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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这是中共一大纪念馆虎年新

推的全新情景党课《开天辟地大事变》的首

演。参观者“偶遇”中共一大代表，“目睹”

大会召开背后的故事，直呼沉浸感满满。

“在壬寅虎年的开端，借由这一‘伟大

的开端’讲述红色历史，让观众能看到、能

感受、能读懂。”情景党课监制、中共一大纪

念馆宣教部开放主管马玮佳说。

“形式特别新颖，我身临其境地感受到

历史‘近在咫尺’的力量。”00后乔晓榕主动

报名新春首日的志愿服务。一幕剧结束

时，她由衷感叹“初心在哪里、信仰在哪里，

力量就在哪里”，将把这份力量带给其他参

观者。

够年味
将非遗年俗融入红色文化

除了红色党课，场馆内还有不少非遗

体验、福字春联等年俗元素交相辉映。

昨天上午，展厅门口的新年非遗体验

区热闹起来。精巧的“吉祥中国结”、惟妙

惟肖的“中共一大会址”版画拓印……在老

师们的指点下，参观者动手体验非遗匠心，

感受着喜气洋洋的新春氛围。

一旁，上海市青年美术摄影家协会副

主席宋巍、画家李知弥、上海中国画院画师

孔繁轩挥毫泼墨，写春联、写福字、画老虎，

迎新送福。宋巍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二次

与中共一大纪念馆“结缘”。去年9月，他的

油画作品就入藏中共一大纪念馆。借着春

节的特殊节点，青年书画家们将民俗融入

红色文化，“也借此向大家拜年！”

场馆对面的一大文创馆内，春节元素

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星火燎原”礼盒、

“一大”小老虎玩偶、新年款“真理的味道”

大红袍……“又红又潮”的文创产品上新，

气氛拉满的同时，也让中共一大纪念馆的

“红”融入了日常生活。

“馆藏的革命文物多，超过 12.8万

件，且十分珍贵。每件文物背后都有故

事，值得常忆常新。”为此，中共一大纪

念馆以馆藏为基础，近年来持续探索创

新。“不能简单地套用文物直观面貌，而

是要提取其中红色元素，还原背后的精神

力量，启发更深刻的理解。”一大文创相

关负责人介绍。

据透露，一大文创还将持续上新，让更

多蕴藏着宝贵精神财富的革命文物，成为

一件件可以带走的“礼物”，希望在新的一

年，更多“红色”能走出展柜、展馆，走入参

观者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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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无款，只此一卷；青绿千载，

山河无垠。”1月31日，群舞《只此青绿》

登上央视虎年春晚，以雅致清丽的中式

美学营造跨越千年的梦境，激活了观众

心里的传统文化基因。此前，群舞《只此

青绿》曾亮相哔哩哔哩（B站）跨年晚

会，7分55秒的B站版《只此青绿》目前

播放量超过500万，优雅的“青绿腰”成

为爱舞者竞相模仿“二创”的新热点。

从B站到央视春晚，“只此一卷”

为何惊艳无数人？绝美群舞选自舞蹈

诗剧《只此青绿》，灵感来源于传世名

画《千里江山图》。此卷出自北宋画家

王希孟之手，以概括精练的手法、绚丽

的色彩和工细的笔致表现出祖国山河

的雄伟壮观，被视为宋代青绿山水中

的巨制杰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

舞绘〈千里江山图〉》以翩跹舞姿勾勒

出如诗如幻的山河图景，讲述了一段

跨越古今的艺术传奇。

何为“青绿”？于诗
情画意中，读懂山河之美

青绿意象是东方“美”的提纯，是舞

蹈“审美的眼睛”。由于时间限制，虎年

春晚上展示的是舞蹈诗剧《只此青绿》

中的一段群舞，将《千里江山图》中的青

绿设色抽离出来，抽象成女性人物形

象。“我在整部剧当中的角色是青绿。”

