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史博臻

延安路中运量公交昨起载客试运营， 不少市民闻讯前来坐车体验。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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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当年 “红极一时” 的宁

红减肥茶， 知道的人可不少。 然

而， 却少有人知道， 它是出自于

上海市名中医、 上海中医药大学

附属市中医医院沈丕安教授之手。
对于这段往事， 已是耄耋之

年的沈丕安坦言： “我做了一辈

子临床， 系统地学过西医， 也看

到了中西医各自的欠缺， 让中医

理论与现代医学结合是我一直的

追求。” 他眼下最大的希望就是

能在有生之年， 把好的方子开发

出来， 把一辈子治疗风湿病、 免

疫 病 的 经 验 毫 无 保 留 地 留 给 民

族、 留给社会， “不能因为计较

个人得失而让经验方在我们手中

失传”。 茛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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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通讯员 蔡 霞

■本报记者 陈青

■本报记者 黄启哲

有文化根性的传统村落需特别呵护
———访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院长吕品晶

板万村，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册亨县辖下的小村庄， 是一

个 地 处 偏 远 的 闭 塞山村 ， 道路崎岖 ，
缺水， 吊脚楼年久失修， 村小学异常简

陋、 濒临搬迁……尽管保留了丰富的布

依族传统文化， 却因条件所限而逐渐走

向衰落。
直到 2016 年夏秋之交， 一位建筑

师和他的团队来到这里， 用了三个多

月时间， 对板万村进行了一次整村风

貌的保护和更新 ： 从修整村庄 道 路 ，
到重建排水系统； 从扶正加固吊脚楼，
到协调整村建筑风貌； 从扩建村中心

小学， 到改造农宅内部， 每项工程都

直击村落顽疾。 更可贵的是， 建筑师

针对布依族的传统习俗设计了 “锦绣

坊” “酿酒坊” “土陶人家” “布依

戏传习所” 等生产和文化空间， 让村

庄文脉得以延续。
这位 “总建筑师”， 就是中央美术

学院建筑学院院长吕品晶。
“中国乡土文化生生不息， 有着

绵延不绝的生命力。 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通过对村庄的整体改造， 激活那些

濒临消失、 属于他们的传统习俗和文

化。” 吕品晶说。

物质空间与传统文化有
机结合

文汇报： 您从 2015 年开始专注于

贵州黔西南传统村落的整体保护和更

新， 对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村落，
改造中您最注重的是什么？

吕品晶：每个村有每个村的特质和

资源。板万村地处偏远，道路崎岖，但正

因偏远，保持了比较淳朴、原始的布依

族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 对这些传统村

落的保护和更新，不能只注重物质形态，

更要关注乡村的生活、传统习俗、手工技

艺等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我们要为

这些民间活动提供更好的场地、空间。
文汇报： 在刚刚完成改造的板万

村， 您是怎么实现这种构想的？
吕品晶： 我们做了很多挖掘工作，

尤其关注非遗形态的传统手工 技 艺 ，
希望通过这些传统手工技艺的恢复或

者说强化， 带来更多创业机会， 能就

地解决老百姓增收的问题。
比如我们做一个 “锦绣坊”， 因为

村里家家户户的妇女都会织布、 染布、
刺绣， 非常具有民族文化特色， 锦绣

坊是一个公共空间， 由闲置民居改造

而成， 村民可在这进行相对集中的织

布、 刺绣等工作， 不仅给她们提供生

产空间， 也为游客提供了体验性空间。
板万村有布依戏戏班子， 还有布

依戏省级 “非遗” 传承人， 他们都是

农民， 边生产边传习， 只在节日时进

行表演， 于是我们建了一个 “布依戏

传习所”， 为他们提供表演、 交流排练

甚至储藏道具的空间。 旅游发展了以

后， 应该让他们有更多表演机会， 吸

引更多游客， 形成良性发展去帮助他

们传承民族文化。
文汇报： 您花了很大力气扩建板万

村中心小学， 为什么如此注重这所小学？
吕品晶： 这所小学改造前条件很

差， 只有六间教室和三间办公室， 不

具备完整的教学能力。 政府部门曾经

想把这个小学迁走， 合并到别的学校

去， 我们认为如果这个小学迁走， 村

子的文化传统就会断掉。 因为学校在

传统村落里起到文化中心作用， 孩子

是这个村子的未来， 他们传承自己的

民 族 文 化 ， 村 子 的 民 族 特 色 才 能 保

留。 改造中， 我们不仅为学校增加了

教学空间、 图书馆、 教师宿舍、 食堂

和厕所， 还建了一个乡村博物馆， 陈

列布依族几百年传承下来的独特生活

器皿以及生产工具等， 希望他们在接

受现代教育的同时， 能感受到自己民

族传统的文化， 让村庄的下一代保持

民族性。 茛 下转第三版

■ “中国乡土文化生生不息， 有着绵延不绝的生命
力。 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和更新， 不能只注重物质形态，
更要关注乡村的生活、 传统习俗、 手工技艺等传统文
化的保护与传承”

