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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与顾月芳打

照面的人，必定被她

耳畔那对独特的手工

耳环所吸引。

竹丝巧妙地编成

圈状，宛如莫比乌斯

环，中间饰以黄色缀

珠，相得益彰。温婉柔

和的竹制耳饰，颠覆

了人们对竹器硬朗线

条的刻板印象。

身为宝山区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月浦

竹编新一代传承人，

顾月芳将竹编技艺与

珠串、土布混搭，跨界

诞生出一件件独树一

帜的时尚单品。

褪去农耕色彩的

竹器有了更灵动的生

活演绎。它时而化身

耳环、胸针、戒指，成

为时尚配饰；时而变

身时钟、灯罩，为新中

式 家 居 风 格 增 添 质

感。不拘泥于古法的

顾月芳，用开放的思

维琢磨新纹样、新器

形，片竹成丝，编竹成

器，让非遗有了时尚

的现代表达。

顾月芳与竹编技

艺，缘起一场花艺节。时间回溯至

2018年，花艺节活动中，她被月浦竹
编繁复多变的纹样所吸引，一下入了

神。她自小钟爱手作，比如，巧用剩下

的塑料纸，编成精致小物件，又钟情编

织，做出的毛绒玩偶憨态可掬。

顾月芳专注的神情落入有心人的

眼中。因上一代传承人朱文瑞岁数渐

长，月浦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负责人

王晨正四处寻觅有志于此的年轻人。

眼见顾月芳兴趣正浓，王晨主动发出

邀请，希望她参加非遗竹编手作课程。

这门专为寻觅新一代传承人量身

打造的课程原计划招收学员20人，作
为“编外”学员加入的顾月芳反而成了

唯一坚持下来的人。王晨清晰记得，课

程结束后，桌面上散乱着余留下的竹

丝。顾月芳将它们细心收拢到一起仔

细琢磨，编成了多枚平安扣。“这就是

我想找的人！”王晨感慨“挖宝”成功。

由此，顾月芳开启了“女竹匠”的

人生副本，进入了新赛道。

因为编织技艺基础扎实，顾月芳

“入门速度”比预想更快。没过多久，她

便成功掌握了竹篮、簸箕、米筛等传统

月浦竹器的制作诀窍。然而，当她拿着

成品在各类展演活动“摆摊”时却发

现，关注竹器的年轻人寥寥无几。

如 何 打 响 月 浦

竹编的知名度？她决

定要为非遗注入时

尚新感觉。

她 先 从 基 础 纹

样入手，大量翻阅书

籍资料后，锁定了兼

具立体感、装饰性的

特殊编织法——六

角龟背编。这是一种

竹编古法技艺，用不

同颜色的竹篾排列

出 六 角 形 ，形 似 龟

背，常用于制作屏风

等精致物件。

挖掘出六角龟背

编的顾月芳，没想到

复刻之路并不容易，

寻遍视频网站却找不

到相关教程。那就自

己琢磨！靠着多年积

攒的编织功底，她尝

试着一步步“解密”。

终于，在数不清的失

败后，顾月芳顿悟了

诀窍所在，不仅高度

还原了这一古法技

艺，更将其巧妙运用

在手拎包编织中。

每当解锁一款新

纹样，顾月芳就会用

玻璃木盒将其精心装

裱起来。多年积累，数

十款竹编纹样存于案

头，攒成独有的月浦

竹编“纹样数据库”。无数时尚单品的

灵感由此迸发。

不断琢磨新纹样的顾月芳，开始

尝试着破圈跨界。竹器有无可能与其

他元素混搭？闯入她脑海的，是清淡素

雅却承载了记忆的土布。儿时，母亲一

针一线织成了家里的床单、围裙，也织

成了她的衣服、裙子。如今，织机已无

踪影，她想为珍贵的土布寻找新出路。

竹器与土布有了更多奇妙的混

搭，她将一次次跨界比喻成找“容器”。

虽然外形千变万化，但要向人们传播

的内核依然是珍贵的非遗竹编技艺。

灵感匮乏时，她会四处采风。有一

回前往安徽学习竹制花器技艺，因毗

邻景区，当地花器制作既保留传统技

法，又贴合市场需求，顾月芳深受触

动，便不断琢磨新器形。以木质鹿角为

底托的动物元素胸针就此诞生。一经

问世，广受年轻人喜爱。

坚守竹编技艺，无疑是一场漫长

的考验。因为要编弄竹篾，爱美的顾月

芳放弃了同龄人喜好的美甲。无数个

周末、夜晚，她静心埋首案头编织。

当年课堂上摸索出的平安扣，历

经多次迭代，有了新纹样、新器形。顾

月芳说，希望这枚平安扣始终扣准初

心——做一名纯粹的竹匠手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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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浸润时尚单品②