领舞孟庆旸说，“青绿”是纯写意的，演

绎时需要打开无垠的想象空间。画中青

峰叠嶂，绿水隐现；舞者眉眼锋利，绛唇

高髻；利落甩袖，隐入画中……宋画之

美、中国古典之美在舞台上众仕女的步

态中，走入了观众的心灵。

“静待”“望月”“落云”“垂思”“独

步”“险峰”“卧石”等造型动作铺陈在舞

台，一呼一吸，尽是山河。据编导韩真解

析，群舞《只此青绿》的部分造型和动作

表达出群山层峦叠嶂的概念。舞者头饰

像是《千里江山图》中的山石；衣裙颜色

是断层的，上为石绿，下为石青。领舞孟

庆旸的出场造型双袖下垂，既像山的

纹理，又似山间飞瀑。让许多观众念念

不忘的“青绿腰”其实叫“险峰”，描摹

着山峰险要陡峭处。舞者们以不同造

型和体态变化模拟山峦，舞蹈不再只是

女性的柔美，更体现出一种大气磅礴，

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沉淀的岁月。

从去年8月首演以来，舞蹈诗剧《只

此青绿》已在全国18个城市巡演50多

场。得知节目要上春晚，编导周莉亚坦

承“压力非常大”。“春晚时间非常宝贵，

哪怕是短短6分钟，我们也希望以一种

更加完美的方式呈现给观众。”如今，

《只此青绿》触动了无数观众的心弦，让

人们在诗情画意中，读懂山河之美。

为何“入画”？在画
卷收展间，踏入时光循环

余音绕梁传古韵，咫尺千里舞江

山。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并不只有“青

绿”，另一个经典选段“入画”曾在《国

家宝藏 ·展演季》播出。这部被粉丝称

为“宝藏”的舞剧采用时空交错式的叙

事结构，现代故宫研究员潜心钻研《千

里江山图》，循着“展卷、问篆、唱丝、寻

石、习笔、淬墨、入画”的篇章纲目，走

入了王希孟的内心。

《只此青绿》的舞台被巧妙设计成

多层同心圆，还原了中国传统画卷的

“展卷”过程。那转动不息的舞台仿若镌

刻民族记忆的年轮，引领观者踏入时光

的循环里。剧中，通过展卷人的眼睛，观

众还看到了王希孟背后的工艺人——

篆刻人、织绢人、磨石人、制笔人、制墨

人，以及宋代工艺技术的登峰造极。

《千里江山图》收藏在北京故宫

博物院，画面气象万千，壮丽恢弘。

为精准再现宋代美学，主创团队先是

研究《千里江山图》，后又遍览宋代

的诗词和绘画，在古书画中求证。除

了与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开展座谈之

外，他们还邀请了国家级、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仇庆年、汪

爱军、张文年、郑小华走进排练厅，

为演员进行非遗工艺指导。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创作花了

一年多，又花了五个半月排练，才最

终搬上舞台。韩真、周莉亚透露，为

了让演员们呈现沉稳的舞台效果，排

练时用了大量诗歌引导。“我们一直

说‘心中若能容丘壑，下笔方能汇山

河’。诗词表达了一种心胸，这种心

胸是我们对于古人的理解，对于中国

传统文化里文人的理解。”

