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裴龙翔

不论是驾车从中环驶过，还是乘地铁路

过，上海静安新业坊中 25.06米高、1:1的 EVA

初号机，都是让人眼前一亮的存在。就在初

号机身后，伫立着一座充满沧桑感的大型吊

机，斑斑锈迹无声地诉说着这里过往的辉

煌。在这曾经的上海冶金矿山机械厂旧址

里，“文创+科创”双轮驱动，正以跨界混搭为

曾经沉寂落寞的工业遗存带去生机和活力。

拂去历史尘埃

苏州河蜿蜒流过上海中心城区，一系列

高品质、高颜值、高能级的打卡地，遍布河道

十八湾。信和纱厂旧址正是河畔目前仅存、

保留最为完整的民族工业纺织建筑遗存，而

如今这里有个更为百姓所熟悉的名字——

M50创意产业园。

最早由民族企业家建厂，上世纪末，迫于

经营压力的纺织厂，不得不将部分厂房对外

出租。2000 年时，有画家在染整车间开了工

作室，具有历史遗迹感的厂房空间，持续滋养

着艺术家的创作激情。艺术大咖不断入驻，

园区的艺术氛围日益浓厚。

时至今日，占地 40余亩、建筑面积 4.1万

平方米的 M50，已引进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160 多个艺术家工作室、画廊、文化艺术机构

以及设计企业；每年举办各类艺术展览和活

动超 800场，吸引着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园区是 100多岁的‘00后’，越待越有感

觉。”有艺术家表示。工作人员梳理了园区

发展的历程：“从酝酿、发酵到不断沉淀，艺术

成为了这里永远绕不开的基因链，而顺应市

场变化就是基因进化原则。”

上海国际时尚中心同样也逐步抖落历史

尘埃，焕发出新的光芒。该中心由原上海第

十七棉纺织总厂改建而来，是目前上海市区

保留最完整、最具规模的锯齿形厂房建筑

群。漫步其中，上世纪老上海工业文明的浓

厚积淀与现代时尚巧妙融合，时尚壹号楼、多

功能秀场、时尚精品仓等六个区域依次展

开。如今这里已是国家 4Ａ级旅游景区，逐

渐成为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新地标。

苏州河沿岸昔日的“工业锈带”正蝶变成

为“生活秀带、发展绣带”，记者从上海市文

旅局了解到，相关的工业遗产调查、评估、认

定工作也在稳步推进，分级保护利用体系正

在形成。未来，符合条件的工业遗产将纳入

文物保护体系。

融入百姓日常生活

休闲时间想去看场脱口秀甚至是展览，

地点可能会让人意想不到。新业坊就以工业

风的装饰风格，以及由此带来的独特观影体

验，让许多市民专程前来尝鲜。2000 多平方

米的剧场包含序厅、观演厅、后台以及辅助空

间，如果观影区内的480个可回缩座椅仍不能

容纳所有观众，只需打开舞台两侧的独立侧

门，剧场、舞台与园区广场便能“融为一体”。

“开心麻花、初音未来的演出活动等都是

在这里进行的。”新业坊相关负责人表示。不

仅如此，“遇见博物馆”、SMT、+0 剧场、UFC

等文化产业在这里的集聚，让新业坊的在转

型中人气越来越旺。

“看着熟悉的车间、厂房，老旧的加工设

备，仿佛是凝固的岁月，触动我内心的工厂

情节。”上了年纪的游客来此怀旧。年轻人

也为了热爱而来：“我是冲着人形手办来的，

果然附近有不少人体同号和大型手办，很适

合合影！”

在注重导入人工智能、节能环保等新型

产业之外，上海诸多工业遗存正通过赋予空

间新功能，通过城市更新和增量开发相结合

的模式，将发展与市民文化、消费需求相结

合，着力打造上海崭新的文化和娱乐地标。

位于上海延安西路的上生·新所是不少

文艺青年心心念念的打卡地。地处“上海第

一花园马路”的新华路历史风貌区，由 3处历

史建筑、11 栋贯穿新中国成长史的工业改造

建筑和 4 幢风格鲜明的当代建筑共同组成。

2018 年 5 月，经过两年在“尊重历史文脉”原

则下，进行微更新、微改造后正式对外开放，

成为集办公、娱乐、生活、文化功能于一体的

新型城市活力社区。

满满 ins风，集聚了一众生活品质店铺的

网红游泳池，位于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哥伦比

亚乡村俱乐部的茑屋书店上海首店，成为城

市旅游中的“顶流”。市民和游客对这里赞不

绝口：“在老建筑里看到秋天的枫叶随风飘

动，太打动人了，泳池的颜色也很治愈。”“基

本每个月都会来逛逛，这周有个超沉浸制造

局的主题活动，当然要来参与啦。”

