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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东路558号，巨大“龙门”跃然眼

前。穿过“龙门”，便是热热闹闹的禧市

集——2000平方米的区域容纳了80余家特

色商户和沉浸式打卡点，走过路过让人无法

挪开眼。这一市集选在了不久前刚回归的

南京东路世纪广场，让来往市民游客开心过

个好年。

临近春节，上海已经“火热”起来了。从

时尚感环绕的南京东路，到非遗仪式感满满

的七宝老街，再到氤氲着文化氛围的南翔古

镇，各具特色的春节活动让新年“逛大街”有

了更多期待。

高挂的灯笼让春节更有韵味

七宝古镇来了一条写满祝福的“龙”。

龙首位置朝向钟楼广场入口处，从“龙

门架”内欲探首而出，寓意农历龙年正月初

一，长龙即将腾云而出。而龙身部分全都

由灯笼构成，摆出S形长廊状；龙尾处于

东向，寓意祥龙从东方游弋而来，带来喜

庆祥瑞。

这是古镇今年春节期间的特别惊喜，每

个灯笼上都书写着特别的贺词，而龙身顶端

也用写满祝福的红色绸带连接，抬头见

“喜”。同时，古镇内还分别设置7个点位，

分别布置彩灯，形成“七宝”汇聚的氛围。

作为今年春节期间推出的“龙舞祥瑞 ·

七宝聚福”新春游园活动，将带领游客充分

享受古镇。穿着古装的青年将在大年初一

走街串巷，一边敲锣一边喊“过年啦，集会

啦”唤起邻里走出家门，共赴古镇新春活

动。与此同时，钟楼亭台间将有乐者拨动琴

弦，青年们身着汉服登上钟楼，敲响“氽来

钟”为新年祈福，随后“长龙席”开席。现场，

还将向市民游客赠送对联、福字、香囊，他们

还可以装扮成“茶圣陆羽”“诗仙李白”，体验

书法拓印、投壶等文化活动。

不仅是在七宝古镇能体验古色古香，在

州桥老街、南翔古镇、安亭老街，也有南翔老

街花千树 · 鱼龙舞主题灯彩展、古猗园“寻

龙”探春游园体验活动、安亭老街永安塔新

春祈福、嘉定州桥青蓝季“同州共祈，登龙纳

福”等，市民游客能过个有底蕴的年。

“买买买”的传统春节也能
“潮起来”

春节出门玩，少不了弄潮儿与仪式感。

南京路步行街与中国移动、咪咕合作开

发“南步新乐元”元宇宙平台这两天上线，通

过数实融合、时空扩展，建设元宇宙世界里

的“中华商业第一街”。元宇宙里的南京路

步行街承载城市记忆、文化博览、演绎景观、

潮玩市集4个功能模块，以线上线下深度融

合的智慧文旅生态，赋能消费服务和商家服

务场景创新。

当然，来南京东路少不了“买买买”。老

字号品牌泰康食品、邵万生、新雅、杏花楼等

都准备了各种新春年货大礼包，其中包含不

少创意年菜。在禧市集上，还能买到新西兰

蜂蜜手工酸奶、尼泊尔羊绒围巾、叙利亚玫

瑰精油等进博好物。在嘉定区大型超市，根

据历年春节期间消费者的购物需求与价格

偏好，筛选出近4000类商品。安亭大润发

超市推出长达400米的“年货大街”，汇聚了

全国各地的名优特产。

此外，上海汽车博物馆策划“红运当头，

点亮年画新春探馆”和“新年加‘豹’油快闪

展打卡”等汽车主题特色活动，在新春假期

为市民游客提供汽车文化大餐。嘉定北水

湾湖畔将重现小青龙舞龙会的盛景，让传统

春节“潮起来”。

穿越“龙门”、“寻龙”探春……各具特色春节活动带来更多期待

新春“逛大街”，市民游客过好年

“生肖龙原来可以有这么多种样子。”

9岁的小童看着满墙形态各异的“龙”发

出惊叹，指着一幅版画《叶公》兴奋地告

诉母亲：“这个故事我知道，讲的是叶公

好龙！”

