解滨江的历史。

王思彤正是杨浦滨江黄浦码头
旧址历史文化讲解员。游客郑敏敏
表示：“之前到各个名胜景区参观，都
是一些大人讲解员在讲解，已经养成
了习惯，今天听了小朋友讲解，感觉
很新颖，很想继续听听她们还会讲些
什么。”

杨浦滨江作为新晋的网红打卡
地，越来越受到市民游客的欢迎，这
其中不乏一些家长带着孩子来参观
学习。负责杨浦滨江历史文化讲解
的讲解员张蒨告诉记者：“邀请青少
年来当小小讲解员，可以用孩子的视
角和语言来讲解，更容易让小朋友了
解和吸收杨浦滨江的历史。”

据悉，今年暑假期间，平凉路街
道联合上海杨浦区善治社区党建工
作室，开设小小讲解员培训班。培训
班刚一开班，就吸引了大批学生前来
报名。张蒨介绍道：“经过培训的小

小讲解员，可以连续讲解15分钟，知
道十多处优秀历史建筑背后的历史
故事，十几位红色人物的故事。”

杨浦滨江小小讲解员项目不仅
吸引了杨浦滨江周边学校的学生，还
吸引了虹口区、宝山区、浦东新区的
不少在校学生加入。培训班共招募
了50多名学生讲解员，每天分3班，
分布在杨浦滨江6个党群服务站，为

前来参观和学习的游客，提供杨浦滨
江讲解服务。王思彤表示，之前自己
很内向，不敢跟陌生人说话，“现在经
过培训班的培训，我面对游客，讲10
分钟，20分钟都没有问题。”王思彤的
爸爸则谈起参加活动的初衷，“让孩
子掌握红色革命历史，对孩子的成长
非常有帮助，能帮助她树立正确的人
生价值观。”

■记者 成佳佳 文/摄

本报讯 四平路司法所日前组织
辖区24名青少年参加“法治加速度”
青少年趣味普法运动会，以游戏方
式，带来一堂行走中的法治课堂。

“法治拼拼乐”、“法治能量炮”、
“法治飞行棋”……在这场充满法律
元素的运动会上，孩子们组成的6支
队伍激烈比拼；“法律红线不能碰”、

“学习法律知识不走样”、“学习民法
拼拼乐”……赛场上，孩子们相互合
作，相互比拼，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
伏，气氛火热。在“法治能量炮”游戏
环节中，13 岁的周逸宸按顺序一口
气读出可乐罐上所有的法律名称。

“这个游戏让我知道了在我们日常生
活中，有许多法律可以保护我们。了
解了这些法律的名字，也要了解它们
的内涵，争做法律小卫士。”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此次普法
运动会更加贴合青少年的法治需求，

四平路司法所从青少年实际生活出
发，精心设计了一幅大型法治飞行
棋，将《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典》

《交通安全法》《上海市非机动车管理
条例》中与青少年息息相关的法律条
文融入到每一个棋格中。若身处问
题格，并答对指定法律问题，还能得
到一份小惊喜。

共建法治社会需要每一个人都
参与其中，每一个人都是法治社会不
可或缺的一份力量。四平路司法所
副所长朱斐告诉记者，四平路司法所
针对青少年研学实践教育特点，持续
推出“法治套餐”。不久前，由司法所
编写的系列普法漫画在青少年群体
中就收获了超高人气。

“接下来，我们还将持续为青少
年普法教育添加‘新料’，以青少年群
体喜闻乐见的活动方式，在他们心中
播撒法律的种子，用心用情做好未成
年人司法保护工作，呵护未成年人健
康快乐成长。”朱斐表示。

■记者 陈涛 文/摄

本报讯 长海路街道文化佳园睦
邻中心日前联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杨浦支行，在银行大厅举办“小小银
行家”暑期活动。

大堂经理欧阳雅颖带领小朋友
们参观了银行大厅的基本构造，介绍
了自助取款机和自助办卡机的使用
和注意事项。欧阳雅颖特别提醒小
朋友，一定要注意信息安全，确保卡
片安全。“小朋友办卡要在家长带领
下，到柜台现场办理。”

了解了银行卡的相关知识，活动
又安排小朋友们了解人民币的相关
常识，认识第五套人民币中不同面额
纸币的外观和图案。家长徐晓海表
示：“现在出去支付，很多时候都是用
手机这种线上的交易，小朋友对现金

