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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关注建筑本身很出彩的作品；也

关注那些外表不那么考究，但承载了重

要历史记忆和文化价值的作品。既重视

保护修缮，也鼓励活化利用，在为历史建

筑延年益寿的基础上，通过维持原有功

能或注入全新功能让它们焕发新生。”同

济大学教授卢永毅，如是评价第五届上

海市建筑遗产保护利用示范项目。

昨天，上海市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协

会对外发布了推荐名单。入选的嘉定孔

庙修缮工程、内山书店旧址修缮工程、上

海音乐厅预防性保护工程等11个示范

项目均为近年内完成竣工验收，涵盖本

市内的国保、市保、区文保点和上海市优

秀历史建筑，一定程度折射出建筑遗产

保护修缮最新理念。

最小干预，尊重本体和功
能的原真性

建筑类型多样，是入选项目给评委

卢永毅留下的第一印象。其中，原盛宣怀

住宅具有新古典主义风格，是上海近代

花园住宅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原刘

吉生住宅由传奇建筑师邬达克设计，文

艺复兴风格的主楼装饰精致。嘉定孔庙

创建于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是上海

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处古建筑群，涵

盖20多处历史建筑，是地域传统建筑营

造智慧的集中体现。

除了建筑本体很吸引人的项目，此

次入选的还有不少单体建筑不那么出彩

但整体规划、布局有特色的项目。比如，

上海圣约翰大学旧址，是中国现存最早

的近现代大学校园遗存之一。这片校园

有着众多风格独特的建筑，承载着中国

近现代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发展变迁

的历史。过去大家多关注教学区，而此次

入选的23-36号楼是原圣约翰大学教员

宿舍区，圣约翰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在此

居住过，中国国家奥委会前身——中华

全国体育协进会曾在此办公。它们位于

被苏州河湾环抱着的“三角地”最东端，

类型不一，有独栋别墅、联排别墅，也有

集体宿舍楼。

曹杨一村亦是如此，其单个建筑并

不吸引人，但作为新中国建造的第一个

工人新村，它承载着几代人的生活记忆，

曾是上海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聚集地，

有着“劳模村”的美誉。据亲历者回忆，当

时是戴着大红花，敲锣打鼓，欢天喜地搬

进新居，许多人兴奋得一夜没合眼。

“虽然曹杨一村距今已有70多年的

历史，但它的社区营造、规划理念很好，

新村内道路纵横交错，房屋沿着道路与

河流的走向排列成扇形。”卢永毅认为，

此次综合修缮改造的最大亮点，是在保护历史建筑与改善居民

生活条件之间寻求平衡，积极探索工人新村持续保护、有效利用

模式。“建筑遗产保护的第一要义是真实性，一个是物质的真实，

一个是原有功能的真实。”曹杨一村综合修缮改造采用最小干预

原则，保护了建筑本身和它的历史价值，同时延续了其最初设计

初衷——生活区，并兼顾了住在里面的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诉

求，使这里成为具备独特历史意义的宜居社区样板。

“活”在当下，是对历史建筑最好的保护

让老建筑“活”在现代城市生活中，是对历史建筑最好的保

护。以内山书店旧址为例，它始建于1924年，是鲁迅晚年的重要

活动场所，也是鲁迅与友人、革命者及国际进步人士交流的关键

纽带，映射出那个时代文化与思想的激荡碰撞。修缮工程严格遵

照原真性原则，恢复了建筑原有立面材质与细部特征，通过对卵

石墙面、木格窗、木质书架和藤椅的精致修复，还原旧址的历史

空间场景，并植入现代功能与现代人建立情感链接。这里如今是

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集阅读购书、文化沙龙、咖啡休闲等

功能于一体，不仅成为网红打卡地，也提升了周边居民的生活品

质，为山阴路风貌区增添了文化氛围。“建筑遗产的价值不仅体现