■ “可以在发展模式上创新， 也可以在生活方式上
创新， 让当地人体验到现代生活方式的健康、 生态、
环保、 卫生， 但是古老的传统习俗、 村庄的历史文化
还是应当完整地予以保留”

■本报驻京记者 李扬

搭建传承国粹的桥梁
让民众成为戏曲主角
京剧老生李军打造弘扬京剧艺术的方寸阵地

上海京剧院著名老生李军最近在琢

磨一个课题： 作为一个专业名演员， 除

了完成舞台上的演出任务之外， 能否更

深层次地扎到广大京剧观众的 洪 流 之

中， 身体力行地去弘扬京剧艺术？
李军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自筹资

金， 在各级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开办

了个人艺术工作室。 工作室的宗旨只有

一个： 面向百姓， 弘扬京剧艺术， 打造

成提升群娱文化品位的一个平台。
成立至今一年多的时间里， 李军的

个人艺术工作室先后推出了 “名家名票

大汇聚” “戏迷票友周周唱” “戏校学

生月月演” “京剧知识小讲座” “服装

脸谱实物展” 等系列活动， 得到百姓的

点赞， 工作室的访客甚至辐射至长江三

角洲其他城市。 是什么样的活动吸引着

大家？ 日前， 记者前往李军艺术工作室

一探究竟。

小小剧场能唱的皆可登
场，清唱彩唱不外乎西皮二黄

走进延安西路佳都大厦上至四楼，
左右两扇边门上写着 “出将” “入相”；

左移数步， “同光十三绝” 彩绘迎面亮

相， 而在右侧， 京剧大家、 书画家， 包

括李军本人的书法、 京剧脸谱画像悬挂

在走廊两侧， 让人不由停下脚步欣赏；
最引人注意的要数大厅正中玻璃龛中的

数件银光熠熠的蟒袍， 听着工作人员介

绍哪位京剧艺术家穿过等故事， 不由想

象起演员身着这些蟒袍在舞台上潇洒飘

逸的样子。
还未走进正厅的小剧场， 京胡、 锣

鼓声早已传了出来， 能容 200 人左右的

演出剧场 ， 正在举办着 “周周 唱 ” 活

动。 “周周唱” 是李军工作室首推活动

之一。 听说有舞台 “让” 给戏迷唱， 最

先动起来的是上海的票社， 第一期清唱

不过瘾， 第二期就开始扮上行头化了妆

的彩唱 。 如今 ， 活动已举办 20 多 期 ，
不仅上海各个票社的戏迷来唱 戏 ， 无

锡 、 苏州 、 常州等地的票友也慕 名 而

来， 一个 200 人的剧场不够用了， 有时

候两班人马同时开唱 ， 你方唱 罢 我 登

场 ， 从下午一点多 ， 一直唱到太 阳 落

山， 过足戏瘾。
场子热闹了， 也成了李军甜蜜的负

担， 每一期活动， 虽然参与者也会支付

些许成本费用， 但最终结算， 他都得自

掏腰包 。 李军咬牙坚持的原因 ， 还 是

“弘扬国粹” “肩担道义” 八个字。
茛 下转第三版

“授人以渔”，让西藏养殖户快速增收
研究螃蟹的上海专家“跨界”育种亚东鲑鱼，解决规模化人工繁育难题

春节假期已近尾声， 年前刚从西藏

返沪的上海海洋大学教授王成辉， 心思

却早已飞回到 3000 公里外的西藏亚东

县———亚东鲑鱼人工繁育场里， 2300 多万

粒亚东鲑鱼的受精卵， 是他最大的牵挂。
“倘若这批鲑鱼鱼苗的成活率超过一

半，那就相当于有 1000 多万尾鱼苗了。 这

样，西藏当地的养殖户，今年肯定可以增

收致富。 ”因为这个原因，这个春节，王成

辉比平时更忙碌。 天天要和繁育基地的员

工们视频通话、实时观察鲑鱼受精卵的情

况，有时还少不了“遥控指挥”。
解决亚东鲑鱼规模化人工繁育的难

题，对王成辉来说，不仅是一个颇具挑战

的课题， 也是一个可以造福当地人民的

精准扶贫项目：预计今年 3 月，这批鲑鱼

受精卵就要在繁育基地孵化出膜了。 养

成后，预计成鱼产量在一万吨以上，将占

据全国鲑鱼三成左右的市场， 从而彻底

打破鲑鱼的市场格局。

搞螃蟹育种的专家，接下
了亚东鲑鱼人工繁育的活

在上海海洋大学， 王成辉是蟹苗育

种的好手。 身为上海市中华绒螯蟹产业

技术体系首席专家， 他已选育出中华绒

螯蟹“江海 21”这个国家级水产新品种。
这位养螃蟹的好手， 为啥跨界去研

究亚东鲑鱼繁育？ 原来，2015 年 4 月，一
个精准扶贫项目落到了他的肩上。 当时，
西 藏 亚 东 县 的 负 责 人 走 访 上 海 海 洋 大

学，希望上海海洋大学能抽调力量，帮助

当地的养殖户解决亚东鲑鱼的规模化人

工繁育问题。
“一斤亚东鲑鱼的市场售价是 250

元左右。 如果能够让亚东鲑鱼在西藏实

现产业化， 那一个养殖户一年增加几万

元收入应该没问题。 在西藏，这是一笔不

小的收入。 ”王成辉告诉记者，亚东鲑鱼

属 西 藏 自 治 区 二 级 野 生 水 产 品 保 护 动