“向史而新”再出发

11 月 22 日下午，最新的一场“东岸滨江

新时代文明实践带”行走活动，将起点选在了

陆家嘴滨江的“船厂 1862”。兼容历史感、工

业感的商业空间内几乎保留了原有的结构，

曲折的烟囱、几何线条的支架都得以展示。

更让参观者难忘的，则是入口广场上一座座

记录着船厂革命前辈和劳模工匠的展示台。

从支前烈士到上海早期工人运动杰出领

袖，到领导护厂运动的第一代劳模，再到技术

泰斗和走向世界的开拓者等在此一一展示，

船厂以这种形式让历史体现在了市民和游客

的日常生活中。行走线路中单独设立了“看

工业遗存”的主题板块，通过现场实景与历史

故事相结合的形式，让市民游客读懂百年浦

江东岸工业发展和历史文化变迁。

在城市的另一端，已于 2010年正式停产

的杨树浦发电厂华丽转身为“遗迹公园”。其

中讲述百年历史文化底蕴和电力工业革命传

统的电厂驿站不可不去，驿站以“红色工运”

为主题，站点通过多种展示手段讲述杨树浦

地区的红色工运史，引导游客感受杨浦区深

厚的红色底蕴，使游客在交互体验中领略杨

浦的百年红色基因。

“‘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始终是上海

的初心。”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发祥地、品牌发源

地和现代工业集聚地，上海正努力将老工业

遗存所特有的历史底蕴、文化内涵和想象空

间转化为传承工业文明的载体，为激发上海

都市型旅游消费创造新亮点。

本报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 61 号 邮政编码:100718 定价:全年 352 元 每季 88 元 2 月 29.26 元 其余月 29.34 元 零售:逢 4 版 0.56 元 逢 8 版 1.12 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东工商广字 0184 号 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文化新闻4 责任编辑：苏墨

E－mail:grrbwhzk@sina.com2022年 11月 27日 星期日

阅 读 提 示
上海亲历了新中国工业的蓬勃兴起，

一大批特色鲜明、保存良好的工业遗存汇

集着城市记忆与历史文脉。近年来，上海

不断加快对工业遗存开发再利用步伐，努

力刺破“次元壁”的工业遗存越来越多，让

更多人在时空交汇处重温往昔工业文化

故事，见证工业遗存涅槃重生，感受新时

代的进步力量与城市建设的坚定步伐。

化身时尚园区化身时尚园区、、商业办公新地标商业办公新地标，，以厚重历史感走进日常生活以厚重历史感走进日常生活

上海工业遗存刺破“次元壁”

艺 评G

视 线G

11月 22日，老师（右二）在贵州省黔西市新仁苗族
乡折溪小学给学生示范刺绣。

近年来，折溪小学积极推动“指尖技艺”刺绣进课堂，
学校精通刺绣、蜡画、蜡染的教师指导学生学习，让苗族
孩子们“零距离”接触非遗技艺，弘扬和传承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