(上接第一版)

一团墨色沉淀的匠心传承

别看一笔下去皆墨色，团团黑的墨

里大有讲究。曹素功墨锭素以“气清而

质轻，色黝而香凝”闻名。清康熙六年

（1667年），安徽歙县人曹素功创设墨庄，
名列清代“四大名墨”之首，享有“天下之

墨推歙州，歙州制墨推曹氏”的美誉。清

同治三年（1864年），其九世孙携带墨具，
经苏州最终定居上海。在这座城市，曹

素功成为海派徽墨代表，中国书画用墨

佼佼者。

曹素功墨锭制作有一整套严谨的工

艺，大致分为点烟、蒸胶、和料、制

墨、翻晾、描金等六大步骤。徐明坦

言：“每道工艺都算不上难，但都需要

耐心和责任。”就说和料，指的是将烟

和胶这两种制墨最主要的原料相融。一

款墨能否传世，墨迹是否历久弥新，它

们是基础。烟与胶的配比以七比三为

宜，胶重会发白、发墨慢，胶少则墨易

断。混入的还包括金箔以及麝香、三

七、皂角、芍药皮等十几味中草药，用

以增色、添香、坚墨、发彩、防腐。再

看制作工艺中最重要的环节——制墨，

“硬配锤击法”是其独特工艺，须得手

工使用几十斤的铁锤反复捶击墨料，越

是细糯均匀越是理想，制墨名谚说“轻

胶十万杵”，是指这道工序需经反复打

压使之充分融合，淡淡墨香萦绕其间。

进而再一手持锤，一手搓汰，将墨坯细

细揉搓收成条，放进石楠木制成的墨模

里精压成型。翻晾，得根据墨锭干燥的

进度和墨体的细微变化随时调整，通常

一块墨锭要经过4到12个月才能自然晾
干。描金，可以理解成为墨锭“上

妆”，曹素功的独门绝技是“精描细饰

法”，在小小的墨锭上用金银粉及其他

色彩填描其上的文字与图案，一钩一

画，毫厘不差之外，还得气韵生动，由

此赋予墨锭雍容高雅的海派书画气质。

正因如此讲究，曹素功墨成为文人

雅士孜孜以求的“奢侈品”。当年钱慧

安、任伯年、吴昌硕、王一亭等众多海派

书画名家都喜欢来曹素功定制墨锭，且

都曾为其制墨绘稿。任伯年晚年还于曹

素功墨庄久住，以画家的体验指导工人

改变墨的调色，自此配方代代相传。而

曹素功在工艺和配方上，也千方百计满

足顾客们的个性化需求。上世纪30年
代，梅兰芳去美国纽约演出前，特意向曹

素功定制了一批墨锭，一套四锭，刻有梅

兰芳亲笔所绘梅花和书法，作为礼品送

给大洋彼岸的粉丝。难怪有人说，海派

书画形成的历史，就是曹素功在上海振

兴的历史。

只不过，日复一日，经年累月，斑斑

墨点墨渍成了制墨手艺人特有的“文

身”，徐明不经意间摊开的掌心透出了这

个秘密。“除了反反复复一个动作的枯

燥，制墨最让人难以忍受的，大概就是脏

了。”徐明忆起，当年拜师学艺，师傅教他

的第一件事便是洗澡——如何洗净粘在

皮肤上的墨点墨斑，如何不使油烟浸入

毛孔。

一种坚持撬动的无限生机

徐明与曹素功制墨其实是互相滋养

的。意料之外的这次转行，让他真正找

到心之所向。而近年来曹素功墨厂的起

死回生，也与徐明的到来息息相关。从

前的技艺，都是口传心授，很多时候凭

感觉与经验。他则试着将科学化的生产

工序、现代化的管理流程应用于曹素功

制墨，让每个工序的要点都形成文字记

载，比如针对捶墨，定下八锤一褶、八

褶一组的标准。对照着这份“操作指导

书”，新手制墨也能快速上手。

在徐明看来，曹素功墨历经300多
年传承至今，委实不易。确保高品质的

产品水准，是这项非遗技艺传承下去的

关键。不仅要固守品质，在吸引受众以

及推广普及笔墨文化方面，又要不断打

开思路。“我们尽可能以多元化的产

品，为顾客提供更多选择。”徐明透

露，曹素功墨汁从原先的9款拓展到28
款，如特黑、漆烟、精细浓缩、书画等

多款都是新增的，其中一款学生可洗墨

汁，专为小朋友开发，肥皂轻轻一搓，

墨渍便不见了。定制墨锭亦在与时俱

进，接连上新 《五牛图》《长征》《论

语》 等主题。就连包装都在日渐时尚

化、年轻化，有亲民的“萌新入门套

装”，面向专业书法爱好者的“兰亭雅

集文房四宝套装”，也不乏联名的“百

变马丁文房套装”。

去年正式开业的笔墨宫坊，以“非

遗+”解锁传统文化新体验，更是为大
众呈上的惊喜。在这里，人们可沉浸式

体味非遗工艺，感受翰墨飘香，还能点

上一杯“曹素功”黑咖啡，来上一条

“紫玉光墨锭”巧克力。就着咖啡美

食，临摹字帖，浸润在现代笔墨文化

中，打开令人向往的慢生活。“正因笔

墨书写渐行渐远，才更有必要唤回人们

对于传统文脉的了解与珍视。”徐明说。

包括曹素功制墨在内的非遗，如今

正赶上最好的时光。徐明相信，当越来

越多的人对笔墨文化产生兴趣，相关非

遗传承也将越来越可能实现“见人见物

见生活”的活态传承。

墨晕于纸，漾开万千可能

本报讯（记者储舒婷）昨天，2024
年世界大学生五人制足球锦标赛在上

海工程技术大学开幕。来自巴西、法

国、葡萄牙和中国等16个国家和地区
的400余名大学生足球运动员参加比

赛。作为2024年国内唯一的世界大学
生锦标赛事，此次足球锦标赛将通过电

视、网络等渠道，向全国和全球观众展

示大学生运动员的风采。

上海市副市长解冬出席。

世界大学生五人制足球锦标赛开幕
本报讯 （记者储舒婷）高考已经落

幕，为满足广大考生和家长的志愿填报

咨询需求，2024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招生
志愿填报现场咨询会将于6月16日在上
海建桥学院举行。

据悉，近百所全国重点本科高校、各

省优质高校将参加此次咨询会，其中包

括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35所上海
本地的院校，以及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