在其物质形态的保存上，更在于其能够在现代城市生活中持续发

挥作用，成为人们心灵的栖息地和文化的展示场所。”该项目设计

方上海明悦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总建筑师沈晓明如是说。

最大限度发挥建筑遗产的价值，英商怡和纱厂旧址修缮工

程还原了近代纱厂建筑群的历史风貌，并赋予当代功能，实现了

工业遗产的民用活化，也为杨浦滨江生活秀带增加了一颗靓丽

的明珠；上海音乐学院淮海路校区修缮工程挖掘出建筑中蕴含

的人文信息与精神内核，使之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重要文化

载体，用“历史之魂”塑造“时代之貌”……

历史建筑的保护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全生命周期的持续关

注，科技赋能为其提供了便利。上海音乐厅预防性保护工程，便

是以数字化手段赋予老建筑“新生命”的典范。上海音乐厅，原名

南京大戏院，建成于1930年，是第一座由中国建筑设计师主持

设计建造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剧场建筑，历经近百年的使用，已成

为上海城市文化名片和对外艺术交流窗口。该项目通过现代技

术，对上海音乐厅的历史档案信息、建筑整体、空间、部位信息数

字化等，建立基于数字孪生的全生命期预防性保护体系。专家表

示，这项工程推动了文物建筑保护利用与数字化转型，为上海市

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提供了借鉴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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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婷

以“攀登艺术新境，载梦启航新程”为主

题，上海歌剧院昨天发布2025年演出季。全新

演出季将通过原创力作、国际合作、中外经

典、“名团 ·名场 ·名家”、艺术教育等多个板块，

集声乐、器乐、舞蹈等多个艺术门类，为观众

带来24台59场演出和16场艺术教育活动。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上海歌剧院的新古典国风歌剧

《梦华录》首度尝试与腾讯视频合作，将优质

流量IP转化为中国原创歌剧的题材，把中华

文化价值融入文艺创作之中。

与此同时，“新旅精神”与人民性文艺创

作理念互为观照的原创交响合唱组曲《新

旅》，也将在2025年与观众见面。新安旅行团

曾是“民族解放的小号手”，新中国成立后，

主要成员与其他战地宣传团队组成上海歌

剧院，依然是祖国文化战线的中坚力量。上

海歌剧院创排这部作品，正是希望继承“新

旅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以当代全新视角与

青春的音乐语言为时代画像。而舞蹈剧场

《追光——彼此 ·约定II》则通过多个原创作

品展现每位舞者为追逐“理想之光”努力奋

斗的闪耀时刻。

近年来，上海歌剧院通过威尔第、普契

尼、莫扎特等一系列作曲家的歌剧积累，终

于开始攀登瓦格纳歌剧的高峰。在新一轮演

出季中外经典板块中，上海歌剧院将首度与

德国拜罗伊特音乐节合作，与上海大剧院三

方联合出品的瓦格纳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

尔德》，以拜罗伊特音乐节2022年的版本为

基础，用深刻的情感表达、独特的舞台设计、

强烈的哲学意象和对瓦格纳音乐的深刻解

读，带领观众触碰瓦格纳个人艺术风格的巅

峰之作。届时，不仅整剧的舞美都将由上海歌

剧院舞美团队在上海制作完成，剧院艺术家

宋倩、于浩磊、王潇希等也将在剧中担任主要

角色，与拜罗伊特音乐节的歌唱家同台演绎。

此外，由上海歌剧院邀请英国新锐导演

团队倾力打造，曾作为“纪念莎士比亚逝世

400周年”重磅演出首演于上海大剧院的歌

剧《法尔斯塔夫》将回归沪上舞台。该剧将剧

中温莎小镇上的人生世相搬到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因其大胆的构思与新颖的舞台赢得

