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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之光

今天是第 41个国际博物馆日。上海

的百余家博物馆围绕“讲中国好故事，让文

物活起来”这一主题，推出丰富多彩的活

动。其中，浦东的17座博物馆有11座免费

开放，并推出10余项精彩活动。而在未来

几年，随着浦东博物馆版图的加速扩容，文

博观展将成为越来越多浦东人的文化休闲

选择。

文博活动丰富多彩

今天免费开放的11座浦东博物馆，除

了上海黄炎培故居、上海张闻天故居、上海

吴昌硕纪念馆、浦东新区南汇博物馆等常

年免费开放的博物馆，还有上海震旦博物

馆、上海东方地质科普馆等特色鲜明、平日

需要收取几十元门票的博物馆。还有部分

博物馆将免费观展时段延长到了晚上。“博

物馆之夜”活动，今晚将在高桥历史文化陈

列馆、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博物馆、上海中

医药博物馆举行，这些场馆将延时开放至

晚上 9时。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中医药博

物馆将免费日从 5月 18日一天，延长到了

6月17日，推出“免费月”活动。

5月 18日前后，浦东各文化场馆还将

举行10余项文博活动。在展览活动方面，

5月 18日当天，“中国梦境 金玉满堂”金

银、翡翠、玉石工艺大展与蒙医药文化展

览，将分别在南汇博物馆与上海中医药博

物馆开幕。5月 19日至 23日，上海吴昌硕

纪念馆将举行“上海·别府友好交流五人书

画展”，展览将集聚来自日本别府的艺术家

西村骏一与荒金大琳，以及中国艺术家吴

超、梁进青、吴越的书法、中国画、油画等作

品。

而在观众互动活动方面，5月18日至5
月 20日，震旦博物馆将举办“我眼中的震

旦博物馆”照片和文字感受征集活动；在 5
月19日的“白领之夜：博物馆幕后面面谈”

活动中，震旦博物馆馆长赖素铃将从幕后

走向台前，与观众分享展览背后的故事和

博物馆工作者的日常。历道证券博物馆则

将发挥行业优势，在今天举行投资者教育

活动，向到访的观众与投资者介绍证券知

识。上海东方地质科普馆则将在今天安排

地震科普讲座与地震模拟体验活动，向市

民传播防灾减灾的知识。

浦东将迎博物馆发展高潮

免费入馆观展、徜徉文博世界……博

物馆日活动已受到越来越多浦东人的欢

迎。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设施的重要组

成，浦东依然供不应需。记者从新区文保

所获悉，未来几年，浦东还将迎来一波博物

馆发展高潮，并进一步优化全市文化空间

布局。

上海市文物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

年年末，上海共有博物馆125座，其中96座
免费开放，相当于每 20万市民拥有 1座博

物馆。记者从浦东新区文保所获悉，浦东

现有17座博物馆，包括文物系统所属博物

馆4座，它们分别是张闻天故居、黄炎培故

居、南汇博物馆、上海吴昌硕纪念馆；行业

博物馆6座，以上海科技馆、上海中国航海

博物馆、震旦博物馆为代表；非国有博物馆

7座，以上海观复博物馆、上海美特斯邦威

服饰博物馆、上海东方地质科普馆为代表。

回顾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浦东

的博物馆事业从无到有，经历了较快发展，

具有“展馆高度集中、类型丰富多样”等特

征。

从资产分类上来说，浦东的非国有博物

馆数量多，展陈质量也令人称道。今年年初

正式开馆的中国最高博物馆——上海观复

博物馆，开创了国内博物馆开展金器专题陈

列的先河；而以中国古器物为特色的上海震

旦博物馆，在6000平方米的展厅内，陈列着

佛教造像、玉器、陶瓷器及画像石刻等门类

的数千件展品……有特色的展品，丰富的教

育活动，都令参观者流连忘返。

从地域分布上看，被誉为“东方曼哈顿”