物， 生活在海拔高度为 2700-3700 米的

水域。 除了海拔高，它还是亚东独有的高

原冷水鱼类。
在专门研究蟹苗育种之前， 王成辉

曾跟着导师在新疆养过 4 年鱼，“算是有

点冷水鱼繁育与种质开发的背景 ”。 据

悉， 位于西藏亚东县的亚东鲑鱼人工繁

育场， 是西藏目前现代化程度最高的鱼

类繁育场， 也是上海对口支援西藏地区

发展的第一个大型水产建设项目。

“手把手地教会他们养
鱼，这样他们才能增收”

王成辉介绍， 亚东鲑鱼的人工繁育

多年来无人敢挑战。 亚东鲑鱼与常见冷

水鱼有显著的不同点：发情期短，一年仅

有 7 至 10 天；怀卵量少，一条 2000 克重

的母鱼， 平均仅有 3800 粒左右的卵子，
而 常 见 的 草 鱼 等 四 大 家 鱼 的 怀 卵 量 有

100 万粒左右。 茛 下转第二版亚东鲑鱼怀卵量少，驯食成活率低。 图为王成辉（左）在挑拣鱼卵。 （屈琳琳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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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晓
鸣）1 月份， 制造业 PMI
（ 采 购 经 理 指 数 ） 为

51.3%，虽比上月微落 0.1
个百分点，但连续 4 个月

保持在 51.0%以上，且为

2012 年以来同期高点 ，
延续平稳扩张态势。 这

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

的中国采购经理指数。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

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

庆河分析， 受春节假日

因素影响， 制造业生产

和市场需求增速有所放

缓。 生产指数和新订单

指数为 53.1%和 52.8%，
分别比上月回落 0.2 和

0.4 个百分点，但供需仍

然保持稳定增长。
主要原材料购进价

格和出厂价格涨幅双双

回落。 主要原材料购进

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

数 为 64.5% 和 54.7% ，
分别比上月回落 5.1 和

4.1 个百分 点 ， 连 续 多

月上升后首现回落。
不过， 制造业向中

高端迈进的步伐持续加

快。 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 55.7%， 比上月上升

1.9 个百分点，明显高于

制造业总体水平， 且呈

现加速扩张态势。 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

业 PMI 为 52.7%，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

点， 继续高于临界点； 中型企业 PMI 为

50.8%，高于上月 1.2 个百分点 ，升至临

界点以上；小型企业 PMI 为 46.4%，比上

月下降 0.8 个百分点，仍位于收缩区间。

“巨龙”重回申城，市民踊跃“尝鲜”
延安路中运量公交71路昨开通载客试运营

转 来 转 去 的 香 蕉 椅 ， 中 间 铰

盘 上 背 靠 背 的 椅 子 ， 热 乎 乎 的 发

动机……你是否记得， 曾在上海马

路上行驶了 40 多年的老式巨龙车？
自从最后一辆老式巨龙车退休以来，
它们在大家的视线里消失了 12 年。

历 时 一 年 多 建 设 ， 新 版 巨 龙

车———延安路中运量公交 71 路昨

天正式开通载客试运营。 挡不住市

民的 “尝鲜 ” 热情 ， 71 路从终点

站开出四五站路后， 能容纳约 150
人的车厢就已满满当当。 中运量公

交 71 路车队队长陈寄洲坦言， 真

正的考验尚未来临， 元宵节后将见

分晓。

串起景点， 巨龙车秒
变观光线

簇新的车身， 舒展红花绸带的

车头 ， 悬挂中国结的车厢 ， 71 路

公交车喜迎第一批客人。
“凌晨 3 点就出门了， 为了这

辆车，我等了一年多！ ”家住浦东金

桥的邢一凡是公交发烧友， 在上南

中学读高三。 他乘坐 339 路转隧道

夜宵线，在 4 点半抵达 71 路延安东

路外滩终点站，“赶上了 5 点半的首

班车，很激动！ ” 茛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