业内外的高度评价。而近些年来，几乎没有

缺席过上海歌剧院演出季的经典民族歌剧

《江姐》与交响合唱《长征组歌——红军不怕

远征难》也将持续热演，用歌声赞美中国共

产党人的精神。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上海歌剧院与内

蒙古艺术剧院首度合作，特别呈现一场意义

非凡的合唱音乐会——《江山如此多娇》。这

场独具民族风情的合唱音乐会不仅是对历

史的缅怀，也是对和平的颂歌，展现了中华

民族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所具有的不屈不

挠的精神。此外，上海歌剧院也将与中国上

海国际艺术节、东方艺术中心、上海交响乐

团、苏州交响乐团、宁波交响乐团等老朋友

继续携手，共同打造半舞台版歌剧《女人心》

《弄臣》《乡村骑士》、交响合唱《布兰诗歌》等

经典名作，融合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

艺术元素，为观众带来新鲜的艺术体验。

上海歌剧院发布    年演出季

以青春音乐语言为时代画像

■本报记者 姜方

上海文化产业稳步向好。2024年前三

季度，上海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

9642.84亿元。其中，文化新业态占比近

50%，展现了产业的发展韧性和创新活力。

昨天，第五届上海文化企业十强十佳

十人推选揭晓：哔哩哔哩（B站）月活用户

3.36亿，用户日均使用时长超95分钟；阅

文平台2023年新增作家38万名，新作品数

量超过67万本；喜马拉雅在线音频服务累

积4.88亿条音频，总内容时长超过36亿分

钟……上海文化企业以丰沛的文化滋养、

强大的精神动力，让这座人文之城绽放出

迷人的风采。从入选名单中，我们可以找到

上海文化产业行稳致远的“密码”——文商

旅体展联动激活消费动能，新IP赋能增长

旺盛；新型文化业态是重要优势，数字文化

产业占比高；积极开拓海外市场，现象级产

品“破圈”而出。

下一个“核爆点”呼之欲出

围绕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上海企

业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升文化资源

配置能力，加快培育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抢占新型业态发展先

机，加快布局未来产业。2024年，东方明珠新

媒体、上影集团入选“全国文化企业30强”；

玄霆娱乐、宽娱数码、黄豆网络、喜马拉雅入

选“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西嘻影视、

森宇文化、追光影业、混知文化、啊哈娱乐、

七猫文化、米哈游、莉莉丝、博新元宇、互影

科技等一批“专、精、特、新”新型文化业态企

业蓬勃发展，下一个“核爆点”呼之欲出。

上海文化企业着力促进文商旅体展联

动发展，新精品、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

上海华人文化演艺有限公司通过演艺项目

一站式服务带动餐饮、住宿等消费；上海久

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融合“赛车文化”“潮

流音乐”，打造自主IP音乐节；上海幻维数

码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家承办首届

“上海国际光影节”等文化赋能消费新型活

动……这些企业积极开发跨界创新项目，

激活文化消费动能。

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正打造

中国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全产业链现场演

艺平台，以演出为中心，出人、出戏、出精

品。“我们还将推出‘演艺型零售’新模式，

以头部IP作为内容驱动，横向发展商品授

权和空间授权，实现商业融合。”总裁马晨

骋透露，公司将以《爱情神话》《繁花》等IP

为核心建设多个联动项目，“打通演艺与零

售壁垒，提高演艺产品文化附加值，为零售

业赋能提质，丰富内容变现业态。”

得物创新“社区+电商”双轮驱动模

式，近5年营收复合增长率超过150%。

2020年起，得物举办国潮设计大赛、国潮

大赏等活动，在“Z世代”群体中引发超亿

人次观看和传播；首发上海表《繁花》联名

腕表、回力涂鸦潮流百搭板鞋、国风水墨画

系列小白鞋等多款产品，推动“老字号”时

尚化。上海得物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高级副总裁黄晓敏表示，“我们把文化

传播和新型消费紧密结合，让年轻人不只

把国潮看作爱好，更可以当作一份事业”。

“引领者”与“知心人”

上海兴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的

《城中之城》、上海追光影业有限公司出品

的《长安三万里》荣获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

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尤伦斯（上

海）艺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举办的“马蒂斯

的马蒂斯”艺术展深受市民欢迎……上海

企业以多元、多层级的优质文化产品和优

质服务，不断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以

人民为中心，文艺创作再攀高峰：截至

2024年11月底，上海共有27部作品获38

个国家级奖项，38部（折）舞台艺术作品入

选中宣部、文旅部重要创演片单；4种图书

入选中宣部年度“中国好书”，7种选题入

选中宣部年度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位居

全国地方第一。

担当行业“引领者”，推动新型业态加

速发展。帆书App打通出版合作、内容生

产、线上电商、培训服务、线下书店的链路，

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氛围。截至

2024年12月，帆书App注册用户已突破

7500万，音视频累计播放量超80亿人次。

“让好书被更多人看见、听见，是帆书对文

化事业的责任。围绕好书不断引领创新阅

读模式，是书香企业对阅读产业的担当。”