的陆家嘴金融城，这片面积仅1.7平方公里

的区域，成为浦东博物馆最集中的区域。“身

处”陆家嘴金融楼宇的上海震旦博物馆、上

海观复博物馆、历道证券博物馆，“牵手”陆

家嘴中心绿地里的百年老宅——上海吴昌

硕纪念馆，共同助推“文化陆家嘴”的氛围营

造，为约50万金融城白领就近提供艺术欣赏

与文化休闲空间。

然而，放眼全市，浦东的免费博物馆数

量、浦东人均博物馆拥有量，仍低于全市平

均水平。在地理分布上，浦东博物馆集中

于黄浦江沿江区域，而广袤的郊区腹地、尤

其是南片地区，博物馆数量仍然不足。近

年来随着浦东郊区的加速发展以及人口导

入，文博观展正成为浦东人文化需求的重

要增长点。

令人期待的是，“十三五”期间上海将

大力推进“两轴一廊、双核多点”城市文化

新格局的建设，博物馆体系建设就是其中

重要一环。位列“双核”之一的浦东花木地

区文化核心功能区，即将新建上海博物馆

东馆。而在远郊，落户南汇新城镇的上海

天文馆已于去年开建，建成后它将是全球

最大天文馆。两座博物馆都将在 2020年

前落成，届时将进一步优化浦东的博物馆

空间布局。

本报讯（记者 吴燕）青花瓷是中

国文化之瑰宝，更是“一带一路”发展历

程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昨天上午，“一

带一路”科技文化展之“青出于蓝——

青花瓷的起源、发展与交流”特展在上

海科技馆开幕。50余件（套）青花瓷

文物以及“青花大观”魔墙展等高科技

互动体验，通过科艺交融的方式为观

众呈现了一道青花盛宴。

50余件珍贵青花瓷
展现文化辐射力

此次特展以青花瓷的起源、发展

与交流为主题，聚焦青花瓷诞生、成

长、繁荣与复兴历程中的重要节点，尤

其是通过对青花瓷伊斯兰元素、外销

足迹与技术传播等亮点的解读，彰显

其深远的文化辐射力，再现昔日丝绸

之路之辉煌，反映了当今“一带一路”

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精

神的历史渊源。

展览从上海博物馆、景德镇市陶

瓷考古研究所、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及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等

单位的馆藏中，遴选了50余件代表文

物，集中展现了唐代至民国时期青花

瓷的技术、文化和艺术特征，多角度地

诠释青花瓷的发展脉络、艺术鉴赏、文

化内涵、制瓷工艺、科学鉴定方法等。

展品中，一个清代康熙时期的“青

花果树纹油醋瓶”吸引了不少观众的

注意。明末清初，中国和欧洲的陶瓷

贸易达到巅峰，出现许多订烧瓷器。

这些瓷器大多按照欧洲当时流行的金

银器、玻璃器和陶瓷器仿制。这款油

醋瓶就是典型的订烧器，其瓶颈部两

管交叉，腹内一分为二、互不相通，一

半装橄榄油、一半装醋，往外倒醋时油

不会出来，往外倒油时醋不会出来，结

构非常精巧。

除了油醋瓶，特展中还有不少充

满异域风情的外销青花瓷精品，它们

无不昭示和印证了丝绸之路的历史辉

煌。记者了解到，中国古陶瓷的对外

贸易可以追溯到唐代，至14世纪中叶

的元代，青花瓷产品中相当一部分用于

外销。明代虽一度实行海禁，但海上丝

绸之路的贸易仍源源不绝。至清代康

熙时期，中国瓷器大量输往亚、非、欧诸

国，到18世纪几乎遍布世界各地。

科学艺术交融
立体展现青花瓷之美

除了 50余件文物，此次特展还推

出了高2米、宽6米的魔墙“青花大观”

以及增强现实互动展项“青花瓷之路”