央视春晚《只此青绿》刷屏，“只此一卷”为何惊艳无数人

壬寅虎年第一天，以上海之名，

海派文化、时代榜样、城市温度纷纷

出圈。

“熊爪咖啡”不断上演着在治愈中

传递治愈的故事；“清华少年”是网生

代年轻人送给知识前辈的昵称，也是

这座城市滋养人的精神的最好写照；

上海不仅有座仰望星空的世界级天文

馆，还有一支在中国航天探深空、耀

苍穹、揽明月、解天问的征程上一路

同行的服装设计团队；北京冬奥会上

即将被全球健儿捧在手里的颁奖花

束，是由上海的非遗传承人们用海派

绒线编结技艺手工制成。

昨晚，《2022东方卫视春节晚

会》播出。截至22时30分，根据酷

云EYE数据，东方春晚全程稳居省

级卫视春晚前二，全网热搜100+，

主话题阅读量突破61亿。如一场新

时代“春游记”，晚会用一个个见朝

气、见底蕴、见创新的节目，带观众

阅读人文上海、科技上海、温暖上

海、摩登上海，在浓浓年味里串起数

不尽的“我爱上海”的理由，串起幸

福上海的多元样本。

“幸福”为核，汇聚一座
城市的温暖与燃情瞬间

以“春满东方”为主标题、“点

亮幸福”为关键词，晚会汇聚过去一

年来让这座城市难以忘怀的温暖与燃

情瞬间。

舞台把聚光灯投向人们心头的

“民星”。他们中有“共和国勋章”获

得者李延年；有中国首位冬奥冠军、

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杨

扬；有东华大学航天员服装研发设计

团队；有“教授夫妻”刘西拉、陈陈

夫妇，“艺术伉俪”乔榛、唐国妹夫

妇、六组 2021年全国最美家庭代

表；也有从上海走出的新中国第一支

时装表演队……不同年龄、不同行业

的榜样人物，是这座城市里奋斗者与

追梦人的浓缩身影。

万家灯火的年节时分，牵系民心

的城市生活事一一上演。小家里、职

场上每一个拼搏的我；“双减”后孩

子们的全新日程表；防疫一线，那次

特殊的烟花表演；国际化大都市里，

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活

色生香日子；还有“反诈App”与从上

海风靡到全国的脱口秀新鲜组合……

不同侧面，都是人们惦记过、热议

过、也欢喜过的城市故事。

音乐小品《触摸到爱》触发很多

人的泪点。在全世界拥有最多咖啡馆

的城市上海，“熊爪咖啡”始于不起

眼的路边，神秘的洞口探出“熊

爪”、托起一杯咖啡，托住的还有残

障人士的就业机会。去年，会做咖

啡、也会摸摸头的“熊爪”链接着一

批特殊咖啡师与世界。那个小小洞

口，听得到上海的城市心跳。《触摸

到爱》 具象了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包

容，当晚会把平常隐在墙那边、洞口

里的残障咖啡师请上舞台，最让人泪

目的画面出现了——生活于无声世界

的他们用手语告白：“感谢这座城市

给了我们太多的爱……我们只希望用

爱来温暖这座城市，这是我们爱的回

报。”手语暖哭了观众，有网友留

言：“从此，咖啡香也是爱的香气。”

创意与科技“导航”，沉
浸视听阅读城市软实力

虎年的东方春晚，科技含量被许

多网友点赞。结合XR、AR、实时动

态捕捉等技术手段，“城市舞台”打

造出了沉浸式的视听体验。在创意与

高科技的导航下，邀观众阅读城市软

实力。

开场大片《新时代春游记》结合城

市的实景拍摄和舞台的多维变幻，人们

跟着镜头第一视角春游上海天文馆、乌

中市集、徐汇滨江滑板公园、上海中心

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金茂大

厦、东方明珠……一处处城市地标，

在沉浸式拍摄和二维影像的创新融合

下，向着活力满满、宜居宜业又科技

硬核的上海，投来惊艳一瞥。

一个个“传统”节目融入了人工

智能、5G应用等科技创新成果，丰

富了节目的表达层次。以联合国《生

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

会议 （COP15） 主题曲 《和光同春》

的演绎为例，晚会采用一镜到底的拍

摄手法，借助最新科技XR实现虚实

场景穿越，营造出一个飞瀑湍急、花

草茂盛的万物竞春空间。《恭喜发

财》不仅是短剧与歌曲两种文艺样式

的跨界融合，还是真人与人工智能的

亲密合作。12台5G云端机器人随歌

声起舞，在科创中心上海，谁说这不

是未来的日常景观。

《2022东方卫视春节晚会》海派文化、时代榜样、城市温度纷纷出圈

新时代“春游记”，串起幸福上海的多元样本

音乐小品

《触摸到爱》带

来“熊爪咖啡”

