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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民俗文化节在新场镇文化艺术活动中

心剧场落幕。散场时，上海群众文化学会常

务副会长闵雪生感叹：“依我看，这届民俗文

化节各方面都有创新，是最好的一届！”

作为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

家组成员和正高级研究员，闵雪生关注三林

举办的民俗文化节近10年，眼看着它一步步

转型升级——从2008年的三林镇民俗文化

节，到2010年的浦东民俗文化节，再到2012
年的上海民俗文化节，主办单位持续升格，

内容不断嬗变。而这一届，更是回归了初心

——搭建一个上海古镇共同的平台，用非遗

传承和文化论坛突出“文化味儿”。

节日“更上海”
这一届的民俗文化节与往年相

比，无论是名称、地点、还是项目，都
有了明显不同，“文化味儿”盖过了
烧烤摊的烟熏火燎。

又到一年三月半，举行了 6届的上海

民俗文化节在三林塘再一次热闹上演。但

这一届与往年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

先是名字变了。原本的“三林塘·上海

民俗文化节”，变成了“上海民俗文化节”，

“三林塘”三个字没有了。

节日也“更上海”，而不只是“三林特

色”，而且，文化的味道盖过了小吃的味

道。100 多个原本以小吃为“亮点”的摊

位，缩减至 50个“纯文化”精品摊位，着力

突出海派特色的非遗项目。

在展位设置上，安排了“一镇一品”民

间艺术之乡特色文化展，新场镇的锣鼓书、

高桥镇的松饼、柘林镇的滚灯工艺、泗泾镇

的皮影、新河镇的崇明糕、老白酒、甜酒酿

等精品竞相登场；上海非遗传统技艺展，使

新场镇的三角粽和棕编、高桥镇的上海绒

秀、柘林镇的风筝制作工艺、泗泾镇的面塑

等9个项目闪亮呈现。

此外，民俗文化节上还举办了16个上海

非遗项目展示和“最炫民族风”古镇专场、

“江南之春”民乐专场、上海长宁沪剧团专

场。同时，河上龙舟荡漾，老街上的布艺展、

摄影展、铜人秀以及百米巨龙、城隍出巡、古

镇花轿等行街表演，与崇福道院的道教文化

活动紧密融合，让民俗活动更具吸引力。

“老百姓喜爱的，才是我们民俗展示的

追求。”三林镇文化服务中心书记沈海英表

示。根据方案，三林镇承办的本次民俗文化

节，就是要打造成为上海及浦东新区古镇文

化、非遗文化、民俗文化的集中展示平台。

“去掉了三个字，意义不一般！”市群艺

馆副馆长吴榕美记忆深刻的一个细节是，

春节前最后一次筹备会上，三林镇主动提

出，将“三林塘·上海民俗文化节”的名称，

删除“三林塘”三个字，努力体现海纳百川

的上海文化胸襟。

民俗文化节举办 6年来，也第一次改

变了开闭幕式都安排在三林的传统做法

——开幕式依旧放在三林镇，闭幕式转移

到国家历史文化名镇新场。还组织了崇

明、金山等 8个区县的 26支街镇文化团队

参加行街表演，凸显上海古镇联动的积极

效应。

去“俗”增“文”
搭一个文化平台，让上海的古

镇一起唱戏。这是民俗文化节的
“初心”，它在今年终于厚积薄发。

这样的集大成，并非一日之功，而是由

民俗文化节一步步嬗变、升级而来。

上海民俗文化节的前身，是最早的三

林圣堂庙会。“三月半，上圣堂”，是当地的

民谚，圣堂庙会在三林也有数百年历史。

上世纪80年代，庙会中断，直到2008年，三

林镇尝试恢复了圣堂庙会，3天庙会来了

22万人次，盛况空前。

第二年，庙会的范围就扩大了，汇集了

全浦东新区的代表性文艺团队。2010年，

庙会变成了浦东民俗文化节，2012年又升

级为首届上海民俗文化节。当年，七宝古

镇、朱家角古镇、高桥古镇等十余个上海古

镇都成为首届上海民俗文化节的加盟古

镇。

“民俗文化节属于上海，如果上海以

及浦东的古镇不联动，怎么称得上‘上海’

