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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区康健社区的市民夜校让

非遗传承人走下“舞台”，把“工作

室”搬去了讲台，让非遗项目能够更

好地传播， 去吸引更多的市民。 而

众多市民的加入， 也让这些古老的

技艺融入了新鲜的血液。

晚上 7 点， 康健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内依然灯火通明，在充满非遗文化气

息的教室里，市民艺术夜校正在热闹进行

中。皮影兴趣班授课老师是徐汇区非遗皮

影传承人沈明泉， 他正在教授制作影人，

学员们个个都学得很投入，聚精会神地为

影人描边。

皮影班学员潘佩娣说道，沈老师使用

了一种浸润式的， 体验式的活动方式，这

种接触会变得零距离， 有一定的收获感，

去制作，体验那种美好。

据悉， 康健桂林班皮影作为上海市

非遗项目，蕴含着丰富的海派文化，至今

已有百年历史。戏班现有 10 位皮影剧团

成员平均年龄已近八十岁， 有着八百岁

天团的称号。 可是辉煌的金字招牌背后

是没有年轻力量传承的无奈。 但在市民

夜校，团长沈明泉看到了希望，因为这里

有喜爱皮影的年轻人， 兴趣班也鼓励学

员可以不拘泥于传统， 加入自己的创新

和改良。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隔壁的面塑班，

徐汇区非遗面塑传承人李国庆将 12 生肖

融合进课程难易度渐进的教学中去，让非

遗项目变得轻松、易上手，学员们也并非

都是手工达人，虽然捏得丑，却乐在其中。

他们都感到非常解压。

学员们来自全市各个社区，他们通过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公众号抢到了这来之

不易的学习机会。 像这名面塑班班长，每

次都要从嘉定赶到徐汇，光来回路程就要

3 个多小时，却依然乐此不疲，从不缺席。

她觉得被传统文化所吸引，学习之后，可以

多打开一个认知世界的这个方式。

此次康健社区市民夜校推出的

课程涵盖了皮影、面塑、篆刻、剪纸

四个非遗项目， 市民可以根据自己

的爱好，特长，以及文化需求去挑

选。 课程内容的设置充分考虑创新

性、 时代感和操作性。 加入动漫类

二次元作品，对操作工具和入门条件要求

降低等调整，更符合市民的普遍性需求。

市民夜校传习非遗

古老技艺回归市井不断创新

筅 记者 吴会雄

本报讯 10 月 22 日上午，由徐汇区

妇联、徐汇区委宣传部（文明办）、徐汇区

教育局联合举办的“红色百年 家风流

芳”徐汇区第十八届家庭文化节主题宣传

活动在徐汇汇展示厅举行。

活动中，对全国、市、区各级最美家庭

（个人）进行隆重表彰。 今年，在区家庭文

明建设协调小组成员单位支持下，各级妇

联依托近 400 家“妇女之家”，通过晒、议、

讲、展、秀等形式，以家庭全覆盖为目标，

不断拓展延伸， 在全区涌现出了一大批

“最美”家庭，其中“全国文明家庭”1 户、

“全国五好家庭”2 户，“全国最美家庭”1

户、“全国家庭工作先进个人”1 名、“海上

最美家庭”10 户、“徐汇区最美家庭”60

户，这些家庭爱党爱国、绿色节俭、移风易

俗、热心公益、投身抗疫、科学教子、孝老

爱亲，是全区家庭学习的榜样。

活动现场，受表彰家庭代表现场温情

讲述最美家庭故事。 全国最美家庭谢歆

家庭共建共享，热心公益，用亲子阅读的

火种点亮家庭公益之路， 带动社区家庭

参与社会治理。“海上最美家庭”巫永睿

家庭爱国爱家，夫妻二人海外留学，学成

后毅然归国，潜心优质蛋白玉米研究，言传

身教，教导三个孩子心怀家国，信念坚定，

用实际行动书写家国情怀。 徐汇区最美家

庭陈健家庭向上向善， 培养出东京奥运会

跳水冠军陈芋汐，尊重孩子自主选择，鼓励

孩子坚持和热爱，永远只和自己比，淡泊名

利，展示了徐汇家庭的奋斗之姿。

活动还邀请了上海位育中学党委书

记、校长王亦群，原华东政法大学心理中心

主任张海燕，SMG主持人贝倩妮就家风传

承进行分享。主题微论坛中，三位嘉宾围绕

“红色百年 家风流芳”主题，分别从优良

家风是什么、家风传承中存在的问题以及

好家风对社会的意义等角度展开探讨，为

新时代背景下，徐汇如何传承家风，讲好

家风故事，更好地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培