的故事，触发

了很多观众的

泪点。

■本报记者 王彦

新生带来新喜气，新年增添新欢乐。昨天，沪

上各大产科医院陆续迎来“虎宝宝”，也给众多小家

庭送去了“虎虎生气”。

农历新年零点的钟声刚敲响不久，上海市第

一妇婴保健院东西两个院区的产房，不约而同响

起了新生儿响亮的啼哭声。零点02分，两个“虎

弟弟”同时来拜年啦！奚女士和陆先生的第一个

宝宝在一妇婴东院产房呱呱坠地，他们早早就给

“虎弟弟”起了个好听的小名：年年。医护人员帮

年年细心量好体重，打好小脚印，还送他一顶红

色的虎头帽。同一时间，郭先生和李女士家的“二

宝”在一妇婴西院产房顺利出生。巧合的是，这个

家庭2017年迎来的“大宝”也是在一妇婴出生

的，还是个“元旦宝宝”。

零点06分，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首

位“虎宝宝”也来了，同样是一名“虎弟弟”，重3460克。

今年，国妇婴特地为春节期间诞生的“虎宝宝”定制了

新生儿服装，以及留有虎宝小脚印的纪念卡，为每一

个迎来新生命的家庭送去新年祝福。零点17分，另一

名“虎宝宝”清脆的啼哭声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

院黄浦院区响起——3380克的男宝呱呱坠地。

没有什么比迎接新生更令人激动，而与产妇

们相伴的，是产科不眠不休的医护团队。为了保证节

假日期间医疗工作平稳有序进行，复旦大学附属妇产

科医院特地安排产房节假日加强班，全力保障母婴安

全。助产士汤秀琦是杨浦院区助产士夜班团队的负责

人，参加工作12年来，她已多次参与除夕夜值班，和

大家一起守护着新年宝宝的来临。一妇婴西院产房护

士长许晨莹有着20年的一线经验，她已记不清自己

多少次在春节值班。而东院产房护士吴静则是第二次

参加春节假期值守，巧的是，1998年出生的她也是一

个“虎宝宝”，这让她觉得今年的除夕跨年迎接新生特

别有意义。

沪
上
首
批
﹃
虎
宝
宝
﹄
来
拜
年
！

■本报记者 李晨琰

本报讯（记者李婷）大年初一早上9点，

上海博物馆迎来了虎年首批观众。虎在民间

习俗中寄托着消灾辟邪等美好寓意，馆内正

在举办的“虎笑寅年——中日虎年迎春展”，

吸引市民游客第一时间前来打卡沾喜气。

8点30分，不少参观者已在上海博物馆

门口有序排队。队伍中，有不少留沪过年

的人。“在博物馆迎新年，感受不一样的年

味。”吴金辉老家在江西，因为疫情，他把

归乡的车票退了，选择和妻子就地过年。

“平时工作忙没时间，趁着春节假期逛逛上

海的博物馆、美术馆，过个有文化气息的

新年，挺好！”

9点，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在馆内

迎候，向第一批进入大厅的参观者拜年并

赠送文创红包——印着老虎图案的文创口

罩。口罩图案来自上海博物馆正在热展中

的“虎笑寅年——中日虎年迎春展”中展

出的“金磁州窑黄地黑彩虎枕”和“福建

木刻彩印招财进宝年画”等文物。

在大年初一举办迎新活动，是上海博物

馆的保留项目。除了“虎笑寅年——中日虎年

迎春展”，“汉淮传奇——噩国青铜器精粹

展”将延期至2月15日，与大家共度新

春。该展以西周早期至春秋早期的60件青

铜器为载体，首次全面系统还原噩国的历

史面貌，让这个“消失”了3000年的神秘古

国得以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

本报讯（记者史博臻）迎新春，布新景，
上海世博文化公园也换新装啦！

要说园中哪里年味最浓？答案非申园

莫属。这座包藏着绿脉与蓝波的江南园林，

此时，红色尤为出挑。屋檐边，挂上福字彩

条贴花，满满的福气飘散四溢；枝头上，“花

朵”也上新了！或呆萌的虎头饰品，或俏皮

的灯笼挂件，仿佛一夜春风来，氤氲着新春

的热闹。

令人惊喜的是申园精品梅花盆景展，随

着天气逐渐回暖，梅花也将迎来观赏佳期，

大家能欣赏到粉色、奶白色、绿色、梅红等梅

花竞相绽放的场景。

这些盆景来头不小，特意选取了来自浙

江台州梁园的20盆梅花盆景。梁园占地面

积150余亩，是国内较早的高起点规划、高

品质建设的私家盆景园，自1998年建园至

今，收藏并创作了大量松柏与梅桩盆景，屡

获国内外盆景专业展会大奖。据透露，此次

选送的梅花盆景，质量更高于之前的获奖作

品，还有宫粉、骨里红、绿萼、送春等品种。

漫步于申园之中，欣赏梅花盆景，细心

的游客一定会发现这些盆景的共同点——

拥有部分白色的树干，这就是舍利干，也是

梁园梅花盆景的独有特色。舍利干和活着

的树体相互缠绕，形成枯荣互见、丛死相依

的特色形态。通过舍利干雕刻可以使梅花

盆景更显苍老古朴，比传统梅花盆景更添一

分意境。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申园实行预约

制。昨天一早，园内大屏就显示“今日预约

已满”的提示语，火热程度非同一般。

俗话说“无花不是年”，新年赏花购花是

中国的传统风俗习惯。正在世博文化公园

举办的葡香花市区别于传统花市，将传统与

现代完美融合，让市民游客在体验欧式风情

的同时赏花购花。

“一大红”遇上“春节红”，初心始发地故事更鲜活

“气氛组”上线，世博文化公园年味浓

上海博物馆迎来虎年首批观众

舞 蹈 诗

剧《只 此 青

绿——舞绘

〈千 里 江 山

图〉》以翩跹

舞姿勾勒出

如诗如幻的

山 河 图 景 ，

讲述了一段

跨越古今的

艺术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