的节？”年逾六旬的上海市社区文化协会

会长、三林镇文化服务中心原主任王建军

说。

他记得，2012年第一届上海民俗文化

节真是盛况空前，当时的开幕式在夜晚举

行，华灯初上，美丽的三林塘港水上舞台

龙舞狮跃，河上彩船巡游、龙舟竞渡，老街

两岸游客摩肩接踵，热闹非凡。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近年来的民俗文

化节上，“文”少了，“俗”多了，五花八门的

摊位在三林塘老街上挤得密密麻麻，汹涌

的人流在狭窄的老街穿梭，安全隐患频

现。街旁的小吃摊位，更是烟熏火燎，影响

环境，扔在地上的竹签等垃圾，给环卫清扫

带来很多困难，镇环卫所负责人平君祺清

晰记得，“最多的一次，一天装了满满 9桶

垃圾，真的累！”

2012 年的民俗文化节上，还提出了

“10 大古镇联盟”的构想，并在节庆期间

召开了相关会议，浦东的川沙新镇、新场

镇、高桥镇、三林镇，嘉定的南翔镇、青浦

的朱家角镇，松江的泗泾镇，宝山的七宝

镇、罗店镇、闵行的邵家楼镇，都作为“联

盟”单位出席，纷纷表示要抱团联袂发力、

共展民俗文化。

初心，源于百姓心愿，守正，才能从头

越过。“能不能像当初那样，搭一个文化平

台，让上海的古镇一起唱戏？”市群艺馆负

责人的一句提示，让三林镇文化宣传部门

获得了启示。

在市、区文广局和市群艺馆、市非遗保

护协会、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的指导下，

2016年 10月开始，专家论证会、市区联动

会、三林镇的策划会和筹备会一个接一个，

直至 4月 9日本届上海民俗文化节开幕式

之前，先后召开了大小 10余次会议，各路

人马踊跃支招，进行头脑风暴，七八个方案

精研细磨，再三推敲，力求寻回当年的“初

心”，搞活民俗文化节。

也就是在3月22日举行的上海市民文

化节新闻发布会上，市群艺馆首次安排三

林镇参加发布，介绍了这一“社团联动、古

镇联合、文化联动”的创新之举。“一个镇承

办的全市活动，这样精细化运作，真是少

见！”曾参与本市各类大型文化活动的开幕

式总导演仪庚感慨。

融入非遗传承
本届民俗节一改往年邀请专家

研讨“纯粹民俗”的做法，规划师、基
层书记、高中生的加入，紧扣了三林
的实际，为论坛带来生命力。

把古镇集结起来了，民俗文化节的“文

化味儿”要怎么突出？在今年民俗文化节

文化论坛上，专家们一致建议，把非遗传承

融入进去。

“非遗在哪里，传承和保护就必须跟进

到哪里。”三林镇人大代表、镇文化服务中

心非遗办主任范丽雅说。作为上海民俗文

化节的发源地和连续的主会场，三林镇拥

有 1个国家级非遗项目、5个市级非遗项

目、4个区级非遗项目，占浦东新区非遗项

目总量的 1/6，也是全市街镇中非遗项目

最多的一个镇。

三林镇不仅是文化部授牌的“中国龙

狮运动之乡”和“中国民间艺术之乡”，还是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浦东绕龙灯”

的传承基地。本次民俗节开幕式上，以浦

东绕龙灯传承人陆大杰名字命名的工作室

正式成立。

未来，工作室将积极推进教育、培训、

传承、竞技、赛事等一系列举措，为保护好、

传承好非遗文化探索新路。“这是非遗保护

的好事，更是我们龙狮运动的大事！”从北

京赶来为陆大杰授牌的中国龙狮运动协会

秘书长于浩说。

本届民俗节，还一改以往年年邀请专

家研讨“纯粹民俗”的做法，不仅邀请了文

化部非遗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

俗协会名誉会长刘魁立，国家非遗保护工

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华师大博导陈勤建等

10位文化专家莅临指导，还邀请了上海规

划院的专家、三林镇和新场镇领导、三林塘

老街居民区书记以及 25位三林中学高一

年级学生参加，为规划设计有文化、有特

色、有情怀、有传承的“筠溪小镇”建言献

策。

在担任了6届民俗文化节文化论坛顾

问的闵雪生看来，“就民俗论民俗”的讨论

形式，如果不进行一点变革，论坛的出路就

会有问题。“正因为紧扣了三林的实际，呼

应民生的要求，搭准了文化的初心，这个论

坛才有生命力！”

向“初心”回归
——上海民俗文化节转身的背后

■本报记者 陈烁 通讯员 李耀华

台上，新场镇的锣鼓书、泗泾镇的皮影戏粉墨登场；台下，新河镇的崇明糕、高
桥镇的松饼阵阵飘香……今年三林镇举办的民俗文化节有了新气象，重拾“初心”，
也带来更充沛的生命力。

▲民俗文化节首次走出三

林，闭幕式在新场古镇举行。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非遗“铜人秀”吸引了许

多游客的好奇心。

□徐网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