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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杨浦浦··

乐游

一卷文创胶带里，可能藏
着百年前名人的呐喊“金句”；
一款看似简单的印花文件夹
背后，是文物穿越时空的回响
……文创，似乎正在重新定义
人们与文化之间的对话方式。

在数字化浪潮与消费升
级的驱动下，杨浦正以文化为
纽带，将历史沉淀与现代创意
融合，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消费
新场景。 从国内首家新闻出版
专业博物馆到大学路的 “网
红”书店，当下，越来越多的文
博场馆 、 实体书店等文化载
体，尝试以“知识场景”与“情
绪消费”为支点，撬动城市文
化活力，为市民带去一场兼具
深度与温度的沉浸式体验。

书页间的“鳞”动之美
揭秘中国古代书籍的精妙装帧

让文物“活”成文创

坐落于周家嘴路 3678 号的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自
2023 年开馆以来，便成为沪上文
化新地标。 这座建筑面积达 1 万
平方米的博物馆，不仅以“百年
文存”展区复原了中华书局图书
馆旧藏书的震撼场景， 更通过文
创商店将厚重的历史转化为可触
可感的消费体验。

成排的彩色文件夹， 上面印
着第一期《布尔塞维克》《前锋》
《点石斋画报》 等旧刊封面；
1987 年的上海市公共交通月票，
被设计改造成玫粉色的硬壳卡
套，穿越时空发挥作用；印着新时
代、义勇军等字样的雨伞，倒挂空
中颇具艺术效果……

步入博物馆一楼， 右手边就
是一家文创商店。 店内围绕着出
版相关的时代记忆， 将馆藏文物
元素融入日常用品。其中，精选近
现代主要出版机构标志为创作素
材的钥匙扣、复古徽章，以馆藏展
品为开发元素设计的书签、 帆布
包， 印上了近现代新闻出版人名

言警句的“名言胶带”，都是畅销
商品，传递展品的当代生命力。

“这些文创产品， 大多数是
我们与上海市出版印刷高等专科
学校师生们一起构思、 创作而来
的。 ”馆员介绍。 原来，博物馆与
毗邻高校展开深度合作， 推出
“产学研共创计划”。学生们以馆
藏文物为灵感， 贴合年轻人的文
创商品需求，开发出一系列产品，
既保留传统工艺美学， 又贴合时
尚审美。

杨浦正在掀起“文博热”。博
物馆不仅售卖文创， 更通过活动
强化互动。 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
版博物馆， 市民们在体验线装书
制作、文字拓印等活动中，将知识
消费转化为深度参与。 这种“可
带走的记忆”模式，既激活了文
物价值， 也为区域文化产业培育
了创新人才。

“文化综合体”大胆跨界

书店的文创生态同样繁荣。
在大学路这条充满青春气息的
“网红”街区，大隐书局创智天地
店以其“隐于市”的格调，成为都

市人的精神“补给站”。
这家 1300 平方米的书店，

正在通过“图书 + 文创 + 茶饮 +
展览”的复合业态，将文化消费
转化为情绪疗愈的载体。 今年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之际， 书店
内， 上海映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携手国内首款印刷文化 ip“in仔
&kk”，推出限时快闪“先‘疯’
之家”。 一层休息区被改造为一
半办公室、一半教室的格局，模拟
真实场景，大 logo 写着“上班 /
上学哪有不疯的”俏皮标语。 教
室墙上挂着“流动红旗”，多巴胺
色调的 “工位” 上放着鲜活的
“绿植”“薯片”“电脑”，虽
“疯”却又活力无限。

顺着阶梯走到地下一层，这
里还另有乾坤。 左手边是一片融
合空间， 不仅陈列书籍、 提供茶
饮，还售卖各式文具。右手边则是
一片完整的文创区， 一头扎进其
中，能看到国内外众多 ip 的衍生
品，有二次元文创，也有盲盒等潮
玩，很受年轻人追捧。

最近， 大隐书局创智天地店
还与中华老字号“華豐”展开合
作。 華豐创立于 1915年，是国内

最早生产活字、 中外文铜模而享
誉海内外的专业制造商， 曾经的
字体设计、铜模制造、活字浇铸能
力位居全国之首。本次合作，打造
了一片華豐主题空间， 展陈铸字
机、铅活字架、活字印刷等实物展
品，还原百年前生产场景。 此外，
现场还展售兼具使用与收藏价值
的文创产品。

