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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于元代至正年间的圆津禅院，

矗立于朱家角漕港河河畔，静观600
余年云舒云卷。入夜，一束追光唤醒

了庄严古刹，渡船抵岸，妙音轻灵，

云舞蹁跹……舞剧 《神人畅》 构撰出

移步换景的“画中游”，将现代舞步

与传统雅音融合，让现场观众化身

“禅栖客”，踏上一段穿越古今的奇幻

旅程。

中秋连国庆，上海各大古镇上新

特色文旅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别样

假日体验。朱家角开启了为期11天的
“超沉浸艺术季”模式，超过120场演
出和文化活动，在130万平方米的古镇
空间里迸发创意与诗意。古宅、园

林、廊桥……散布着的音乐舞蹈表演

和艺术装置，将前沿艺术和水乡古韵

融合。“千桌万人小笼长街宴”在南翔

老街鸣锣开宴，以舌尖上的非遗为入

口，第二届南翔国潮大会暨第十七届

南翔小笼文化展邀请人们开启新潮国

风古镇探秘之旅。而在蟠龙天地，

2023天地世界音乐节之水乐蟠龙音乐
季正如火如荼举行，让江南之美以声

音的形式在水乡肌理中流淌。

上 海 的 魅 力 是 立 体 的 、 多 面

的，这里不仅有林立的摩登高楼，也

有风光旖旎的老街窄巷和江南水乡。

据统计，上海先后有11个镇、2个村
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5个
村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它们是江

南文化的重要见证者，如何将其深

厚 历 史 底 蕴 转 化 为 优 质 的 旅 游 资

源，助力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建设？

上海的水乡古镇正努力走出一条特

色路径——以文化艺术唤醒和激发古

镇的新活力，丰富拓展文旅业态，在

文旅深度融合中构建“江南水乡会客

厅”，让古镇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的活态样本，成为更多中外游客心

中的“诗和远方”。

艺术资源注入古镇，构建
新形态文旅体验场域

小桥、流水、人家，承载着许多中国

人的乡愁。在我国，古镇从上世纪八十

年代初开始被保护，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旅游大开发。一度，蹄髈、臭豆腐、汤

圆，被戏称为古镇“三件套”，发展模式

陷入“千篇一律”。

打破同质化，上海古镇的着力点是

做新场景做厚文化，将优质艺术资源引

入水乡空间，构建新形态文旅体验。午

后时分，00后游客王璐瑛走进位于朱家
角西井街的课植园，发现这座优雅的江

南园林已悄然变了模样。《银河电信》

“驻足”迎熏阁，《瞧》“横跨”阴阳廊，《蜉

蝣城市》“扎根”迎贵厅，《让座》“抢占”