上海虹桥当代艺术馆，第十五届国际

少儿生肖绘画作品展“轰隆隆隆，巨龙来

了”作为长宁区迎新春的重要活动正在展

出。进门正中位置，大红色的墙体上，一

左一右挂着两幅小朋友画的生肖龙。左边

是12岁中国小朋友画的《辰龙》：通体青

鳞、面有白眉长须，在祥云之中气势威

武。右边是11岁外籍小朋友贝拉画的

《福 · 龙》：彩色的龙身、大眼长须，几笔

状若流水的线条勾勒出祥云的样子。

“从贝拉画的龙里，能看出其主动表现

的一些中国元素比如祥云图案，龙的主要

元素是龙须、龙角、龙眼。这当中也保留了

外籍小朋友自身对生肖龙的理解，色彩上

更加大胆、多元。”长宁文化艺术中心副主

任、虹桥当代艺术馆执行馆长熊友飞说。

这两幅属于“写实派”。记者在现场看

到，画作题材上有出自于典故、传说的《叶

公好龙》《龙生九子》《东海龙宫》，也有源自

民俗的《赛龙舟》《舞龙》，还有充满童趣的

《大“龙”虾》《水“龙”头》等541幅作品。画

作表现形式涵盖平面绘画、数字绘画、立体

雕塑、影像、非遗等。比如其中一幅题为

《骊龙》的作品巧用“动画原理”，用数十页

环保纸，看似画的是青山绿水，而龙正隐在

其中。只有用指尖翻动纸页时，龙才会在

青山中显现。

有“海派龙”“国际龙”，也有国内不

同地区的“龙”。小童对“北京展区”的

一幅画作印象深刻：一条墨绿色的龙呼之

欲出，后景是天坛、青花瓷、景泰蓝以及

京剧中的正旦角色。

生肖龙并不好画，它是十二生肖中唯

一无法在现实中找到实体参照的生肖，其

中又蕴含深刻的传统文化内涵。“孩子画

龙，我们起初担心会雷同，结果参赛作品

真是千人千面。孩子理解生肖龙的角度如

此多元丰富着实令我们喜出望外。”熊友

飞告诉记者，此次画展的要求之一就是要

根据生肖的溯源、演变、衍生和习俗文化

进行创作。

生肖文化需要解读和探究，据此转化

而成的艺术作品才有文化底蕴，而非照猫

画虎。“龙对中华民族意味着什么？怎样

形成？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而

衍生关乎小朋友发挥想象力，赋予其现代

意义，扩展现代审美范畴。”熊友飞说。

孩子们根据生肖的溯源、演变、衍生和习俗文化进行创作

在生肖龙画作中咀嚼传统年味

春节将至，有人已归心似箭，重
返故乡，有人则来之安之，稳守新
家。网络时代，亲朋好友，新交故识，
鲜有音信全无之日，但思乡心切，近
乡情怯，古今皆然。

光阴流转，而今再提乡愁，既可以
是回望乡村的不舍，也可以是深入城
市肌理后的一种情感羁绊。“让城市留
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上海的乡
愁，在春节这个特殊的时刻，具象化为
一帧帧属于每个上海人的温馨画面。

上海的乡愁在哪里？对老一辈
上海人来说，上海的乡愁在豫园的灯
会，在移步换景的九曲桥，还有那一
桌热气腾腾的年夜饭——要有缀满
了青红丝和蜜枣的八宝饭，在圆勺里
抹了猪油嗞嗞作响的自制蛋饺，汤圆
也是必不可少……对年轻的上海小
囡来说，上海的乡愁是线上打卡，是
《繁花》里的宝总泡饭，是吃完那客
有故事的排骨年糕，再去看看时髦
的新品国潮，在推陈出新的老字号
里轧轧闹猛，当然还有“相亲相爱一
家人”群聊里的表情包，里面有热闹
的红包接龙，也有父母长辈关切的
“唠叨”。

无论是哪一辈上海人，春节都
意味着“家庭团圆”。而上海这座移
民城市，有近2500万的常住人口，
其中外省市户籍人口超过了1000

万。在这个城镇化率接近九成的超
大型城市里，新上海人需要培养安
家落户的归属感，真正在情感和文
化上“有家可归”“有所寄托”。城市
新移民的情感归宿，不是反刍故人
风土，固守一成不变的乡村镜像，而
是在生机勃勃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
中，积攒起心之所向即为家的城市
情感记忆，在热烈的乡村实践和城
市现代化进程中，建构起属于自己
这一代人的“新乡愁”。