没有什么概念，所以今天带孩子过
来，了解人民币现金的概念和投资理
财的基础知识。”

在小小银行家活动开展之前，文
化佳园睦邻中心已经开展了多场丰
富多彩的暑期活动。在少儿书法公
益课堂上，老师用浅显易懂的语言，
给孩子们讲解书法的起源、毛笔的分
类、毡垫的用处、坐姿等基础知识，手
把手教孩子们用毛笔写书法；在少儿
武术进社区活动中，武术老师向社区
的孩子们介绍武术的概念和起源、传
授最基本的热身运动和扎马步技巧，
以及一些抱拳礼和“拳、掌、勾”等基
础武术姿势；在社区共享菜园活动环
节，孩子们体验了挖坑、播种、浇水等
基础种菜步骤，新鲜而欢乐的体验活
动，让孩子们在劳动中学习了自然知
识，体验到了劳动的喜悦。

到银行大厅学习金融知识
长海社区联合银行举办“小小银行家”暑期活动

■记者 陈涛

本报讯 由勒遥文化推出的老
王原创系列治愈性舞台剧第二部

《老王 2 可乐英雄》，日前在中国大
戏院火热上演。作为一部拥有“烧
脑”剧情的喜剧，一上演就赢得了
不少年轻观众的喜爱。而其中绝
美的舞美和灯光配合，离不开上海
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一群学生
助理的付出。

勒遥文化是与上海出版印刷高
等专科学校深度开展产教融合的企
业之一。《老王2可乐英雄》这部舞台
剧，学校派出了灯光、舞美、场控、演

员等不同类型的学生团队参与其
中。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指
导老师吴鑫婧告诉记者，有四位学
生参与《老王 2 可乐英雄》舞台剧的
演出策划和编排，其中三位学生负
责舞台美术设计，另一位学生负责
灯光设计。

一场精彩成功的舞台剧，灯光在
其中担负着重要作用。负责灯光设
计和切换这一部分的孙柏炜同学，在
2个多小时的演出中，一秒钟也不能
分神，双眼双手都要时刻准备着。孙
柏炜告诉记者，在导演的要求下，他
完成了将近 400 个灯光场景的编程
和设计。在演出过程中，他要精准地

根据音乐和舞蹈剧情，切换这400个
灯光场景。

演出很精彩，收获也很丰硕。上
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影视艺术
系负责人张波看了演出非常欣慰，

“这些学生平时上课的内容就包含舞
台美术灯光布置等内容，这次产教融
合实践，正好完美匹配。”张波老师自
豪地表示，他们已经有七八位学生，
因为这次产教融合而直接签约留用，
提前“入职”。

据了解，在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
科学校周边，目前已形成“水丰汇”等
多个产教融合基地，学生可以就近参
与产教融合实习和实践。

“校门口”参与产教融合实习实践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学生执掌舞台剧“灯光舞美”，提前“入职”

上海共青森林公园松涛幽谷靠近畅青桥景区附近，正有一片蒲苇长势喜人，颇有野趣。头顶银白色羽冠的蒲苇从
绿叶丛中脱颖而出，白茫茫的花序三五个一丛，高高竖立，风趣可爱。记者了解到，除蒲苇外，共青森林公园内还有菖蒲
类、狼尾草类、芒类等多种观赏草，静待秋日里大放异彩。 ■记者 王歆瑜 文/摄

小小讲解员滨江过暑假

让普法也可以“有声有色”
四平路司法所的青少年趣味普法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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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在近期举办的“鼎盛
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
特展”上，展出了自殷商晚期至春
秋战国的有铭青铜鼎 21 件。在此
期间，上海博物馆特别推出大克鼎
形状的文创雪糕，每日限量贩售
500 支。

“把文物同款造型的雪糕作为博
物馆纪念品，这个创意太棒了！”长期
旅居美国，经常参观欧美各大博物馆
的严懿菲说。

不止博物馆，国内不少知名景
区、游乐园，甚至高校，都推出了造型
精巧的文创雪糕。这股潮流始于
2019年，今夏在全国蔚然成风，使风
景名胜所承载的文化不仅能入眼入
耳，还能由嘴入心。