一枚小小的书签、 一方淡淡
的香薰， 这些文创不止是实用而
已，还能为年轻人提供情绪价值，
帮助他们释放生活压力。在这里，
人们模糊了消费与表达的边界，
使实体书店成为都市人情感的
“中转站”。

“我们大隐书局实行一店一
策， 即每家分店都会根据实际客
群特点，开展个性化运营。 ”大隐
书局运营部副主任余亚琴表示，
“而创智天地店就是根据大学路
地理位置的特殊性， 结合年轻人
需求量身打造的。不论是书籍，还
是各类文创， 我们希望切中高校
学生、园区白领的需求点，不仅卖
书， 更为他们带去一种生活方
式。 ”

（上观新闻）

“经龙装”《红楼梦》的
传承与创新

在众多馆藏书籍中，“经龙
装”《红楼梦》以龙鳞装为核，融合
经折之韵，堪称一件巨制。 书中绘
图均取自辽宁旅顺博物馆藏清代
孙温绘《红楼梦》插图，该组插图
绘成于清同治丁卯至光绪癸卯

（1867-1903）年间，画面围绕原
著故事情节， 图中绘有山水人物、
花卉树木、楼台亭阁、珍禽走兽、舟
车轿舆等，主要人物采用“写真”
技法， 注重面部肤色肌纹之渲染、
形神兼备。

这件作品由龙鳞装非遗传承
人张晓栋经过四年探索完成。 该书
一套八函，重 200 公斤，合上 1.23
米，摊开逾百米，以现代艺术理念
融汇古代装帧工艺，重新诠释了经
典名著。

图书整体采用经折装装帧手
法，内装裱龙鳞页，即经折装和龙
鳞装的合体———经龙装，书籍展开
后， 每一折页内芯均采用龙鳞装，
是中国书籍制度当中非常宝贵的

龙鳞装的一种传承。 图书内页龙鳞
装印刷方式为双面印刷，每页边缘
正反两面图画均不相同，展开后边
缘图画可拼接为一幅完整的画面。

经龙装的出现，使书页画面的
变化配合图案的游走，突破传统图
书的体例，可呈现出舞台剧这种综
合艺术的特色。

装帧的演变
重构着阅读的方式

装帧对书籍而言是重要工序，
装帧方式的演进对书籍的保存作
用不容小觑。 据了解，我国古代书
籍装帧大致经历了简策、卷轴和册

叶三个阶段。
在雕版印刷术发明前，书籍为

手工抄写，被称之为写本术；在雕
版印刷术发明后，通过雕版印刷的
书籍被称之为印本书。 印本书出现
之初，书籍的主要装帧形式是卷轴
装。

据了解，唐代近体诗格律发展
促使韵书流行，这类工具书需频繁
翻检，传统卷轴装不便，催生了龙
鳞装这一新型装帧方式。 以长条底
纸为轴，书页右端错落粘贴于底纸
上，展开时书页如鳞片层叠，因此
也被称为“龙鳞装”，卷起时内部
书页逐次朝一个方向卷旋转起，形
状似旋风，也称“旋风装”。 这种形
式既保留卷轴形态，又通过缩短长

度提升便携性。
“龙鳞装”突破卷轴装舒展冗

长的缺陷，通过分页粘贴实现快速
定位，兼具保护书页与提高检索效
率的双重优势。 作为卷轴制向册页
制过渡的关键形态，龙鳞装既承袭
传统卷轴外形，又孕育了分页装订
的雏形，为宋代蝴蝶装等册页形式
的成熟奠定技术基础，体现了装帧
演进中功能需求驱动创新的规律。

从唐代的韵书到经龙装的《红
楼梦》， 书籍装帧成为中华文明匠
心的一大缩影。 在上海印刷博物馆
的展柜中，这些装帧艺术成为历史
的见证，更为文化延续构建起新的
桥梁。

（杨浦文旅）

书籍不仅是信息的载体，更是可触摸的艺术。 印刷与装帧，作为书籍的“骨
架”，凝结着匠人对文化的敬畏。

位于杨浦区水丰路 100 号的上海印刷博物馆，是一座有关书籍装帧的殿堂，
展现了中国古代装帧技艺的巅峰，更彰显着杨浦深厚的文化底蕴。

龙鳞装，是中国古代图书的珍稀装帧形式，宛如游龙隐于纸页之间。 舒展开
后，书页错落相积，状似龙鳞，而得名“龙鳞装”，它融合了卷轴与册页的优点，既
节省纸张又便于翻阅。

杨浦新消费观察——

“花式”上新的文创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