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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位于闵行文化公园西南角的闵行博物馆
新馆今天正式开馆迎客。博物馆建筑面积
!"### 余平方米，共三层，围绕“与城市文化
融合、与自然共生”的理念建设而成，外部建
筑线条简洁明朗，恰与毗邻的上海海派艺术
馆、宝龙美术馆共同构成了当地专业美术馆
群落。

步入新开放的闵行博物馆，会发现这幢
三层建筑内部的采光十分适宜，阳光透过顶
层的玻璃，将窗格映照在白墙上形成一道道
纵横的灰影，令人联想起江南园林里的百花
窗。原木色的宽阔台阶缓缓向上，与灰色的墙
面形成色彩上与空间上的对比，又在稳重与
轻盈之间，寻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很有可

能，此处将成为一个新的网红打卡胜地。

重现先民生活场景
博物馆内设三个常设展厅$“上海县七百

年展”“马桥文化展”“中国民族乐器文化展”，
临展“丝路启航———广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文物特展”也于同日开放。

谈及上海的悠久历史，避不开“马桥文
化”。马桥遗址位于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俞塘
村，%#!&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马桥文化展”主要展出距今
&'##至 &%##年前马桥文化时期的 !"#余件
器物。展览分为“依海而生”“始生之物”“造物
以术”三个部分，通过多媒体投影、模型、场景
复原等手段，重现了马桥文化时期先民傍海
而生的生活。展览中可见原始瓷豆、铜镞、铜
刀、叶脉纹陶罐等先民制作使用的生产工具
和生活器具，从中可辨识先民用以传递生产
与生活信息的独特符号和各种纹饰。

汇集民乐珍贵藏品
地方博物馆梳理本地的历史很常见，但

为什么会为民族乐器做一个专门常设展厅
呢？据闵行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上海民族乐
器厂曾经就在不远处的七宝老街上，厂里搬
家时捐赠给博物馆许多珍贵藏品，使闵行博
物馆在中国民族乐器的展示上有了得天独厚
的学术和展品条件。
“中国民族乐器文化展”主要展示与中国

民族乐器相关的器物 %##余件。其中，有上世
纪六十年代初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张龙祥和上
海民族乐团彭正元在北京“拉阮”的基础上改
造出的弓拉弦鸣乐器大琶琴（见左图）。琴弦
由羊肠、牛筋所制，音色浑厚柔和，采用低音
提琴的琴弓，把位和定弦都和低音提琴相近。

还有名为“火不思”（见右图）的蒙古族传
统弹拨弦鸣乐器，状如琵琶，长颈表面为按弦
指板无品（现代改良火不思设品），张四条丝
弦。据传，“昭君出塞”中，王昭君所弹奏的就是
这种琴。“火不思”原为“魂不思”，暗喻王昭君
对千里之外中土家园的思念已至魂不守舍。
“敦煌乐舞”墙，两边错落有致地挂满了

从敦煌石窟壁画中复制出来的曲项短颈琵
琶、直项小琵琶、曲项窄腔琵琶、直项阮咸、梅
花腔阮咸、直项细颈琵琶等，结合 &(飞天反
弹琵琶的动态乐舞投影，虚实相结合，呈现出
乐舞、乐器结合之美。 本报记者 徐翌晟

厚重历史!悠扬琴音

! ! ! ! 昨天，“经纬华章———上海土
布的时代叙事”展览在华东师范大
学闵行校区图书馆 % 楼展厅开幕。
展览分“历史篇”“民俗篇”和“文创
篇”三个部分。一匹匹不同时代、织
造精巧的上海土布，宛如一部部历
史长卷，记录着上海历史文化的发
展变迁。

曾叫!爱国布"

一进展厅，墙面上便挂着三块
纹样特别的崇明“百子布”。百子布
是取“百字”的谐音，布上的花纹藏
着文字，一般用来制作床单。正值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周年之际，展
览特别选择了三块爱国主题的百子
布，分别写着“中国工人用大干苦干
干出一片美好青春”“吉日大喜，十
月一日，十全十美”以及“北京天安
门，一个美丽的春天”。这三块布都
生产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寄托着上
海织娘们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生活的
美好祝愿。

土布还有一个名字，叫作“爱国
布”。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洋货大量
涌入，上海土布产业受到前所未有
的挑战。不少爱国人士挺身而出，支
持国货。!'&#年，上海南市区蓬莱市
场举行落成典礼，四位当红电影明
星胡蝶、陈玉梅、夏佩珍与高倩苹身
着土布旗袍，呼吁民众使用本民族
土布制品，振兴民族经济。随后，“土
布运动”波及苏浙两省，多地相继仿
效举办土布展览会。本次展览上，上
海图书馆和上海档案馆提供了许多
珍贵的历史照片，让观众通过小小
的土布，回忆起曾经激情澎湃的岁月。

满满生活味
上海土布根植于民间生活，与本地的衣食

住行、风俗习惯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展览上，一
些包着红纸的布匹，讲述着老上海人结婚时的
“门道”。过去，不少农村姑娘都从小学织布，出
嫁时要带一箱自己织的土布做嫁妆。婆家的人
一看布匹的数量、质量，就会明白姑娘是否聪
明勤劳，家境地位如何。出嫁后，一部分布匹还
要送给婆家亲戚，成为家庭关系的润滑剂。看
似一箱普通的嫁妆布，却反映着上海人待人接

物、家人相处的一套哲学。
嫁妆布的旁边，放着一件土布碎

块拼成的“百衲衣”。以前，上海人家
里若有体弱多病的小孩，就会向每户
邻里求一块碎布，缝在一起做一件
“百衲衣”，以祈求祛病化灾、长命百
岁。孩子平安成长之后，父母则要向
当年送布的每个人家归还一块足够
做一件衣服的布料，表达知恩图报的
意思。

回归生活中
“以前我是一个织娘，现在变成一

个‘裁缝’了。”崇明永娣土布传承馆馆
长何永娣半开玩笑地说道。如今的她
不仅仅致力于研究织布技术，更着手
将上海土布制作成能够走进现代人生
活的产品。展览的第三部分“文创篇”
中，就展示了不少她的作品。她将土布
与拼布、刺绣等元素结合，运用到手提
包、手账本、旗袍等产品上，时尚新颖
的设计令人眼前一亮。

展览上还有不少新奇的土布产
品亮相。“吖吥嘻嘀”创意工作室带来
了用土布制成的潮流玩具熊，松江九
曲创意工坊创办人冬野和杨潘红夫

妇则将土布经典纹样印在手机壳上，都受到
年轻人的欢迎。杨潘红表示：“土布本身不
‘土’，只是需要设计。织绣技艺本就源于生
活，更应回归生活。使用就是最好的传承。”
据介绍，何永娣还与崇明本地中小学合

作开展“何以为衣”课程，把土布文化融入了
学校教育的各学科中。松江九曲创意工坊不
仅为市民提供体验服务，还成为华师大学生
的实习基地。上海土布正在吸引越来越多年
轻人的目光，书写出新的历史篇章。
展览将持续至 !#月 *日。

本报记者 吴旭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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