等高科技的互动体验，给观众以全方

位、互动式的参观体验。

魔墙“青花大观”集中展示了来自

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荷兰

国立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

物馆、上海博物馆等馆藏的 400余件

青花瓷的照片。有意思的是，魔墙会

根据瓷器的年代、器形等不断滚动展

示各种青花瓷的图片。观众可在全高

清触控大屏上随意点击感兴趣的青花

瓷照片，图像将变大弹出，这一瓷器的

名称、年代、尺寸、来源等信息一览无

余。此外，观众还可以通过手写输入

的方式，搜索感兴趣的青花瓷，为喜欢

的瓷器图片点赞，并通过扫描二维码，

下载相关资料到自己的移动设备上。

展项“青花瓷之路”则选取了古代

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贸

易国、沉船遗址等，利用AR增强现实

的互动形式，带领观众一起探寻青花

瓷外销的盛况及其背后的故事。“青花

瓷之路”在古代丝绸之路地图上共设

置了 6 个热点，分别为合浦港、泉州

港、埃及、越南、荷兰和土耳其。观众

用自己的手机或馆方提供的设备扫描

热点时，会在平面的地图上展现出三

维、立体的建筑或是动画效果，亦能获

取更为详细的图文信息，可以更为生

动、直观地了解该地的背景故事，感受

丝绸之路的辉煌和繁盛。

此次展览作为 2017 年上海科技

节的重要活动之一，将持续至 6月 18
日，对购票进馆的观众免费开放。

■本报记者 曹之光

1910年的清末小说，就预见到了百年

后的上海世博会；1938年的上海电影，便

有人体冷冻、气候控制、机器人、视频对话

等科幻想象……

日前，“上海种子”文化项目之一：“过

去的未来”系列讲座在上海喜玛拉雅艺术

中心广场举行第二讲，上海图书馆研究馆

员、中华文学史料学会理事张伟主讲《上

海之未来——晚清民国的集体想象》。他

从清末民国时期的城市建设蓝图与市民

大众文化切入，展示颇为令人不可思议的

“事实”：百年前国人“脑洞”里的当今上

海，已与现实如此接近。

遗憾与前瞻并存
未竟的城市设计重视文体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召开让全国人

民欢欣鼓舞。“在晚清小说家陆士谔的笔

下，就有关于世博会的神奇预测。”张伟介

绍，陆士谔在 1910 年所著小说《新中国》

中，以梦境描绘了心目中的未来上海：上

海浦东正在召开“万国博览会”（即现在的

世博会）；为解决“过江难”和“乘车难”矛

盾，方便海内外游客参观，上海建起了地

铁、越江隧道和大桥；“跑马厅”（即现今的

人民广场）旁建起了“新上海舞台”（即如

今的上海大剧院）；浦东已开发，“现在浦

东地方已兴旺得与上海差不多了”，“中国

国家银行”就开在那里（如今陆家嘴国际

金融中心就是在浦东）……

“陆士谔对世博会的想象并非‘空中

阁楼’。”张伟认为，1851年已有中国人参

加世博会，此后无论是士大夫阶层，还是

普通百姓，都对世博会艳羡无比。陆士谔

的小说证明：人们已意识到世博会是国力

展示的一种方式。

如果说《新中国》对上海世博会的畅想

是神奇预言，那么上世纪30年代初开始的

“大上海计划”，则是未竟的遗憾。张伟介

绍，“大上海计划”拟以江湾为中心，在约

7000亩土地上建设一个“新上海”，以此打破

外国租界垄断上海城市中心的局面。1937
年，“大上海计划”因日寇侵略而夭折，营建

的一批公共设施建筑则一直沿用至今。“在

已建成的设施中，包括图书馆、博物馆、体育

场，一半都与文化体育有关。”张伟表示，这

种重视文体功能的城市规划蓝图，具有先进

性与全面性，值得今人报以敬意。

混乱时局中的亮色
征文预测上海未来发展

在晚清民国时期，对于上海未来的畅

想，不仅是小部分先行者的权利；在繁荣

的上海大众文化推动下，“上海的未来”已

成为各阶层市民的热门话题。

张伟表示，民国时期上海发行的两本

知名刊物《东方杂志》与《新中华》，分别在

1933年与 1934年，以《梦想的中国》与《上

海的将来》为题，面向市民发起征文活

动。一大批文化名人都在这两次征文活

动中，抒写了自己关于富强图存的思索。

由于时局原因，投稿中关于“痛苦的

梦”“物质的梦”的文字占据了大多数。然

而在普遍萦绕的悲观情绪中，征文中依然

存在亮色，茅盾写道：“作为世界第六大都

市的上海，必将有更大的发展。”

张伟介绍，预言准确、值得玩味的征

文内容还包括：上海地价房租飞涨，人们

都远离市中心入住郊区；上海交通大发

达，上通高架，下行地铁；跑马厅旁建大图

书馆，跑马厅原址改建为“人民公园”……

一部1938年的科幻影片《六十年后上

海滩》，则幻想了1998年的科学发达情景：

“人们已废除姓名，改用编号。来自上世

纪30年代的两名主角无法适应，慌乱中逃

入市政局。两人乱摁控制气候的电钮，导

致天气剧变，引起社会混乱。”张伟表示，

这部当时被认为“近乎胡闹”的影片，拷贝

早已经散佚，然而作为中国科幻片的先

驱，依然值得为后人铭记。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第 20届上海

国际电影节于 6月 17日至 26日举行。近

日，电影节组委会一连公布多个重量级展

映单元片单。今年首次设立的“FOX
2000：从纸墨到光影”展映单元中，影史佳

片《搏击俱乐部》将首次在中国内地公映；

“迪士尼经典动画展映”单元将上映多部

迪士尼动画影片；“一带一路”单元则遴选

了10多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佳作。

福克斯 2000 电影公司（FOX 2000
Picture）属于好莱坞巨头 20世纪福克斯电

影公司旗下，专注于将小说改编为电影，

文艺属性是其最大的特点。“FOX 2000：
从纸墨到光影”展映单元，将集聚《搏击俱

乐部》《怒火救援》《与歌同行》《穿普拉达

的女王》《少年派的奇幻漂流》5 部影片。

其中最有看点的莫过于《搏击俱乐部》，这

部 1999年上映的影片，无论是国外的 IM⁃
DB网站还是中国的豆瓣电影，其评分都

位列全球佳片前100。
在“迪士尼经典动画展映”单元中，电

影节为影迷回顾迪士尼经典创造机会：单

元中包含脍炙人口的《狮子王》等片，而诸

如《小飞象》《小鹿斑比》《小美人鱼》《幻想

曲 2000》《小熊维尼》等片，则从未在中国

内地公映。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共收到来自 106
个国家的 2528部影片参赛参展，其中“一

带一路”沿线47个国家就申报了1016部影

片，占据了四成，数量超过往年。

“青出于蓝”特展昨在上海科技馆开幕

珍贵青花瓷见证“一带一路”发展历程

今天是第41个国际博物馆日 浦东11座博物馆免费开放

“博物馆热”升温 场馆布局优化

百年前国人“脑洞”里的当今上海
“过去的未来”讲座重温20世纪初的未来想象

《博击俱乐部》将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公映

▲“青出于蓝”特展展出了50余件青花瓷文物。

◀观众可在魔墙“青花大观”触控屏上点击感兴趣的青花瓷照片。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