打唱楼前的草坪……青年艺术家们创

作的多媒体艺术装置被搬进了园子，实

景园林昆曲《牡丹亭》、国风演奏会《秋

声赋》也将在此上演。“没想到古树名

木、亭台楼榭之间，竟然藏着那么多惊

喜！”王璐瑛忙着搜索《银河电信》的隐

藏密码，寻找通往异界的“入口”，享受

探索的乐趣。

朱家角是上海保存最完整的江南

水乡古镇之一，老街依水傍河，千余栋

民宅临河而建，构成一幅江南水墨画

卷。古镇内有1000多栋明清古建筑，课
植园、城隍庙、大清邮局、放生桥、北大

街等人文景观各具特色。这一次，由上

海文广演艺集团发起的“超沉浸制造

局”延伸边界，升级为“朱家角超沉浸艺

术季”，将古镇打造成艺术随时随地在

发生的新场域。

作为艺术季重要板块之一，“摆渡

计划”激发了青年艺术家们的创作灵

感。他们将丰富的数字内容植入到独

特的文化场景中，赋予古镇水乡更多想

象空间。环境式声音剧场《错错错》用

声音构建世界，疗愈诗戏剧《知音》通过

音声共振和调频调动观众情绪。在奇

思妙想的引导下，游客可以坐上游船，

戴着耳机，打开观察世界的全新视角，

也能置身于草坪、廊桥、邮局等传统场

景中，邂逅一段动人故事，通过互动链

接进入似真似幻的平行空间。

夜晚，老街古宅显现出别样情趣，

艺术家赵梁创作的舞剧《神人畅》《茶之

幻》为朱家角增添艺术色彩。在古刹庭

院中，《神人畅》以现代舞蹈的形式呈现

茗茶、插花、挂画、焚香等宋人雅趣。一

步、一景、一戏，舞者们引领观众跨越心

灵壁障，去往心向之地。《茶之幻》则与

放生桥旁的古建筑珠玑阁融合，全剧以

“茶”为引，让观众感受“素处以默，妙机

其微”的神韵。“古建筑与现代舞产生共

鸣，激发出抚慰心灵的力量。”赵梁期待

作品可以化作一座座“桥梁”，让观众得

以联结未知与过往。

挖掘并焕新在地文化，营
造“生活的另一种写法”

“在江南一带，城市在物理空间上

彼此相邻，老镇老街的核心元素相

似，需要花大力气挖掘在地性，才能

塑造‘独特’。”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

文化创新研究院执行院长包亚明说。

假日的蟠龙天地，一派热闹景象。

这边厢，“昆曲王子”张军站在元代的香

花桥上，实景演绎《春江花月夜》选段；

那边厢，在程家祠堂前，一群民间艺人

唱起经过重新编曲的青浦田歌，来自美

国的曼陀铃演奏家保罗也加入其中，古

老的田山歌变得年轻起来……

作为上海首个结合历史风貌保护

的城中村改造项目，重塑江南古镇的

蟠龙天地虽然位置偏远，但开业四个

月客流即破千万，成为时下城市微度

假的网红打卡地。其吸附人流的秘

籍，便是挖掘并焕新在地文化。

蟠龙镇最早的记载可追溯到隋

代，曾是古上海域内最兴盛的集镇之

一。历经千年更替，整体风貌已逐渐

模糊。待到启动改造时，这里是一个

“城中村”。项目团队花费3年时间深研
在地文脉与史料，通过重新梳理蟠龙

散落的历史元素，将原本已经破损的

古镇脉络重新链接起来。开发过程

中，请历史专家参与讨论细节，荒废

的程家祠堂、香花桥、凤来桥被修葺

一新，藏在河道淤泥里的莲花形古寺

柱础、被村民用混凝土浇筑成坡的老

石阶等也得以重见天日。焕新后的蟠

龙古镇，3公里江南水系延续水乡传
统，保持十字街区域的空间肌理。

在这里的游船和艺术装置上，随处

可见编织元素。“它们的灵感源自手工

编织，历史上蟠龙镇编织工艺很发达，

是当地的民俗特色。”工作人员介绍

说。在商业业态上，引入宝玥斋国风体

验馆上海首店、普天同秤民艺馆上海首

店、绘璟酒馆等文化体验类品牌，以现

代的方式孵化在地美食品牌，于是有了

江南味道“年之糕”与国际品牌蓝瓶咖

啡毫无违和感的比邻而居。

蟠龙天地一面唤醒和重塑曾经的

文化，一面注入摩登气质和现代品

味，努力营造“生活的另一种写法”。

余德耀美术馆的入驻，让艺术深入社

区、走向公众，创造与生活的新联

动。在这里，艺术场馆已然不是传统

意义上的“白盒子”，而是更具开放性

包容性的“卫星网络”，河畔、绿地、

古宅、古街和广场，都变身灵感之

地，成为“流动的美术馆”。而在正举

办的水乐蟠龙音乐季上，市民游客将

与来自美国、英国等各地不同风格的

音乐人不期而遇。

“有人在，古镇就在。”古城镇保

护专家、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曾多次呼吁，古

镇要作为居住地的遗产社区进行可持

续发展，而不是作为博物馆式的陈列

保护。从最有优势、最有资源的地方

出发，兼容并蓄历史底蕴和现代气

息，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上海的古镇

依旧在路上。

中秋连国庆，上海各大古镇的创新文旅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别样假日体验

以文艺力量激发古镇新活力

“赋能文旅消费焕新升级”系列报道

在美妙的舞动里，感知绚烂的青春。10
月6日至7日，上海歌舞团打造的原创舞蹈
专场“元舞际 · 2023”，将在上海国际舞蹈
中心大剧场上演。“元舞际”是上海文艺人