春节是承载着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文化载体，是
中国人心中的最大公约数。沪上寻春是一种别样的“乡愁
旅游”，是遵循情感地图的CityWalk，将历史文化和现代
生活融为一体，在盛大的节日里延续城市的历史文脉，凸显
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理念。春节的年味点滴化解了乡
愁，同时，每年的春节又“加重”了乡愁，因为“年味”交织成
的情感纽带，是上海人的家乡文化记忆。

（作者为文学博士，上海社科院文学所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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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史博臻）市绿化和市容局日前公布景观
照明启闭信息，2月9日（除夕）至17日（正月初八），上海景

观照明开启节假日模式。外滩、北外滩和小陆家嘴地区等

核心区域不展演黄浦江主题光影秀。

外滩、北外滩、小陆家嘴地区等核心区域，2月9日18

时开启至次日零时15分关闭；2月10日至17日18时开启

至23时关闭。苏州河沿岸、市级商圈、“一环两高架”沿线

等重要区域，2月9日至17日18时开启至22时30分关闭。

重要单体建（构）筑物，2月9日至17日18时开启至23时

关闭。上海中心大厦、震旦大厦、花旗银行大厦、浦东美术馆、

港务大厦、白玉兰广场、国际客运中心建筑群等黄浦江沿岸主

要媒体立面播放春节主题宣传视频及标语。2月9日18时至次

日零时，每逢整点和半点播放一次；2月10日至17日18时至22

时30分，每逢整点和半点播放一次。

与此同时，各区重要建筑物灯光投影秀也将开启“节日

模式”。

静安区以“闪亮千亿商圈，光影SHOW新春”为主题，2

月10日至24日18时至22时，在南京西路商圈的久光百货、

上海商城、上海展览中心、兴业太古汇等建（构）筑物以及张

园区域，循环展演光影秀和投影秀。徐汇区在2月9日至15

日18时至23时10分，以“龙腾徐汇、福暖新春”为主题，在徐

家汇商圈的美罗城、太平洋百货、太平洋数码、天桥连廊等建

（构）筑物上，每逢整点展演一次联动灯光秀。黄浦区在2月1

日至17日18时至22时，在苏州河沿岸光陆大楼循环播放

投影秀，突出“龙跃苏河兆新春”。杨浦区2月9日至17日

18时至22时30分，在五角场商圈的合生汇、凯悦酒店、彩

蛋等建（构）筑物上，每逢整点和半点播放一次联动灯光秀，

表达“龙腾盛世、喜迎新年”的美好祝愿。

申城景观照明明日开启节假日模式

春节假期“夜上海”在这里看

“祝文汇报的读者新春快乐！”在本报记

者邀请下，90后阿根廷小伙儿费德里科 ·德马

尔科（FedericoDemarco）用地道的金山本地

话向广大读者拜了早年，“长得洋里洋气，说

话土里土气”的他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叫吴飞

得。事实上，早在年前，他就因为多段独具反

差感的金山方言推广视频在抖音“出圈”。“阿

奴想想看”“晓得哇”“呒数啊哩”……不看视

频，很难想象这些听着十分顺溜的方言出自

一个老外之口，不少网友评论“讲得比我奶奶

还土”“上辈子绝对是金山人”……

来自阿根廷的“上海女婿”