51所外省市高校。

沪高招志愿填报现场咨询会  日举行

腕系五色丝，额间点雄黄，一把手绘

扇，腰间坠香囊。端午小长假，古风展陈

将程十发美术馆装点一新，让走进这里

的观众穿越时光，在主题为“艺趣端午，

粽享国潮”的游馆会中，尽情感受“五月

五”满满的仪式感。

时下，传统节日正成为当代人亲近传

统文化的绝佳契机。深挖相关节庆的风

俗门道、文化内涵，推出各具特色、各开脑

洞的限定公教活动，在申城不少美术馆中

形成共识。以国潮之风为引，大众在欣赏

与体验之中，增长文化美育知识之余，更

直观地感受到传统节日的魅力。

看到公众号提前发出的古风游馆招

募，昨天上午，陈女士和八岁的女儿特意

换上古风装扮，走进程十发美术馆，她是

一袭深黑色马面裙，女儿是一身淡粉色

儒裙。一进馆，腕间被系上一条美美的

五彩丝带，额间则收获一枚精心绘制的

花钿，秒变小仙女，馆方呈上的这份独特

传统文化礼遇，让她们倍感惊喜。“彩线

轻缠红玉臂”，苏轼在《浣溪沙 ·端午》中

提到的彩线即为五彩丝。这是一种由

青、红、白、黑、黄五色丝线编织而成的腕

部装饰物，五色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也

蕴藏着来自东西南北中五方的力量。端

午节素来有以系五彩丝保安康、祈福纳

吉的讲究。

端午小长假三天，端午限定活动遍

布程十发美术馆全馆。“烧羊肉放萝卜

（打屈原一作品）”“清明木兰开，直到端

午谢（打一花卉）”……观众们争先恐后

参与到猜谜小游戏中，由此解锁许多有

趣的端午节日小知识。领取书写材料，

依据范本临摹或纵情诗话，再将作品折

成粽子形状，陆奶奶收获一枚独属于自

己的挂件，欣喜不已。在专业老师指导

下，王小姐试着绘制一把团扇，将粽子等

画进画面，想把它送给闺蜜传递美好祝

愿。也正是在手绘活动中，她才知道端

午本有画扇、赠扇的习俗，宋代“端午赐

扇”甚至是宫廷礼仪。一种射粉团角黍

的游戏，也曾在端午节盛行于唐代宫廷。

出于安全考虑，馆内将这项活动改为相

似的投射类传统游戏——投壶，吸引不少

观众聚精会神，奋力一掷，吸引参与者化

身古代文人雅士，尽显智慧与风雅。

无独有偶，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

馆）也邀请观众“书”情“话”艺过端午。

其中昨天下午名为“夏韵艾草香”的香囊

DIY最是激起大众的兴趣。佩戴香囊，
时至今日都是端午的标配，此物不仅驱

邪避病，还以淡淡清香让人心旷神怡。

活动现场，观众们把艾草的香亲手装进

香囊，以这抹初夏独特的韵味迎接传统

佳节——端午。

这几天申城多家美术馆的端午限定

公教活动中，有的原汁原味还原古人过

端午节的仪式感，有的则以丰沛的想象

力，让传统对接当代，甚至让东西方文化

交融。

结合正在举办的“光辉时代：普拉多

博物馆中的西班牙往事”特展，浦东美术

馆策划了两场别开生面的端午节限定艺

术工坊。其中，动物泥塑胸针DIY从端
午传统习俗之一的龙舟竞渡中汲取灵

感，邀请观众以龙为原型，运用石塑黏