才基金资助项目、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发展基

金会特别支持项目，旨在为舞者提供原创作

品展示平台，给年轻人诉说热爱与感悟的舞

台。“‘元舞际’像是一个无限可能的创作

空间，舞者可以尽情展现对生活的热爱，探

索艺术语言的深度和广度。”上海歌舞团团

长王延表示，舞团聚集资源，扶持打造“元

舞际”原创舞蹈品牌，支撑鼓舞青年艺术家

们的创作热情。

多年来，上海歌舞团建团积累了一批艺

术精品，原创舞剧《朱鹮》《永不消逝的电

波》等获得广大观众的喜爱。每一次创排

演出都是年轻人展示舞蹈能力、表演技巧

的舞台。演员们在大戏中磨炼技艺，在生

活中攫取灵感，不断探索现当代舞蹈创作

的路径——“舞蹈应该观照当下，反映内心

感悟”。青年艺术家心中蕴藏着激情昂扬、

永不言败的火花，他们享受起舞那一刻的光

芒，渴望拥有更广阔的舞台。原创舞蹈专场

“元舞际 · 2023”应运而生。
由上海歌舞团荣典首席演员王佳俊领

衔，集结舞团中坚力量的原创作品 《启 ·

元》 为“元舞际 · 2023”拉开序幕。15个
精彩舞蹈节目分为“半梦”“边缘”“棱角”

“自在”4个篇章，一一亮相。舞者用肢体
托起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将思绪伸展得如此

遥远。“舞蹈不能停留在动作的表面，力量

源自内心的深处！每一位演员都要坚持探寻

舞蹈的本元，探索生命的真谛。”上海歌舞

团副团长、荣典首席演员朱洁静表示，在

《永不消逝的电波》全国巡演途中，演员们

见缝插针创作排练，倾尽全力呈现最动人的

舞姿，“期待看到他们在舞台上熠熠发光的

那一刻”。

当下，舞蹈与其他艺术形式跨界交流，

突破传统与当代的界限，将舞者的身体律动

转化为视觉语言。年轻艺术家们将自己对社

会、自然与人文的感悟注入原舞蹈，创造多

元融合的前沿艺术作品，构筑多维多向的视

听舞台。据青年编导何俊波介绍，新作《夜

行》源于一次旅行，“在云南沙溪古镇，远

离城市的田地间，硕大的月亮高挂，月光倾

洒地面。我走在温润的土地上，莫名感动。

希望观众与我一起去往那个美妙夜晚，感受

自在释放与毫无顾虑。”无论是传统技巧还

是现代创新，青年舞者们都能在“元舞际”

的平台上迸发激情。《信号》的编导樊小芸

透露，这部作品以演员方文和毕然的情感故

事为创作灵感，“信号可以通过幅度、频

率、相位的变化来表示不同的信息，借此生

动比拟两性之间的微妙羁绊。”

作为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七周年特别呈

现，“元舞际”将充分利用集“产学研演”

于一体的国际舞蹈艺术殿堂，鼓励青年艺术家编创更多好

作品。上海歌舞团首席演员、舞蹈演员部副主任侯腾飞不

仅自己起舞，还参与编创了《启 · 元》《彼岸》两个作品。“以

新的视角、纬度去理解舞台空间，我感受到舞蹈带来的无

限想象力，感受到演员们带来的无穷创造力。在创作中，

我们打破了对道具固有的认知，不再成为具象的表达，把

它比作孤舟、磐石甚至是破浪的船帆，在舞蹈的世界里无

畏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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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本报讯（记者王筱丽）用笑声点燃申城，