上海黄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

长、首席内容官樊登说。

争做用户“知心人”，使得创新迭代精

准有效。拥有8000万用户的混知专注于知

识科普的内容创作。“从文字到漫画，我们

变换了表达方式，‘微创新’带来有效的正

反馈。”上海混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始人、

董事长陈磊表示，网络渠道高效发布，及时

获得大量反馈，让混知得以快速迭代内容。

“我们不断精进核心能力，做好用户学习的

‘神助攻’，才会有更持久的生命力。”

现象级产品“破圈”出海

上海米哈游影铁科技有限公司推出

《原神》《崩坏：星穹铁道》《绝区零》等人气

产品，围绕原创IP打造动画、音乐及周边

等多元产品，受到全球玩家的喜爱；上海阅

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作为网络文学出海代

表企业，推动好故事走出国门；上海沐瞳科

技有限公司旗下游戏《决胜巅峰》成为东南

亚地区多国的国民手游；上海恒星引力文

化科技有限公司的《苍兰诀》、啊哈娱乐（上

海）有限公司的原创动画《伍六七》登上海

外平台……上海企业积极开拓海外文化市

场，推动优秀文化产品“走出去”。

当好文化“源头”，建设优秀原创文化产

品生产策源地。西嘻影业制作的《好事成双》入选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中国剧场”项目，在哈萨

克斯坦多个电视台播出；《烟火人家》入选国家广

电总局“中非中阿视听共享工程”。西嘻影业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杨晓培表示：“优秀作品出

海，将中国文化的深邃与优美带给全球观众。”

做大文化“码头”，打造世界文化产品首发

集聚地。上海乐竞英雄体育科技有限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执行董事王忻晹透露，首届电子竞技

亚洲冠军联赛（ACL）明年落地上海浦东。“ACL

将是亚洲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性综合电

子竞技赛事之一，链接海量的游戏玩家与专业

选手。上海主办高规格赛事，进一步完善生态体

系，将提升中国乃至亚洲电竞市场的竞争力。”

勇立文化“潮头”，推出“破圈”出海的现象

级文化产品。上海莉莉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今

年3月在海外推出《剑与远征：启程》，公测首日

便登顶多个国家和地区的iOS榜单，并收获国

际游戏大奖。“传统与现代交融、本土与外来辉

映、有序与灵动兼具、文明与活力并蓄，形成了

上海开放又自成一体的文化风格。这种风格为

扎根上海创作的游戏作品赋予独特气质，推动

上海游戏作为文化出海载体，不断向全世界传

递灿烂鲜活、立体丰富的中国形象。”莉莉丝联

合创始人胡睿说。

    年前三季度上海规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    .  亿元

探寻申城文化产业行稳致远“密码”