本报通讯员 周训超 摄

“指尖”非遗进校园

本报记者 苏墨

22 根巨型弧形梁组成的长 48 米、宽 19
米 、高 9 米 、重 约 8800 吨 的 沉 箱 装 载 着 古

船，经过近 4 个多小时水下持续提升后，在

打捞工程船“奋力轮”中部月池缓缓露出水

面，古船桅杆清晰可见，古船时隔 150 多年

重见天日。11 月 21 日凌晨 0 时 40 分，长江

口横沙水域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新的历史

性突破。

填补清代晚期古船空白

2015 年，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上海市

文物局组织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上海

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等单位在长江口崇明横

沙水域开展水下考古重点调查时，通过声呐

扫测等技术发现了一艘木质古船，考古编号

为“长江口二号”。

经过 7 年的水下考古调查勘探，探明了

长江口二号古船的基本情况。长江口二号古

船为木质帆船，确认年代为清代同治时期（公

元 1862-1875年），所在水域水深 8-10米，船

体埋藏于 5.5 米深淤泥中，残长约 38.1 米、宽

约 9.9 米，已探明有 31 个舱室。古船上部的

船艏、缆桩、主桅杆、左右舷等结构完整，从目

前的勘测情况看，推测为清代上海广为使用

的沙船的可能性最大。通过选取 4个舱室进

行的小范围清理，舱内均发现有码放整齐的

景德镇窑瓷器等精美文物，已经出水完整或

可修复的文物种类多、数量大。另外，在船体

及周围还出水了紫砂器、越南产水烟罐、木质

水桶残件、桅杆、大型船材、铁锚、棕缆绳、滑

轮以及建筑材料等大量文物。特别是出水的

绿釉杯底书有“同治年制”款，为古船的断代

提供了重要的依据。2021年和 2022年，上海

市文物局两次组织水下考古专业机构对长江

口二号古船及周围进行了水下调查，清理出

了前几次调查未发现的元代瓷器和高 60 厘

米完整的豆青釉青花大瓶等大型整器，以及

一批产自江苏宜兴窑陶瓷器。

长江口二号古船是中国水下考古又一

里程碑式的重大发现，是目前国内乃至世界

上发现的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船载文

物丰富的古代木质沉船之一，填补了我国清

代晚期大型木帆船研究空白，是弥足珍贵的

文化遗产。同时，长江口二号也是水下考古

工作者在全国水下文物普查期间首次主动

发现并进行考古调查的古船，船体的完整性

和丰富的船载文物，对中国乃至世界的造船

史、航运史、陶瓷史、经济史等研究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世界首创打捞技术获得成功

长江口二号古船从发现到水下调查、再到

整体打捞，科技赋能始终是推动古船考古与文

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方式和核心动力。在长江口

这片能见度几乎为零的江海交汇水域，找寻水

下文化遗产犹如大海捞针。浑水环境是中国乃

至世界水下考古发展至今极难跨越的瓶颈。在

水下考古工作启动之初，上海市文物局组织国

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

中心、上海大学、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

地等机构的考古工作者与科技工作者开展跨界

合作，联合攻关，自主研发“浑水水域水下成像

装置”“机器人水下考古装备关键技术与应用”，

综合运用无人艇、多波束声呐、侧扫声呐、浅地

层剖面仪和磁力仪等海洋物探设备，对长江口

水域开展水下调查，科技创新融合发展成为发

现长江口二号古船最重要的因素。

在国家文物局同意采取整体打捞方式对

长江口二号古船进行保护后，上海市文物局

会同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集成当前世界

最先进的打捞工艺、技术路线、设备制造，最

终研究并形成了世界首创的—“弧形梁非接

触文物整体迁移技术”来打捞这艘古船。该

项技术创造性地融合了核电弧形梁加工工

艺、隧道盾构掘进工艺、沉管隧道对接工艺，

并运用液压同步提升技术、综合监控系统等

目前全球最为先进的高新技术。

为了平稳安全提升弧形梁形成的沉箱并

顺利将其护送至船坞，创造性地设计并建造出

一艘专用打捞工程船“奋力轮”。“奋力轮”主尺

度长 130 米，宽 34 米，型深 9 米,设计吃水 6
米，两端设有同步提升装置，在船中部开口，自

带一个长 56米、宽 20米的月池。穿梁完成后

的弧形梁沉箱装载着古船直接由“奋力轮”从

海底提升至中部月池，并转运、卸载至船坞，一

艘船完成了提升、运输、卸载三项任务，具有安

全性高、操作性强、科技含量高等诸多优点。

今年 9月 6日，长江口二号古船整体打捞

工程主作业船“大力号”到达古船所在水域，

正式开展古船整体打捞和考古保护工作。9
月 12 日，古船整体打捞专用“端板-纵梁”组

合框架沉放至设计位置。9 月 29 日，海上施

工进入安装弧形梁阶段，正式下穿 22组弧形

梁中的第 1组。11月 15日，第 22组弧形梁穿

梁到位。11月 17日，专用工程船“奋力轮”到

达古船所在水域，整体打捞出水进入关键阶

段。11 月 21 日，经过 77 天的海上施工奋战，

古船成功整体打捞出水。

11月 25日，长江口二号古船被“奋力轮”

