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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送爽的季节，2024 上海劳力士大师
赛如约而至。

这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盛宴， 更是文
化交流与融合的璀璨舞台。 从 2011 年开始，
每年赛事期间，上海都会以东道主的身份，精
心策划一系列文旅与赛事的联动活动， 其中
最著名的当属由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与赛事方

共同举办的“大师浦江夜”活动。 从细腻入微
的剪纸艺术到色彩斑斓的金山农民画， 从热
闹非凡的舞龙舞狮表演到香气四溢的南翔小

笼包， 每一项活动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
的生动诠释， 不仅为参赛的大师们提供深入
了解中国文化的独特体验， 也让世界通过网
球这一国际语言， 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上海乃
至中国的文化魅力与开放姿态， 为上海打造
生动的“城市背景板”。

从 2011 年到 2023 年， 十届赛事， 十场
“大师浦江夜”， 如今回头去看， 可谓细节满
满、 意义非凡。 本届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开赛
前， 我们特意采访了上海久事体育产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的品牌主管李靖，他全程参
与了所有相关活动的策划与执行， 分享了一
些当年的初衷和趣闻。

2009 年，上海大师赛创始元年，赛事各方
就相信：赛事宣传与城市推广密不可分，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上海大师赛应该成为展示上海

城市形象和活力风貌的重要平台。 所以，参赛
的大师们来上海后参与一些特色体验， 其实
从 2009 年就已经开始。 就在这年，久事体育
策划了“最快的网球”活动，安排球员在上海
的磁悬浮列车上打球，车的速度＋网球的速度
相结合， 无与伦比的场景＋体验；2010 年，恰
逢上海主办世博会， 当年的大师赛， 策划了
“九馆联动”、“大师游世博”等活动，聚焦世界
目光。 当年还没有“流量”的说法，放到现在，
这样的活动绝对“流量逆天”。

如何选定合适的互动项目给大师们去体

验、在哪里体验、场景形象如何展现，这些都是
赛事组织者要花大力气去操办的事情。 李靖介
绍说，上海本地特色的文旅项目、非遗项目，既
能代表上海形象，又有好的互动效果，其实是
有数据库的，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办的牵头指导
下，活动各方每年都要坐下来“碰一碰”，协调
球员、互动文化项目、机构，最终让创意和活动
成功落地。 难能可贵的是，上海的非遗文化传
承人受到邀请后都很重视， 都会精心准备，最
后呈现的作品也都很有价值， 举个例子，2012
年英国球星穆雷、蒂普萨勒维奇、张择，和颛桥
剪纸传承人周若妹共同完成剪纸作品《上海大
师浦江美景图》， 表现形式为浦江两岸景色的
卷轴，参与活动的大师剪出了上海的“上”字和
网球图形， 作为一幅特别有意义的共创作品，
目前被保存在闵行区的博物馆内。

如今回眸这些精彩的瞬间，所有记忆的片
段都被凝聚成时光的印记，镌刻在所有参与者
的心中， 这份心灵深处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是

难以言喻又无法忘怀的。 李靖说，十次活动，每
一年、每一次印象都很深，有一些花絮如今想来
更有一番滋味，比如 2013 年，原定的计划是：
捷克球星伯蒂奇和瑞士球星瓦林卡，与金山农
民画传人一起在国际客运中心的码头，以美丽
的浦江为背景，共同完成一副农民画作品。 所
有环节都准备好了，结果活动当天，强台风“菲
特”来了，水位猛涨，整个码头被水淹了，原先准
备的工作人员变成了“抗洪抢险”的志愿者。“我
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台风名字叫‘菲特’，我们都
说，这下‘废特’了（上海话口语，意为：所有的准
备和努力白费了），后来在市政府新闻办的协调
下，活动转移到在码头边一个咖啡厅的半透明
帐篷里举办。 但每个人心里实在不甘， 于是
2014 年，当年选定的互动活动是非遗项目“上
海三林舞龙舞狮”表演，我们还是选在了国客中
心，那天天气特别好，活动效果非常赞，大家都
特别开心。 ”

此外，2018年， 正值大师赛举办十周年之
际，当年那场活动也让人印象特别深刻，这也是
目前为止仅有的一次不在黄浦江边的活动———
那年选择的地点是中共一大会址旁的兴业路

上。 李靖回忆说，当时新闻办的领导提议，是否
可以考虑把活动放在一大会址旁的兴业路上，
一方面，那里有保存最完整的上海石库门、海派
风情建筑，另一方面，在一大会址这样的红色地
标旁边做赛事推广， 对恰逢十周岁的大师赛来
说更有历史意义。后来在各方协调推动下，包括
一大会址的管理方、 黄浦区、 公安等各方面沟
通，大家都非常投入，非常配合，于是我们就看
到了国际网球大师在兴业路上打网球、 并一同
体验制作上海非遗项目“海派灯彩”的盛况。 各
方接受度都极高， 球员还去参观了上海新天地
石库门屋里厢博物馆， 体验了上海传统里弄的
家居布置和生活氛围，他们对上海、对中国都有
了全新的观感。

这些国际网球巨星本身都自带流量，加上
国内外新闻媒体对活动的报道，这就变成了上
海这座城市做国际传播的最好途径。另外，这些
别具匠心、文旅交融的活动不仅让远道而来的
网球大师们在大赛前放松身心，更在无形中搭
建起一座座认知、认可的桥梁，让他们在体验中
感受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韵味。同时，这
些活动也向世界展示了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

文化包容性和创新性，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
在这里找到共鸣，增进理解和尊重。 从推广上
海城市形象的角度，明星和赛事仿佛成为最生
动的“城市背景板”，借助网球明星和大师赛的
世界影响力，我们的城市形象走到了前台。

去年开始，“夜景”概念也开始“升级”———
从“大师浦江夜”变成了“大师浦江行”，不再局
限于夜间，白天的上海同样风姿绰约，靓丽迷
人。据悉，今年的活动也已经策划筹备完毕，届
时将在国庆期间呈现给所有市民和球迷。

晨报记者 黄宇龙

法国球员西蒙和西班牙球员罗布雷多各自

用毛笔书写了中国书法大字“上海 大师”。

英国球员穆雷、塞尔维亚球员蒂普萨勒维
奇 、中国球员张择 ，和颛桥剪纸传承人周若妹
共同完成剪纸作品。

捷克球员伯蒂奇

和美国球员伊斯内尔

参加上海非遗项目“上
海三林舞龙舞狮 ”表
演。

捷克球员伯蒂奇和瑞士球员瓦林卡，与金山
农民画艺术家一起完成一副农民画作品。

英国球员穆雷和

中国球员张择一起体

验制作上海著名点心

“南翔小笼包”。

大满贯得主瓦林卡

和捷克球员伯蒂奇，与海
派皮影戏传人朱墨钧一

起操作皮影戏。

保加利亚球员迪米

特洛夫和克罗地亚球员

马林西里奇与青少年网

球赛事冠军互动。

德国球员兹维列夫

和克罗地亚球员马林西

里奇在新天地一同制作

上海非遗项目 “海派灯
彩”。

西班牙球员阿古特

与奥运乒乓冠军王励勤

在东方明珠电视塔切磋

乒乓球技艺。

澳大利亚球员德米

纳尔与美国球员弗里茨

在世界会客厅与青少年

球员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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