演艺大世界 ·2023第九届上海国际喜剧节将
于10月7日—12月31日举行，超过40部中外
喜剧作品刷新历届剧目数量纪录，原创音乐

剧《爱情神话》担纲开幕大戏。值得一提的

是，本届喜剧节联合世界默剧组织与国际戏

剧协会举办的国际默剧交流周活动将首次登

陆上海，开启为期5天的艺术激荡。
“接地气、有烟火气的剧情，当代的音乐

和演出样式，‘含沪量’很高。”本届喜剧节总

监喻荣军这样谈及即将首演的《爱情神话》。

音乐剧改编自同名大热电影，由黄龄、王昊等

主演。在喻荣军看来，“原创”始终是喜剧节

的关键词，“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平台，推动国

内喜剧作品的创作，把更多优质作品推荐给

更多观众。”据悉，上海国际喜剧节未来将继

续联动演艺大世界，带动喜剧剧目孵化，实现

演出行业与影视行业的深度跨界融合。

随着全球演出市场迎来复苏，国际经典喜

剧作品也纷至沓来。继2019年的开幕表演广

受好评后，日本知名喜剧公司吉本兴业特别为

上海观众准备了一份“大礼包”，将上演包括

《吉本新喜剧》在内的4台剧目。此外，莫斯科
极限管弦乐团将通过极具辨识度的声音，奏响

经典的俄罗斯旋律。届时，观众将听到《卡林

卡》《亲爱的长夜》等耳熟能详的曲目。

话剧、滑稽戏、音乐剧、戏曲、杂技、儿童

剧、相声……本届展演剧目品类相当丰富，话

剧《完美陌生人》《一只猿的报告》《宝兴里》幽

默解读都市人的酸甜苦辣。中国传统剧种也

不缺席，上海越剧院出品的《三看御妹》《皇帝

与村姑》《西园记》以别具特色的越音，传递上

海这座城市独有的欢声笑语，汇集20余名相
声演员的“笑乐汇”相声社则将带来南方喜剧

与北方喜剧融合的相声专场。

“默剧”是今年喜剧节的重要单元，来自波

兰的默剧舞蹈喜剧团体“公平竞争”组合会上

演最新力作《吼吼哈嘿》，国际顶尖默剧家们也

将来到上海，通过工作坊、讲座等活动，让学员

们全方位了解默剧这一艺术门类。喻荣军观

察到，京剧表演中，也经常运用无实物表演等

与默剧相通的手法，来进行角色创造，《三岔

口》《盗银壶》《秋江》等都是代表剧目。因此，

喜剧节也邀请到丑角名家严庆谷来到默剧交

流周，与海外专家碰撞出中西方表演交流火

花，而由他领衔主演的2023“小丑挑梁”——京
剧丑角艺术展演（第五季）也将与观众见面。

演艺大世界 ·    第九届上海国际喜剧节启动在即

欢乐加码，剧目总量创新高

“孩子烧退了，恢复得不错，继续观察。”

中秋国庆假期，上海市儿童医院肾脏风湿科

副主任、正在援滇担任彝良县人民医院儿科

执行主任的康郁林仍忙碌在临床一线。昨

天，与记者视频连线时，他正在病房查房，一

名因支原体感染引起肺炎的孩子终于情况

稳定了，即将出院。

这个假期，康郁林没有特别的安排，依

旧与往常一般，查房、带教，还要兼顾研究生

的培养工作，“节日，与患儿在一起过，已经

是医患间不用说的默契。”