养时代新人、弘扬优良家风、加强基层社

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提供方案和启发。

红色百年 家风流芳

徐汇区举办第十八届家庭文化节主题宣传活动

筅 记者 耿洁玉

本报讯 他们因父辈从事绘画自幼

相识，退休后又因绘画重聚一堂。 10 月

26 日下午，一场别开生面的作品展“艺

术的表达” 在文定路画家街徐汇区书

画协会汇弘楼展厅举行。 三位老画家

的后裔聚首一起， 在传承老一辈画作

的基础上， 又创造出不同艺术风格作

品，在这里，你能感受不同笔触下的新

旧融合。

现场展览有根据《红楼梦》金陵十二

钗绘画出的女子画像、 有包含美好寓意

的花鸟画、图案各异的丙烯画、抽象空灵

的油画等等，在每幅作品中，线条的粗细

长短，下笔的轻重缓急，色彩的选择与搭

配等方面都颇为讲究， 可以看出画家所

追求的理想艺术境界。

赵烈告诉记者：“这幅本身是我的原

创油画，体现的是空灵的感觉，而这里整

体的画基本上是以抽象、具象、意象结合

在一起的。 ”

三位画家因画结缘，而此次三人合作

办展回归， 也是重新出发找寻儿时的梦

想， 开辟一番自己的艺术天地。 据介绍，

展出油画的赵烈先生为北京人民美术出

版社连环画家赵越之子， 展出国画的王

继青先生为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连环画

家王贤统之子， 展出丙烯画的陈小蘋女

士为中国画家陈先进之女。

王继青告诉记者：“我们都是一些老

画家的后代， 从小我们就是在一起长大

的。 老画家们之前经常走动，我们跟着老

画家一起听他们讲艺术方面的讨论。 ”

而令人意外的是，三位画家均没有延

续父辈的绘画风格，在传承老一辈的绘画

艺术成果的基础上，他们注重当代元素的

创新融合，博采众长，打造出属于各自的

艺术绘画个性。

陈小蘋讲述：“希望可以把我爸爸的

国画进行传承， 所以我从衍生品去落实，

然后我想逐渐也可以去做这方面的创作。

我在画的每一幅画当中，虽然它们各不相

同，但是关键是能表达内心想法。 ”

老画家的后裔再度重聚

在“艺术表达”中融合传承与创新

筅 记者 张文菁 曹香玉

阿拉上海小囡从小听的“金陵

塔”侬还记得伐，袁一灵先生的代表

作从塔的第一层、第三层一直唱到第

十三层， 每一段当中插一段绕口令，

节奏越来越快， 内容越来越复杂，但

是始终咬字清爽，不打格楞。10 月 24

日下午， 徐汇区天平街道的小朋友

们，把“上海绕口令”的绝活又传承了

下来，挖掘的传统曲目和原创新作一

起，再现久违的上海味道，还正式举

行了上海绕口令的“拜师收徒”仪式。

从原创绕口令说唱《上海真精

彩》， 到挖掘出的几近失传的上海绕

口令传统节目《一百零八将》《雷峰

塔》，拜师仪式开始，徒弟们先向师傅

和嘉宾汇报了阶段性学艺成果。

“上海绕口令”是上海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依托上海绕口

令传承基地， 天平街道从 2017 年至

今已经举办了 6 期“上海绕口令”少

儿培训班，培养了一批优秀学员。

今年五年级的小刘同学去年开

始学上海绕口令，当天也是正式拜师

学艺的徒弟之一，“绕口令学起来有

一点难，要绕得准确，有时候会绕偏

掉， 这个字音说不准确， 它就绕不

好。 ”

“非遗在小朋友中的传承是很重

要的，流失掉的曲目现在把它挖掘出

来， 如果再不抢救的话就没有了，因

此我们办了培训班，在培训班中现在

又选择了一些小朋友以拜师的形式，

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上海绕口

令’好好保护和传承下来。” 天平“名

家坊”成员、曲艺理论家徐维新告诉

记者。

“学生仰慕老师艺术，决心投入

老师门下；遵从师道，传承创新，刻苦

学习， 德艺双馨； 恳请老师接纳。 ”

“童声”拜师有礼有趣，仪式上的“师

父”，是师承小刘春山（刘春山一脉）

的殷志强、俞惠娣和师承徐维新（传唱

“袁派”《金铃塔》） 的上海滑稽剧团演

员诸弘宇三位老师。“小徒弟”们集体

向老师递上“投师贴”，送上鲜花，师父

们则给每位徒弟回赠一副精美的“上

海绕口令”乐器兼道具“三巧板”。

本土“非遗”拜师收徒

天平小囡再现“上海绕口令”

筅 记者 张文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