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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消费稳中有升
春节长假期间，上海文化娱乐

市场消费人次约 !""万，消费总量
近 #亿元，人均消费 !$"元以上。
电影市场尤其红火，从除夕到正月
初五全市春节档影院票房为 !%&!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放
映场次 )%)$万场，观影人次 *!#%*'

万，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和
'"%+'(，平均票价 *'%&$ 元，同比
去年增长 "%*'(。据记者观察，一
家三口，三代同堂一起到电影院看
电影的情况并不在少数。春节期间
引发好口碑的《红海行动》《唐人街
探案 #》，在长假后半期的热门时间
段里还出现了场场满座、一票难求
的情况。

新春长假期间，全市各级公共
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及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按照规定向市民群众免费、
优惠开放。据不完全统计，长假七
天时间，这三类公共文化场馆总接
待人次 )"余万。上海各级公共文
化设施内，紧紧围绕新春民俗主题
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逾 #'"" 场
次，营造出和谐欢乐的节日氛围。
同期，上海各大演出场馆共上演了
'*台节目 #)#场演出，囊括各个艺
术门类，据统计其中剧场共接待观
众 #,万多人次，票房收入约 &""

万元。上海大剧院的越剧《红楼
梦》、东方艺术中心的《春节序曲交
响音乐会》、《笑星群英会》、天蟾逸
夫舞台的京剧《龙凤呈祥》、滑稽戏
《连升三级》、上海音乐厅的《花儿
为什么这样红》经典歌曲名家演唱
会等节目，让大家在新春的氛围中
看好戏、赏佳曲。

而在人流量激增、门票一度售
罄的迪士尼乐园，数十万名游客观
看了《冰雪奇缘》《人猿泰山》和《杰
克船长》等经典卡通节目。上海马

戏城同样充满欢声笑语，可爱的小
丑和训练有素的动物们为观众轮
番上演了《时空之旅》《欢乐马戏》
等趣味节目，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演
出让广大市民饱了眼福的同时也
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文化大餐。

观众年龄向下延伸
新春佳节，近 &"家博物馆对

公众开放，参观总人次逾 #"万；约
!$万观众走进美术馆，欣赏近 )"

场展览，参与近 #"场公共教育活
动，数字较 #"!+年略有上升。其
中，$ 家市级美术馆举办展览 !,

场，吸引观众超过 &%)万人。
不少观众在节日期间举家观

展，小观众与外国观众的数量也显
著增加。中华艺术宫《“从石库门到

天安门”上海美术作品展》开幕至今
累计观众人次接近 +"万，成为春节
期间最受欢迎的展览。喜玛拉雅美
术馆《佛国山水 -———造像深处》、韩
天衡美术馆《嘉定建县 &""周年国
画作品展》同样成为观展热点。刘海
粟美术馆的“艺粟工坊———七巧板!

玻璃镶嵌”、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
“小蜜蜂导览”、宝龙美术馆的“我到
宝龙美术馆做寒假作业”等公共教
育活动吸引了大批小观众参与。虹
桥当代艺术馆举办《第九届上海少
儿生肖绘画作品展》，陆俨少艺术院
免费向观众赠送书法家春联，明珠
美术馆在文创商店举办“艺术红包
展”，均为传统佳节营造了浓郁的
民俗文化氛围。
本报记者 徐翌晟 见习记者 赵玥

文化过年成为市民新时尚
场馆影院去处多 阖家同享美育课

春节是最具有文化表现力的节

日! 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文化与情感

基因! 使人们在春节期间把创意能

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从艺术上汇集

了造型艺术#手工技艺#表演艺术#

环境艺术的各个门类! 覆盖了日常

生活的各个角度$年画#对联#剪纸#

面塑#刺绣#彩灯#雕刻!张灯结彩#

欢声笑语#欢天喜地!集全部智慧让

春节达到艺术的极致" 当城市生活

把这些艺术集齐在文化场馆里!在

文化场馆里过年便成为了新年俗"