吃着雪糕亲近古老历史
圆明园自2019年夏天开始出售

荷花造型雪糕，是国内最早试水文创
雪糕的景区之一。圆明园文化创意
产业科科长余娜说，作为雪糕原型的
荷花，可谓身世不凡。

2017年，圆明园的工作人员在镜
香池内发现了11颗古莲子，其中6颗
古莲子于 2019 年夏天“复活”开花。
圆明园荷花造型雪糕，即是以其中一
朵“复活”的古莲为原型创作的。

余娜对记者说，“荷花造型的雪
糕，让游客不仅能观赏，而且可以

‘品味’，亲密接触到古莲传承的悠
久文化。”

从 2019 年起，圆明园、莫高窟、

兵马俑等各地知名景区，陆续推出复
刻景区标志元素的文创雪糕。同时，
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北京外国
语大学等众多单位，为配合展览或校
庆，也开售文创雪糕。手持文创雪糕
拍照“打卡”，已成为不少人游玩时的

“标配”。
为保护文物，莫高窟内不许拍

照，文创雪糕则为游客提供了可以在
莫高窟外拍照的对象。在研发文创
雪糕时，管理部门还专门把雪糕棒印
上了莫高窟的另一经典形象：九色
鹿。这种方式鼓励游客们吃完雪糕，
把雪糕棒当成书签带走，既可以留念
又环保。

文创雪糕设计匠心独具
无论圆明园、长城，还是兵马俑、

莫高窟，抑或是杭州西湖、上海东方
明珠，这些景区的文创雪糕底稿，都
出自设计师郑奥南一人之手。截至
目前，他已与国内 200 多个景区合
作，设计了四五百款文创雪糕。

毕业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郑
奥南，原本从事当代艺术设计工作，
也做过空间设计和参与策展。用雪
糕这种食品作为材料创作，对他来说
是全新体验。

有些文创雪糕的设计图，比如趵
突泉和大明湖，因位于自己的家乡，
郑奥南花半小时甚至一刻钟就能画
出来。但更多文创雪糕的设计，并没
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位于绍兴的鲁迅故里，只给郑奥

南发过来一篇文章——《从百草园到
三味书屋》，这令郑奥南着实伤透脑
筋。闭上眼睛，这位设计师脑海中
浮现的是皂荚树、黄蜂、叫天子、石
井台……思来想去，他决定用类似梦
境的手法，把这些意向揉在一幅画
里，“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那样。”

国内景区文创想象力不逊国外
文创雪糕面世前，莫高窟景区的

旅游纪念品选择比较有限。文创雪
糕的成功启发了他们尝试更多文创
产品的思路，丰富游客的参观体验，
让古老的文物焕发新生。

“你知道吗？和文物合影，真的
蛮傻的。但是不拍个照打个卡，来一
趟又总觉得缺点什么。”严懿菲笑着
说，“举着大克鼎形状的雪糕拍个照，
满足了留念的需求，也感觉和遥远的
历史距离变得很近，可以看到、摸到、
吃到。”

在严懿菲的印象中，自己赴美
前，国内博物馆还只会贩售摆件、首
饰、镇纸等纪念品。如今文创纪念品
开始活泼起来，令人耳目一新。

从事文化产业的谢丹青，在疫情
前几乎每年都要到日本旅游或出
差。看到最近涌现的文创雪糕热，他
感慨国内景区近些年的文创开发已
开始赶超日本。

谢丹青期待文创雪糕的思路，未来
能应用到季节性没那么强的零食上，比
如巧克力、饼干等，不会融化，也方便
游客带回家作为伴手礼。 ■尹平平

据文汇报 据统计，我国目前现
存古籍5000多万册件，有1000多万
册件亟待抢救性修复，仅7.4万部古
籍可供线上阅读。这一传承中华文
明的重要载体如何去保护和传承？

日前，一个活动点燃了古籍传
承的火种——字节跳动公益联合中
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国家图书馆发
起“寻找古籍守护人”活动启动，招
募创作者通过抖音、西瓜视频、今日
头条等平台，创作相关内容、推动古
籍活化、助力传统文化传承，旨在激
励创作者通过说书、绘画、复原美食
等不同的形式，普及古籍知识、演绎
古籍内容，让古籍鲜活起来。

业内人士表示，古籍的保护和
传播方面，流量平台可以激活“人”
这一要素，本着共享、开放的理念来
保护与利用古籍资源、提升古籍工
作的质量。同时，不仅要传播古籍
中的科学和人文奥秘，古人在古籍
生产、制作、传播中的辛劳和坚韧精
神也值得传承和借鉴。

