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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甲辰龙年正月初一的申城，不少市

民游客早早就带着龙年仪式感任务卡出发

了——全城寻龙打卡新春祝福。

有人早早做好攻略，把近期火爆的打卡

地“一网打尽”；有人钻进博物馆，徜徉在龙文

化的海洋中；有人别出心裁，精心设计了

CityWalk（城市漫步）“龙形地图”……上海

各区、各热门商圈也卷了起来，各式各样的龙

装点着街头巷尾。

哪里的龙最身姿矫健、精神抖擞？哪里

最憨态可掬、萌萌哒？哪里又最有底蕴、饱含

典故？就让我们跟随市民游客的脚步，来一

场“寻龙记”。

传统文化让人“血脉觉醒”

要说今年春节申城人气最旺的地方，豫

园灯会肯定是其中之一。从鱼群摇曳、浪卷

云舒，徜徉亭台楼阁间的“一夜鱼龙舞”开始，

到中心广场上形态各异、飞跃共舞于浪花间

的华夏之龙，再到九曲桥旁仙气飘飘眉眼微

笑的“灵龙”，前来打卡拍照的游人越聚越多，

摩肩接踵间洋溢着新春的喜悦。

从辽宁来沪“反向过年”的张先生表示，

早就听过豫园灯会的响亮名号，这次亲眼一

睹风采，真是不虚此行。“实地观赏比在网上

看照片更漂亮！能清楚地看到一根根龙须、

一片片龙鳞，每条龙都颇具动势，活灵活现。”

坐落在徐家汇商圈港汇恒隆广场门前的

红色双龙装置也是颇具人气的打卡点。远远

望去，两条龙周身赤红，凑近细看，头角和尾

翼由红转紫，还有片片金鳞藏于龙脊。记者

注意到，一些市民特意绕到龙的背后拍照。

“从这里望过去，两条龙正好与美罗城的‘水

晶球’形成‘双龙戏珠’形态。”几位正在合影

的阿姨对记者说。 ▼ 下转第三版

博物馆找龙、设计“龙形地图”……市民游客在申城上演“寻龙记”

全城寻龙！龙年打开方式仪式感满满
本 报 讯 （记 者 张 天

弛） 记者昨天从市文化和旅
游局获悉，春节假期首日，

申城共接待游客172.99万人

次，同比增长4.58%。本市

文旅市场总体运行平稳，未

发生重大安全事件。

甲辰龙年大年初一，申

城为市民游客准备了丰富

的 “ 文 旅 大 餐 ”， 各 景 点

（区）、文博场所、商圈举

办各式充满年味的新年主

题灯会：第29届豫园灯会

“山海奇豫记”为市民游客

打造了一个龙游四海、奇

幻瑰丽的深海仙境；莘庄

灯会邀请市民游客赴春申

湖畔赏民俗花灯，品味元

宵古老习俗；上海欢乐谷

结合生肖“龙”和传统五

福的概念推出魔都超大的

“瑞兽龙门阵”主题灯会；

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点亮

《珠光龙影 华灯鱼舞》 22

米超大非遗艺术灯景；青

浦区举办“青龙金匮、蝶

起五浦”2024甲辰龙年新

春灯会；古猗园举办沉浸

式游园会和丰富的民俗体

验活动……各处“花”灯初

上，营造出欢乐祥和的过

年氛围。

此外，《春满东方 龙耀

追光 · 2024东方卫视春节联

欢晚会》也在昨晚上演。东

方卫视春晚以“新时代海派

文化”为底色，用全方位的

视听享受和多角度的内容表

达，打造了一场具有“东方

年味”的海派春晚。

据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介

绍，春节假期，申城有超过

100个商圈、景区和场馆设

置各类龙年美陈装置，开展

特色非遗互动体验和民俗文

化展览展示，让市民游客可

随处走进非遗，参与传统文

化活动，体验春节年俗文化

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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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4.  %

■本报记者 张天弛

“大年初一，来给文物拜个年！”昨天早

上8点45分，家住虹口区的何先生在上海博

物馆东馆门口发出了农历甲辰龙年的第一

条朋友圈，并配上精心拍摄的该馆外景

图。连续七八年的大年初一，他都在博物

馆度过。上博东馆不久前刚启用，选择在

此迎接新年更有意义。为此，他提前一个

多小时就赶到了馆外排队，成为当天入场

的第一位观众。

这是上博东馆启用后的首个春节。

农历新年第一天，逾万观众从城市各个角

落甚至外地赶来汇聚于此。有人为了尝

鲜打卡上海文化新地标，有人奔着“星耀

中国：三星堆 · 金沙古蜀文明展”而来，有

人想领略海内外体系最完备的中国青铜

器通史陈列……不管出于何种愿望，他们

都收获了别样的年味。

透物见人，感受中华文明的
灿烂多元

何先生是资深文博爱好者，每周要去一

两次博物馆。其实，他已经看过“星耀中国”