土等材料，将展览中的动物元素与端午

节文化传统相结合，设计创作个性胸针

配饰。植物拓染帆布包DIY，则选用端
午节限定植物——艾草作为主要原料，

人们尝试着将展览中纹饰精美的画框转

印到帆布包上，并探索其代表的欧洲传

统纹样的种类与含义，体验传统美学的

魅力。在久事美术馆群落的久事艺术空

间，小朋友能动手体验黏土创作，捏造粽

子、香囊等各类端午元素小物件，感受神

奇的膨胀与霓虹般的绚烂。

国潮风劲吹，美术馆拉满端午仪式感
■本报记者 范昕

这一夜，电竞与上海又一次热烈“拥

抱”。排山倒海一般的激浪奔腾在梅赛

德斯—奔驰文化中心，让全球亿万玩家

体验了来自东方的热潮。昨天，《无畏契

约》上海大师赛总决赛在梅赛德斯—奔

驰文化中心举行，太平洋赛区的Gen战
队夺冠。这项顶级国际赛事首次落地中

国，就烙下了深深印痕——梅赛德斯—

奔驰文化中心是《无畏契约》冠军巡回赛

有史以来的最大场馆，3万张观赛门票
被玩家们一抢而空。

“我们把最高规格、最原汁原味的比

赛献给这座城市。在上海比赛，我感觉

回到了家！”拳头游戏《无畏契约》电竞全

球负责人里奥 ·法瑞亚兴奋地感叹。与

此同时，丰富的电竞衍生活动在上海中

心城区和高校校园展开，联动多元新兴

业态，进一步提升文旅消费活力。上海

与电竞，相互吸引，相互成就。

《无畏契约》是由拳头游戏研发的射

击类游戏，2023年7月，游戏中国服务器
正式上线。里奥 ·法瑞亚告诉记者，他永

远不会忘记拳头游戏与上海的情谊。

“2020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S10）曾在申
城举办，让我们所有人都爱上了这座‘电

竞之城’。”

据悉，《无畏契约》上海大师赛分为

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世博彩虹桥南侧

3号船坞的“无畏竞技场”举行，第二阶
段则移师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

举行。“我们把这么高规格的赛事带到中

国，让观众亲身体验电竞魅力，证明了拳

头游戏对国服玩家的尊重。”拳头游戏电

竞管理副总裁、拳头游戏中国电竞负责

人苏志立表示。

上海不仅在电竞赛事制作方面达到

全球领先水平，其用户规模、商业化能力

等领域都展现出了强大实力。“《无畏契

约》在世界各地举办赛事，但上海是最特

别的那一个。”拳头游戏《无畏契约》工作

室全球负责人安娜 ·唐隆说。

6月6日，以“打造24小时活力城
市”为愿景，聚焦夜购、夜食、夜游、夜娱、

夜秀、夜读、夜动等领域，焕新“夜上海”

城市IP的“2024上海夜生活节”正式启
动。“夜生活节”首个周末，“无畏契约夜

市派对”率先亮相，为市民游客带来妙趣

横生的电竞文化体验。这场以“潮流+
电竞”为主题的派对落地年轻人聚集的

INS乐园，融合游戏元素、大型布展、互
动装置、COS表演以及音文娱表演等多
元内容，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参与。