春节又是一个对亲情的凝聚与

沟通充满了希冀! 表达人性的温暖

与和谐的节日! 从个体追求到全家

选择在电影院#美术馆#图书馆#演

出厅里过节! 一方面显示了人们对

于节日里精神滋养追求的统一!另

一方面! 也显示了文化场馆内对于

展演项目范畴的精心选择! 欢乐祥

和之余更适合一家人的共同参与"

美术馆里!在%石库门&%天安门&

前驻足的不仅仅是父母!还有在他们

带领下懵懵懂懂的孩童$ 在电影院里

为红海行动特种兵的钢铁意志所震撼

的也不再是年轻人的特权! 还有老年

人的惊叹" 春节!是一个团聚的节日!

春节!也是一个阖家老小共同为自己

审美寻找寄托的时刻" 徐佳和

春节审美

讲“年”兽传说 画春梅祈福

今年春节长假，沪上各图书馆、文化场馆、社
区文化活动中心等公共文化设施都不曾进入休假
模式。美术馆、博物馆等营造出浓郁的传统文化氛
围；电影、展演等文化市场观众人数逐年稳步提
高，众多有质量的文化活动为市民与来沪游客提
供了高品质的节日艺术享受。春节历来是阖家团
聚、围炉共话的日子，假日里参观大大小小的文化
场馆也成为一家人新的趋势。

新春下基层

家门口的年味

! ! ! !听“年”兽的故事，画梅花图，猜
灯谜，许新年愿望……昨天，正举办
“少儿遨游书迷宫”活动的普陀区少
儿图书馆内洋溢着欢声笑语。大人
孩子们同样兴致盎然，一方面，记忆
中的年味正在复苏；另一方面，年味
的种子播撒到了下一代的心中。

话春节 了解年的传说
!"点不到，普陀区少儿图书馆

多媒体阅览室内暖意融融，#"多名
'到 +岁的小读者已迫不及待地入
座并期待着马上开始的“故事会”。
“小朋友，知道过年都要做些什

么吗？”本期“故事会”主讲人、图书
馆工作人员邹睿笑脸盈盈地发问。
“我知道，可以很晚睡觉，和爷爷奶
奶一起看春晚！”)岁的妮妮声音最
大，并高高地举起手。其他的孩子你
一言我一语：“贴窗花”“爸爸妈妈会
贴春联”“老师，我们家要吃汤圆，外
公包的汤圆特别好吃”……
不过，当邹睿抛出“过年为什么

要做这些事”时，刚才的热闹发言场

面不见了。由此，她引出春节的传
说：古时候，凶猛的“年”兽总在除
夕袭击人，但是它最终因害怕大红
色纸、明亮的灯火和爆竹声而被驱
逐……随着邹睿绘声绘色的讲述
以及液晶屏播放故事插图，所有的
孩子都沉浸其中，被深深吸引。

品年俗 让年味更浓
除了讲春节传说，过年怎能少

了年俗体验。小不点们虽然无法完
成复杂的年画，但是已能独立地绘
制简单的梅花图。
在手工教室内，邹睿一边示范作

画一边介绍说：“梅花在冬天开放，所
以我们能在春节时看到梅花的盛开，
它也是中国人的精神象征……”奚艳
珺小朋友先用小毛刷蘸了蘸颜料盘
中的墨汁，歪歪扭扭地画出梅花的枝
丫，最后用海绵球随性地点上红色的
“腊梅”。她要把这幅红梅图送给父母
作为新年礼物。她的父亲表示，这样
的活动简单却有意义，能让小朋友在
游戏中了解节日的内涵、感受传统。

“春节不该只在餐桌上。”
图书馆还辟出了祈福专区。底

楼大厅内，近百只五颜六色的灯笼
高高挂起，一派喜气洋洋。心愿板上
虽已贴满了小读者的愿望单，仍有
不少孩子乐此不疲地贴上新的心愿
单。)岁的丁沛童还不会写字，便用
画祈福。画中，橘黄色的线条勾勒出
一颗爱心，爱心包围了爸爸妈妈还
有三岁半的弟弟。本报记者 肖茜颖

把年味种子播进孩子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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