吴飞得告诉记者，“飞得”是母语名字

Federico的音译，而“吴”姓则是因为自己喜

欢研究吴语。或许是天性使然，飞得从小就

对各种语言特别感兴趣，会说八国语言的他

对中文尤其痴迷，他不仅通过了汉语水平考

试六级，更因为与上海姑娘结缘而练成了一

口流利的上海话。

虽然阿根廷远离上海，但距离从来不会

阻挡热爱。2018年，飞得跟着太太来到上海

生活。会说汉语，上海话也讲得灵光，一门方

言让他迅速融入了这座城市。越深入海纳百

川的上海，越能体味到交汇在此的各国各地

文化，吴侬软语更激发起飞得的浓厚兴趣。

在上海大学攻读语言学硕士学位的他，

将上海郊区方言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其中包

括金山话、嘉定话、南汇话、松江话、青浦话、

奉贤话等。用专门的字表、词表来记录这些

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逐渐地，在“沪语

圈”小有名气的飞得参加了《沪语人气王》等节

目的录制，也在机缘巧合下认识了同样喜爱方

言研究的金山朱泾小伙封烜鑫，人称阿庆。阿

庆不仅带着他去乡村寻访说着地道方言的老

人，更教飞得说了一口正宗的金山话。

有次，飞得走在田间，听到两位老人在

议论他，“箇档外国人（他是外国人）。”“勿是

个，实奴勿听得伊有垃话土闲话唻，就生来

像（不是的，你没听到他讲金山话吗？只是

长得像吧）。”这个有意思的故事，足以说明

飞得的金山话已到了可以“冒充”本地人的

地步。出于好玩，阿庆和飞得将一些日常的

金山方言段子拍成短视频在抖音发布，没想

到一下火了，最高播放量超过35万，留言点

赞更是不计其数。

和朱泾小伙携手研究吴语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说，“两个灵魂的

相遇不是偶然。”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形容

飞得和阿庆。来自地球两端的他们，因为同

样的爱好在上海一起做起了方言的研究和

保护，这似乎也与中国“伯牙子期高山流水

觅知音”的佳话如出一辙。

“飞得是学院派，有系统的专业知识，懂

得科学的研究方法，会用录音和国际音标记

录方言语音。而我是草根，知道很多金山方

言和风土人情。在许多地方刚好互补。”阿

庆笑着介绍。一旁的飞得补充道：“阿庆教

我金山话，我也教他西班牙语。在研究的道

路上，我们也是共同成长。”就这样，他俩奔波

于金山许多村委会，找寻发音地道又有一定

文化基础的本地老人。调查的过程也同样辛

苦，“我住在杨浦区，每周来金山做一次调查

寻访。来回路程需要4个多小时。为了配合

老人作息，我一般早上6点起来从市区出发，8

点左右到金山”，飞得说。从2019年开始，他

已坚持了4年，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

目前，飞得和搭档阿庆正着手将现有的

研究成果编撰成一本关于金山方言的书，

“主要记录我们4年的调查结果，包括语音、

词汇、语法三部分”。此外，凭借在计算机方

面的优势，飞得还与几位志同道合的中国朋

友创立了“吴语学堂”，将吴语区各地方言字

音、词汇制作成免费的在线吴语词典供查

阅。飞得说：“中国语言和中华文化深深地吸

引着我，在深入研究吴语的同时，我也希望能

给对吴语文化感兴趣的人提供帮助和服务。”

一道来守护“地域文化之根”

像陈金毛这样的方言发音人，已经越来

越难找到，在研究过程中，飞得和阿庆发现，

如今在年轻群体中，方言已越来越式微。这

也愈发让他们觉得应该在研究的基础上，对

方言进行抢救和保护。“研究越深入，越觉得

现在做的事很有意义。刚开始是因为好玩，

如今拍摄短视频，也是希望通过外国人的全

新视角，让金山方言被更多人，尤其是年轻

群体听到，从而进行更好地传播和保护。”

“金山话其实很有意思，在吴语中也有

明显特点。”飞得说，“从声调上来说，相比上

海话只有5个声调，金山话中的朱泾话、枫

泾话、兴塔话都有8个声调，金山其他地区

的方言也有7个声调。因为我自己很喜欢

语言，当然是希望这样有意思的方言能够传

承下去。”

如今，许多村民也接纳了这张时常来村

里唠嗑的洋面孔，春节前，朱泾镇新泾村家

家户户挂花灯、做奘糕的画面里，有了飞得

和阿庆的身影，对于中国式的乡愁，飞得也

有了更深一层的领悟。

“我们的调查研究工作会继续下去，

如果有认识对金山方言和文化感兴趣的

本地老人，可以给我们介绍，有机会会去

拜访一下。”飞得希望，对于被称为“地域

文化之根、民俗文化之钥”的方言，大家一

道来守护。

阿根廷  后吴飞得将上海郊区方言作为主要研究方向——

洋小伙能说一口土里土气金山话

②七宝古镇喜迎新春。本报记者 周俊超摄

①南京东路上的年货市集。本报记者 袁婧摄

③国际少儿生肖绘画作品展“龙”重登场。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制图：冯晓瑜

①

③

②

许多老乡和时常来村里唠嗑的吴飞得熟络了起来。

(朱泾镇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