■本报记者 宣晶 见习记者 孙彦扬

本报讯 （记者宣晶）扎根上海沃土，优
秀文化企业发芽生长，枝繁叶茂，亭亭如

盖。昨天，第五届上海文化企业十强十佳十

人推选在世博会博物馆揭晓，我市20家企

业、20位企业人物分别入选“上海文化企业

十强”“上海文化企业十佳”“上海文化企业十

大年度人物”“上海文化企业十大创新人物”。

文化产业是上海的支柱产业。2023年，

上海文化产业营业收入12588.13亿元，同

比增长11.2%。本届入选企业的营收体量

大、综合实力强，在行业中具备引领地位。

其中，入选“十强”的企业，2023年度合计营

业收入达 1188亿元；“十佳”企业 2021-

2023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均值为28%，

三年利润复合增长率均值达46%。

上海文化企业十强十佳十人推选，在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文化和旅游

局指导下，由第一财经、上海市文化创意产

业促进会共同主办。记者获悉，本届推选共

收到185份申报表，涉及出版发行印刷、影

视制作发行放映、演艺娱乐、艺术品、动漫

游戏电竞、互联网文化平台、数字化体验与

应用、文化旅游等多个文化产业领域。

近年来，上海的影视创制、演艺、电竞、

旅游、网络文化等优势产业快速发展，竞争

力持续提升。在本次申报中，影视制作发行

放映类别的申报数量达30份，占申报总数

的16%。新型文化业态企业脱颖而出，动漫

游戏电竞、互联网文化平台、数字化体验与

应用领域的企业申报数达71份，占申报总

数的40%。其中不乏全新的场景应用类型，

如出版业数智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大空

间沉浸式体验、元宇宙产业链等。

上海营造文化创新创业筑梦启航地，

建立全生命周期的文化产业服务体系，优

化文化营商环境，提升文化金融、贸易、人

才、版权等服务效能。实施“文金惠”专项服

务方案，截至2024年12月上旬，服务文创

企业1306家，为207家文创企业放款10.3

亿元。夯实“一区一特色支行”服务网络，截

至今年三季度末，全市18家文创特色支行

服务文创企业贷款余额479.31亿元，放款

企业3485家。强化市级文创资金撬动作用，

向民营和新锐文创企业、项目倾斜，2024年

共扶持文创项目894个。

第五届上海文化企业十强十佳十人发布

昨天，第五届上海文化企业十强十佳十人推选在世博会博物馆揭晓。 （主办方供图）

作为新中国建造的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一村承载着几代

人的生活记忆。 （上海市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协会供图）

（上接第一版）

近年来，古文字“活化”热从未停歇，文创

产品更是让汉字走出印刷厂、博物馆，走进生

活空间。郭永秉难忘合肥市广电新中心大楼

的“篆字”幕墙，他告诉记者：“作为传统文化

的核心要素，汉字拥有高识别度与强审美价

值，相关文创产品既有设计感，又向老百姓传

递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知识，这就是讲好

中国故事的一种方式。”

今年举办的深圳文博会，用十年见证了一

个以汉字为核心的文化创意宇宙的诞生。字

在文化创始人刘美松说，2014年将印刷厂里的

老机器搬到了展览现场，引人回到“铅与火”的

时代，而每一年都有新的创意，以汉字为基础

的单品、桌面、空间等产品矩阵逐步成型。中

国国家博物馆近年来也在不断更新着古文字

“活化”的方式，打造汉字日历、电子贺卡及“从

文字看中国”主题的全球博物馆珍藏展示在线

接力活动，以汉字的故事深入历史、展现时代。

传统在变年轻，年轻人也更
亲传统

春晚汉字纹样一出，年轻网友们第一反

应是催出周边。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喜欢汉

字及传统文创产品了？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学

院教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

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研究员夏德元

认为：“回望传统，从传统文化汲取营养似乎

是寻回文化确定感和文化身份认同的最佳选

择。古老的汉字和吉祥纹样中蕴藏着丰富的

华夏民族文化基因，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

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汉字‘活化’，或者以

传统图案为底本的时尚设计之所以在青年人

群体中产生共鸣，就是因为这些设计从深层

次触动了人们的心灵。”

汉字蕴含的传统文化之美贴近年轻人的

生活，传统在变年轻，年轻人也更亲传统。一

条憨态可掬的巳蛇，由汉字出发汇聚“出圈”

的传统元素，从头到脚皆可“穿戴上身”：身上

有鹦哥绿、品绿、吐绶蓝等中国传统色，脸型

取自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银质鎏

金如意，眉眼间有三星堆出土青铜蛇形器的

歧羽纹、臣字目，背部缠枝纹来自景泰蓝工

艺，尾巴点缀有寿字盘长结，立体展现多元一

体的中华文明，更让每一处设计有了走近年

轻人的可能。文化创意业内人士指出：“要让

过去养在深闺人不知的文化文物资源结合市

场和大众的需求活起来，文化文物资源才能

形成消费力。”

当3000多岁的甲骨文与10岁的小学生

在互联网相遇，更多可能性正在迸发。古人

生活场景以甲骨文的形式活跃在现代社交媒

体中，让甲骨文“动起来”的微信表情包火

了。这一系列表情包还接受青少年的投稿，

部分作品同五年级小学生共创而成。梁银

峰、任攀认为，“冷门绝学”还在不断加热，“学

科发展最重要的是人才培养，有更多的家庭

喜欢汉字，支持孩子从事汉字学习和研究，才

能让汉语言文字学的学科发展生生不息。”

讲好汉字故事，更要讲对汉字故事，这是

语言学诸位学者的共识。近年来，家庭“组

团”对网上错字纠错的现象令人暖心，这也反

映出汉字演绎与规范在人们心中的分量。传

承汉字之美，不仅需要专业学者把故事讲对，

也需要大众的共同参与、守护。

“巳巳如意”，中华文化新式表达再出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