古籍“续命”迫在眉睫
古籍，即1912年之前经过刻印、

抄写等方式所出版的图书和文献，
用来传承文明、普及教育以及记载
历史，有着简册、卷轴、线装书、册页
等多种装帧形式，古朴典雅，承载着
厚重的文化。《“十四五”文化和旅游
发展规划》提出，完善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利用体系，加强古籍等系统性
保护和合理利用。

“把古籍放在库房里冷掉，是一
个民族的损失。”有网友如是呼吁。
古籍续命迫在眉睫。复旦大学图书
馆副馆长、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告诉记
者，古籍保护是一项繁琐、长远的工
程，涉及人文、科技、非遗、审美等诸
多领域。“古籍载体纸、墨的材料科
学研究涉及造纸植物、造纸工艺等，
古籍表面的微生物学则与古籍传播
过程中当地的微生物以及传播者、
阅读者留下的基因成分有关。”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
员石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古
籍的编目鉴定是修复以外的另一项
重要工作。根据全国古籍普查的工
作要求，要对全部古籍鉴定编目，具
体包括书名、卷数、作者、版本信息、
存卷、册数等项目，须逐一厘清，工
作量大，对于编目鉴定者的业务水
平要求高。

随着科技发展，古籍自动化除
尘台、多功能纤维测量仪等多种手
段可以助力古籍保护，但同时，由于
我国存在大量未数字化的古籍，现
有的部分古籍数字化资源呈黑白影
像且分辨率较低，难以满足读者和
研究人员的需要。将古籍全部数字
化也是一个较为漫长、艰难的过程。

此外，古籍修复缺乏人才。古籍
修复人员不仅要具备耐心、细心和强
烈的责任感，文史知识、图书馆学知
识和古籍保护知识也缺一不可。石
祥透露，将历史上存量的破损古籍进
行修复，需要的人力是一个天文数
字。古籍的大众传播也存在诸多难
点，目前只适合小众传播、分众传播，
大众传播的成功范例不多。

流量平台助力古籍传承
如何让冷门的古籍活起来？今

年大年初一，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
推出了《典籍里的中国》之《尚书》专
题节目，借助舞台话剧和古今对话，
诠释古老典籍的内涵。节目网络视
频播放量超1.4亿人次，微博相关话
题阅读量超7亿，成为现象级传播产
品，不少网友评价，“震撼人心”。

从过去到现在，影视对文化传
播方面的影响力都不容小觑。《清平
乐》中，王凯饰演的宋仁宗所读的书
籍就是利用古籍影印本所做的道
具，《陈情令》中的藏书阁里，各类装

帧方式的古籍尽收眼底。《古籍修
复》《我在上图修古籍》等纪录片也
逐渐唤醒了人们对于古籍的关注。

微博、网络视频等流量平台对
于古籍传播都有着巨大的推动力。
一方面，自媒体的影响力日益扩大，
古籍修复工作者也纷纷升级为自媒
体人，例如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研
究中心馆长罗琳的抖音“包‘罗’万
象”，内容涵盖了古籍保护和宣传
等。另一方面，古籍保护和传承需
要一代代人努力。Z世代人对于古
籍的态度、在传承古籍方面做的努
力对于古籍未来保护和发展有着重
要影响。这一代人是数字先驱者，
光速般快捷的互联网、智能手机、视
频点播、游戏设备和社交媒体伴随
着他们成长。抖音、B站、快手等平
台，对于他们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此次“寻找古籍守护人”活动也
充分借助了流量平台的优势。用户
在抖音、西瓜视频、今日头条等平台
发布古籍相关内容，并添加#寻找古
籍守护人#话题即可参加活动，内容
优质者将获得扶持。活动还将在西
瓜视频上推出“古籍新说”系列访谈
栏目，涵盖古籍修复师故事、古籍知
识专题、经典古籍解读等内容。

如何让古籍走进更多
人的心里？

在古籍传承和保护的过程中，
人是一个重要的要素，如何盘活这
一要素？让古籍走进更多人的心
里？石祥表示，每个人对于古籍有
着不同的需求，古籍的保护和传播
要本着共享和开放的理念。这和