特展四次，但看了相关的书、查阅资料后，发

现还是忽略了不少细节，比如文物的工艺和

纹饰、文物与文物之间的关联性。他决定

“五刷”这个“何以中国”文物考古系列的第

三展，也好好看看上博东馆首个常设展厅

“中国古代青铜馆”。“带着问题来看展，这

是比较好的学习方式。”“何以中国”文物考

古大展系列首展“宅兹中国——河南夏商

周三代文明展”2022年在上博人民广场馆

展出期间，他参观了25次，“每一次都有新

收获”。

而当天晚上，何先生还要飞成都，并预

约了大年初三和初四分别去看三星堆博物

馆和金沙遗址博物馆。“那里展出的文物不

同于上海展出的文物，对照着看，可以更好

地理解和认识古蜀文明的包容性、创新性，

和中华文明的璀璨夺目与多元一体。”他说，

文物看多了是有感情的，而且能够透物见

人，看到古人的一些思想观念和技艺传承，

也照见今天的我们。

排在何先生后面，从浙江嘉善开车赶来

的一家三口正商量着入馆后先看哪一层。

12岁的旺宝提议直奔三楼，听说那里的“邂

逅三星堆12K数字艺术展”排队时间长一

点，可以先看掉，后面再慢慢参观一楼二楼

的展厅。

▼ 下转第三版

上博东馆启用后首个春节，逾万观众在此度过新年第一天

“大年初一，给文物拜个年！”
■本报记者 李婷

在上海博物馆东馆，不少市民游客特意选择大年初一来博物馆观摩学习，感受传统文

化的独特魅力。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中国人最重要的一顿饭当然是年
夜饭。一年的辛苦，一年的忙碌，都化
作这一桌人间烟火味。所以这一顿饭
是不惜成本的，不仅食材珍贵，而且用
尽心思。这心思不仅是用于烹饪，而且
用于起名。单看一个谐音，就用出了多
少美好的心愿啊！要吃鱼，因为“年年
有余”；要吃年糕，因为“步步高”；要吃
盆菜，因为“盆满钵满”；要吃汤圆，因为
“团团圆圆”……

还有一些年菜，如果你不懂当地
方言，根本不会明白其中奥妙。这方
面，广东人登峰造极。例如猪舌，在很

多方言里都和“蚀”“赊”等不好的字眼
同音，因此都有了别名，比如口条、门
腔。粤语则反其道而行之，把猪舌叫
作“猪脷”，化“蚀”为“利”，百无禁
忌。从此“猪舌”就化身“大吉大利”，
成了年夜饭的常客。

上海的年夜饭也有两道菜异曲同
工。一道是冷菜，叫四喜烤麸。“烤麸”
就是面筋，“四喜”是香菇、黑木耳、黄花
菜和花生，口味鲜甜浓郁。烤麸谐音，
就是“靠夫”——“家主婆”用心烹调，希
望“屋里厢额男宁”来年兴旺发达，事业
有成。

还 有 一 道 是 素 菜 ，叫“ 塔 菜 冬
笋”。“塔菜”在北方叫“菊花菜”，上海
人叫“塌棵菜”，可能因其贴地生长，整
棵采摘而得名。查了一下《辞海》，“塔
菜”和“菊花菜”都没有收录，“塌棵菜”
专门列了条目，释为：“塌地生长的塌
菜品种。多层叶密集排列，平展如盘
状，有小八叶、中八叶、大八叶等品种，
是中国上海一带名特产蔬菜之一。”由
此可见，塌棵菜还是上海的一张蔬菜
名片。

说回谐音寓意，用上海话多念几遍
就会发现，“塌棵菜”谐音“脱苦菜”。多

么朴素而又多么美好的愿望啊！不要
苦楚，不要困苦，不要愁苦；要甜蜜，要
甜美，要甘甜……这道菜的名字和上海
人做菜放点糖的做派是多么般配！

其实，“脱苦菜”虽要“脱苦”，但其
口味却有点清苦，不过这苦却解腻爽
口，配上笋片的甘脆，在年夜饭的大鱼
大肉、大荤大腥中显出别一番滋味来。

我们的年夜饭，吃的哪里是菜，明
明是浸润进血脉的文化符号，是对美好
生活的讴歌和期盼啊。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

教授）

徐默凡

年夜饭里的“脱苦菜”
海派点心道道精巧，
新春第一口“无可比拟”

绿波廊酒楼用心传承点心制作非遗技艺，
几十年如一日陪伴食客过大年

票房   .6 亿元！
龙年影市迎开门红
没有超级大片，但凭真诚的喜乐与热血的

励志打动人，多部影片首日票房过亿元
 均刊第二版

今年春节申城人气最旺的地方，豫园灯会肯定是其中之一。龙年春节，第29届豫园灯

会“山海奇豫记”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个龙游四海、奇幻瑰丽的深海仙境。图为众多市民游

客前往现场赏灯，参加民俗游园活动。 图/视觉中国
飞龙跃海贺新春

南翔老街以“花千树 鱼龙舞”为主题，配合南翔“龙

穴之地”的民间传说、檀园的福佑翔鲤，打造浓厚的新春

氛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 本报记者 周俊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