带入杨浦上海船厂旧址 1 号船坞，开启文物

保护与考古发掘新阶段。

硬核科技助力中国水下考古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刘颖余

“大家好，我是小佳，大家看到我讲话这样，可能会有

点奇怪，但大家不要紧张，不会传染的，我讲话这样呢是

天生的……”在脱口秀表演中，小佳总是习惯这样开场。

脱口秀演员通常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文本型的，一

种是表演型的。这两种，小佳显然都不是，所以他自称是

“感动中国型”的。

小佳，本名张佳鑫，今年 28岁，出生时因大脑缺氧造

成了神经系统疾病，肢体出现一些缺陷。小佳 3 岁之前

不会说话，如今依然只习惯用左手敲击键盘，走路也不能

走直线，故而笑称自己“比大家多走了十几年的弯路”。

如果没有脱口秀，小佳也会过得不错，他曾在厦门一

家公司做新媒体工作。2020 年公司年会的一次表演，让

他的脱口秀才华喷薄而出。于是，他接着参加线下开放

卖的表演，还通过了笑果脱口秀的选拔，顺利参加了

2021 年《脱口秀大会》，让更多的人看见了小佳。这期

间，他干脆辞掉公司工作，专心做脱口秀。

我没有看过小佳去年在《脱口秀大会》上的表演，仅以

今年的几场表演而言，他有着普通选手没有的真纯——你

也可以叫它天真。很少选手在自己精心设计的包袱响的

时候，跟着观众一起乐，但小佳就会，他笑得那么真实，那

么明媚，那么治愈，让你感觉，他就像一道光一样，照亮自

己，也照亮了舞台，照亮了观众。

许多人说看小佳的脱口秀，不敢笑，怕冒犯他，还有

人说“乐着乐着就哭了”，我倒没有这种感觉。他讲自己

的身体缺陷，将自己如何有点“爱钱”，甚至讲父亲的意外

死亡，那么坦荡，那么诚恳，又那么自然，其实是极高级的

幽默。他的内心如此强大，对人生看得如此通透，也通过

自己的努力获得了体面的生活，又何曾需要观众的同情。

他自然很坚强，却从不以自己的坚强为卖点，清晰而

从容的表达，让人感到温暖而平和，自然而舒服，这让观

众释怀于他的身体缺陷，和他一起放声大笑，也获得活着

的勇气和力量。

他亦表现出极大的勇敢，在最后一期“想赢”和真实

表达自己的纠结中，他坚定地选择了后者。死亡的话题，

对脱口秀是禁区，但小佳成功地把一件严肃、沉重的事

情，讲出了那么多“笑果”，且如此真实自然，让观众并无

“冒犯感”，这对脱口秀艺术的边界是一种很好地开拓。

于“死亡教育”而言，也是极好的文本。

因为一个忌讳而不讨喜的题材，小佳最终无缘本季

《脱口秀大会》半决赛，但我想他的内心一定很释然，有大

自在，不信听听他的淘汰感言——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童话，每个人都会经历很多的

不顺。这个世界上也没有所谓的弱者，每个人都需要去

努力。别把我想得太难，也别把你自己想得太难。不要

夸我好坚强，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需要拥有的品质。人

生有很多面，有时候可以偶尔坚强，有时候可以偶尔脆

弱。谢谢你们爱我，在我 28 岁的年纪，想想就会很温

暖。希望大家能做一个温柔、善良、勇敢、真诚的人。”

这是小佳最不好笑的表达，但它打动了无数观众。

他为什么希望大家都能做一个温柔、善良、勇敢、真诚的

人？因为这是他对世界的期待，而他也正是这样的人。

“让这个世界能够变好一点点，就是我站在这个舞台

上最大的意义。”小佳曾经如是说。

我想，他做到了，因为他让许多像他这样的人，看到

了生活更多的可能性。

像小佳这样的人

本报讯 （记者苏墨）都市情感剧《爱的二八定律》正在腾讯

视频热播。该剧由滕华涛监制、林妍导演，主要讲述了两个阴差

阳错“被结婚”的人意外获得爱情，共同奔赴幸福生活的故事。

面对生活、工作、家庭等重要的人生课题，秦施（杨幂

饰）、阳华（许凯饰）两位主角有各自的坚持与选择。剧集基于

对当代都市生活痛点的敏锐洞察，将职场生存、原生家庭等时

下热门议题放置到观众眼前。面对人生的不同面，每一个抉

择都代表着年轻人持有的不同姿态，而角色间以爱之名彼此

治愈携手共同成长。

除了浪漫的都市爱情，剧集还将中年女性职场中面临的

困境、人际关系问题放置故事中，多线交织呈现出了女性职场

的奋斗图景。故事在温暖治愈的内核之下蕴含着较具时代特

性的社会议题，也令人对剧集的发展有了更多期待，更在剧情

的延展之下引发了大众对于都市生活现状的深度思考。剧集

希望通过讲述他们的爱情，让观众明白真正的爱情不仅需要

突破种种枷锁，还需进行自我和解，进而奔向美好的未来。

以爱之名，又不止于爱情。《爱的二八定律》对当代都市生

活痛点的洞察和呈现，除了使得这颗糖的甜味更为弥久，更是

为大众提供了对于生活现状思考的正向价值。

《爱的二八定律》热播 引发观众思考人生态度

11 月 24 日，第十八届中国国际动漫
节在杭州开幕。

本届动漫节以“共富新时代 动漫创未
来”为主题，集中展示中国动漫产业的最新
成果、发展态势和前沿趋势。

本届动漫节兼具国风与亚运元素，不
仅首次推出中国国风品牌盛典，产业博览
会还将设立亚运主题展位，亚运会电竞相
关项目也将在现场发布。

李忠 摄/视觉中国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

动漫节在杭州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