“寻找古籍守护人”的主办方的理念
不谋而合——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
九位专家学者、文化名人和抖音达
人加入，成为“古籍宣推官”，他们发
挥各自的特长和优势，让这些古籍
活起来。

“古籍宣推官”的名单中，有国
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
心副主任张志清，古籍修复专家杜
伟生，漫画家蔡志忠，学者周国平及
抖音美食创作者李子柒等。

张志清认为，图书馆和博物馆
面向大众，把珍贵的古籍藏品向大
众进行介绍，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了
解珍贵的藏品，能够亲近古籍，了解
古籍，从而自觉地保护古籍；主持过
敦煌遗书、《永乐大典》修复工作的
杜伟生表示，自己喜欢“古籍医生”
这个称呼——书是有生命的物体，
修书人就是医生。拿到一本残破的
书，就相当于一个人缺手、缺脚，修
完之后手脚齐全，重新站立。蔡志
忠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就以漫画
形式诠释古籍经典，此次他也将继
续“漫画”古籍里的智慧。短视频博
主李子柒和“红楼宴”“舍溪”“China
古人云”等平台创作者也将通过复
现典籍里的美食、趣味讲解上古神
话等方式分享古籍内容。

网络平台上的这些“宣推官”将
会为古籍保护与传承带来怎样的影
响力？杨光辉表示，喜闻乐见的形
式与不同业界专业人员的参与，有
利于提高古籍保护普及水平，对于
普及古籍保护和传播有正面意义。
他同时指出，在传播过程中应该让
年轻人更多地了解古籍中的科学和
人文奥秘，了解古人在古籍生产、制
作、传播中的辛劳和坚韧精神，“像
敦煌藏经洞、雷峰塔藏经、永乐大
典、四库全书的聚散故事皆是中华
民族的国殇，毛晋汲古阁刻书、黄丕
烈百宋一廛藏书、陆心源皕宋楼藏
书东传成为日本静嘉堂文库，以及
各国珍藏的中华古籍，每一本、每一
册、每一页都是一个世界文化史故
事”。石祥也认为，“古籍宣推官”在
进行古籍宣传的时候，应该如同拍
摄纪录片一样严谨客观，“展现原生
态的古籍”。 ■汪荔诚

上海图书馆东馆年底有望试开
馆，上海博物馆东馆及世博文化公园
内的上海大歌剧院也正在建设中，它
们不仅仅是在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
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
区中，文化地标的建设，更是软实力
的次第绽放。

早已列入“十三五”规划的文化场馆
的硬件建设中，有不少位于浦东新区。
上图东馆的功能，按业内的说法，是从

“Collection”（收藏）到“Connection”（联
结）——以往，图书馆的注重收藏各类图
书等藏品；现在，图书馆注重与人、与新生
事物的联系与破圈。上博东馆，则将进

一步提质增效，向世界顶级中国古代艺
术博物馆迈进，现代时尚与古代文脉，在
同一时空里艺术化地呈现，令人期待。
上海大歌剧院，不仅聚焦舞台艺术，也
将是对标国际各大城市的文教结合、
文商结合、文旅融合的大平台。

事实上，浦东文化场馆的建设不
仅限于这三大馆，还将形成“带”。在
花木，上图东馆、上博东馆与已是浦东
文化地标代表的上海科技馆、东方艺
术中心等形成新一处的文化聚集区。
在浦东滨江沿岸22公里步道上，已经
以一公里一座的速度更新了以文化生
活为主题的“望江驿”——起初是为在

步道上跑步、骑车等锻炼的人们修建
的加油补给站，如今正在一座座嵌入
主题，如“初心”代表的就是红色主题
书店……与此同时，沿岸的浦东美术
馆、正在往文化定位转型的上海中心、
船厂1862时尚艺术中心等已经串联
起一条“生活艺术秀带”。

终究，建筑是人造的，建筑也是
为人造的——正如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上图东馆、上博东
馆、上海大歌剧院等，都是服务于周
边居民、长三角文化艺术爱好者乃至
全球艺术家的家。软与硬，都是浦东
乃至上海的实力。（来源：新民晚报）

“寻找古籍守护人”启动，张志清、周国平、李子柒等九人成“古籍宣推官”

激活人的要素 助力古籍活化传承

文物也可以很“美味”
图为郑奥南设计的部分文创雪糕。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尹平平 摄

软实力次第绽放
■朱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