记者获悉，无畏契约上海电竞文化

主题活动，包含夜市派对、城市特色打

卡等多项内容，涉及淮海路、安福路的

周边地区。电竞赛事结合上海本地生活

方式、本土品牌，在全城落地合作门店

及专属优惠，进一步提升文旅消费活

力。此外，《无畏契约》上海大师赛的

“观赛派对”还走进复旦大学等高校，

结合校园电竞表演赛等活动，打造展现

才华的青春舞台。

《无畏契约》上海大师赛昨收官

顶级电竞赛事与上海再次热烈“拥抱”
■本报记者 宣晶

(上接第一版)旭日东升，由36所高校的
学生组成的千人乐队，迎着日出震撼开

唱，以一曲《我们的明天》表达对未来

的期盼；日落时分，千人乐队与张韶涵

高唱励志歌曲《起风了》，将万人草坪

演唱会的氛围感拉满；歌会尾声，千人

乐队又与朴树齐唱 《ForeverYoung》，
祝福永不熄灭的青春之火，展现生命

的无限可能。“青春最五味杂陈，未来

什么会发生，迎接新世界大门，我们

的梦想喊最大声。走过酸甜苦辣，转眼

出发……”来自上海、甘肃、辽宁的学

生歌手们带来了酣畅淋漓的“高校歌

赛”。他们以“毕业”为主题进行创

作，用一首《今晚放学别走》诠释对未

来的憧憬与向往。

歌手们唱响动人旋律，带领全场

重回“耳机里的夏天”，重温陪伴学子

们度过寒窗苦读的音乐时光。此时此

刻，毕业歌会化作了表演嘉宾与年轻

群体联结的公共空间，所有人在这场

青春告别式里完成情感共振。“青春是

美好的，未来是无限的”“不做父母眼

中‘别人家的孩子’，我永远只做我自

己”……歌会现场，充满活力的年轻

人用一句句真挚告白，吐露对毕业后

闪亮生活的向往。

毕业，是昨日羁绊与明天
希冀的相遇

来自吉林大学的徐梦媛用毕业生留

下的纸箱拼搭成小车，承载着无数温暖

的回忆；就读于上海大学的李佳伊拿出

心爱的书籍，点缀着生日蛋糕一般的花

车；同济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学

生们则将电动方程式赛车开到跑道，瞬

间夺人眼球……在歌会入场仪式中，由

15所高校带来的23组花车组成巡游车
队，展现了当代大学生的创意和风采。

“这辆赛车的制作周期接近两年，几乎

陪伴了我们的大学生活。”上海工程技

术大学的车队队长崔嘉豪告诉记者，

队员们为赛车增添了新涂装，将日常

的生活学习用品绘制在了车身上，“希

望所有同学都能顺利驶上事业和人生

的快车道”。

通过毕业歌会，B站为高校学生群
体自我表达、情绪释放提供充足的空

间。2020年，B站策划启动首场线上毕
业歌会，邀请带有校园印记与情感共鸣

的歌手、乐队、学生社团等参与，打造

年轻人表达自我、释放情绪的专属舞

台。如今，毕业歌会成为了B站年轻
化、标志性的内容IP之一，是高校毕业
群体特别的毕业仪式，也是已毕业人群

怀念过往、满足情感诉求的特殊场景。

毕业，是昨日羁绊与明天希冀的相

遇。此次毕业歌会在上海江湾体育场进

行线下录制，这是上海最具历史底蕴的

体育场之一，历经80多年的岁月。体
育场所在区域是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

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

区，互联网基因浓厚，知名学府云集，

汇集了最文艺的商业业态、最活力的创

业人群、最年轻的消费群体，形成了

“文化+科技”产业创新生态。一代又一
代学子，从校园启航，奔向远方，从这

里投入创新创业的大潮，其独特的现实

意义与毕业歌会十分契合。杨浦区助力

歌会顺利进行，与B站一起，陪同毕业
生们告别过去，积极迎接未来。

唱响毕业歌，以青春激情回应时代呼唤

▼昨天，“真如好食节——高
陵好吃市集”火热开集，为申城夜

生活送上一道饕餮大餐，现场送红

包送香囊，狮舞腾腾，热闹非凡。

本报记者 张伊辰
张晓鸣 摄影报道

▲以“玩趣端午 传承民俗”为主题，汇聚趣味互动的体验项目，上海市

青少年活动中心端午假期开展“我们的节日 ·端午节”民俗文化活动。

本报记者 袁婧 通讯员 毛黎婷摄影报道 制图：李洁

顾月芳不断琢磨新器形，将竹编与花器相结合。 （采访对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