“劝退”与“留下”：体会难得
的成就感

彝良县隶属云南省昭通市，地处云南省

东北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的乌蒙山

区，与上海相隔2000多公里。去年7月，康
郁林作为中组部“组团式”援滇医疗队的一

员，抵达彝良县人民医院，开展为期一年半

的医疗帮扶工作。安顿过后，他立马着手调

研当地儿科发展现状，并结合科室的优势与

短板，制定科室发展计划。

“经过上海医疗队的多年帮扶，彝良县

人民医院儿科诊疗能力已大幅提升。但医

生擅长的病种依旧相对集中，以呼吸道、消

化道等感染性疾病为主，疑难疾病的诊治能

力有待加强。”康郁林尤其忧心当地儿童风

湿免疫性疾病的诊治情况。

就在今年4月，康郁林遇到了一例棘手
的病例。11岁的女孩患有重症系统性红斑
狼疮，已出现狼疮性肾炎，辗转多家医院，治

疗效果都不好。听说彝良县来了上海专家，

这家人抱着最后的希望来了。

“孩子情况很不好，肾功能非常差，伴有

大量蛋白尿与血尿，整个人浮肿得厉害。”看

着孩子，康郁林的脸色沉了下来。敏感的女

孩似乎察觉到什么，竟懂事地拉了拉妈妈的

衣角，“妈妈，不要救我了，放弃吧。”

“我也是一个父亲，听到这样的话，真

不是滋味。”康郁林听得心里发酸，其实女

孩并不是无药可医，治疗关键在一款新型

生物制剂，可当时县城没有这种药。几经

商讨，他们这个援滇治疗团队最终拍板，

去昆明采购。

历经两个多星期治疗，康郁林将女孩从

生死线上拉了回来，这也是彝良县人民医院

开展的第一例新型生物制剂治疗重症狼疮

性肾炎的病例。“县级医院也能救治重症红

斑狼疮，这对医生而言是莫大的鼓舞。”康郁

林很兴奋。

在这之前，儿童风湿免疫性疾病在当地

一直面临着诊断难、治疗难的“两难”境地，

即使有孩子确诊也会立刻被医生劝退，“去

大城市的医院看看吧。”而外出就医的路费、

治疗费、食宿费，又阻挡了不少家庭向外求

医的脚步。

“我希望做点什么，留下曾被‘劝退’

的患儿。”在康郁林的努力下，儿童血液透

析、新型生物制剂疗法等不断落地彝良。

他说，在当地把病人治好，这种成就感是

非常难得的。

一个人与一群人：救人很重
要，培养人同样重要

援滇的一年半究竟要做些什么，康郁林

有着自己的考虑。“按照我的计划，一年半内

至少要建成肾脏风湿免疫、内分泌、儿童保

健等三个亚专科。”他没有食言，刚到彝良县

人民医院一个月，儿童肾脏风湿科免疫亚专

科建成，儿童内分泌亚专科于今年7月建
成，儿童保健亚专科预计在今年10月建成。

随着诊疗能力提升，儿科可诊治的疑难

危重疾病明显增多，如系统性红斑狼疮、C3
肾小球肾炎、罕见的肾小管疾病、Alport综合
征（眼—耳—肾综合征）、急性胰腺炎、终末

期肾病等。

这一切，还不够。“当地医院的硬件设

备、检查手段远不及一线城市。”康郁林说得

坦率，这也意味着，疾病诊断更依赖医者经

验，团队必须整体带起来。目前，彝良县人

民医院4名儿科医生、4名儿科护士已选派
到上海市儿童医院进修。他还计划以“师带

徒”的方式，培养2名肾脏风湿科专科骨干。
就在不久前，在康郁林的积极推动下，

上海市儿童医院技术协作医院在彝良揭牌，

通过上海援派医卫专家“传帮带”，有望进一

步提升彝良医疗服务水平。

“援滇的目的不仅仅是我在这里，而是

我走了之后，留下了什么。”康郁林说，救人

很重要，培养人同样重要，一个人可以救治

的患者是有限的，带动一群人，可以救治更

多的患者，这就是“输血”同时更要“造血”的

意义。

“希望援滇期满时，我培养出的医护能

够继续将亚专科做大做强，让更多患儿留在

当地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康郁林说。

中秋国庆假期，上海市儿童医院援滇医生康郁林仍忙碌在工作一线

与患儿在一起，是医患间不用说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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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郁林（左二）到彝良县乡镇卫生院义诊。 （受访者供图）

▲舞剧《神人畅》为朱家角增添艺术色彩。
 艺术装置《蜉蝣城市》“扎根”朱家角

课植园迎贵厅。

（均主办方供图） 制图：张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