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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博物馆

比作一个人的话，你
会想起什么？一个从

厚重的历史里走出
来的不食人间烟火

的垂垂老者？ 事实
上，从电影《博物馆

奇妙夜》到源自河南

博物院舞俑的《唐宫
夜宴》， 博物馆为当

下艺术创作提供着
无穷的创意；从故宫

口红到大克鼎雪糕，

博物馆变得越来越

年轻、 越来越可亲、

越来越有趣了。

今年 5月，上海
博物馆推出了原创

短视频《了不起的宝

藏·探宝上博》，在第
一季中， 清代粉彩

瓶、犀角器、莲塘乳

鸭图等珍贵馆藏一
一亮相， 每一集仅 4

分钟，生动地讲述国
宝的前世今生。系列

短视频在 B站、快手
等平台以及学习强

国上广泛传播，古老

的文物突破次元壁，

与今天的年轻人对

话。

近年来，“舌尖

上的博物馆”受到追捧，这也是对博物馆和

藏品极佳的传播方式。 2019年，上海博物馆
配合董其昌大展推出“董其昌下午茶”，喝一

杯董其昌画风拉花的咖啡， 配上 “玄赏”米
糕，为观展提供了新的体验。今年 3月，三星

堆金面具出土，几个月后三星堆面具雪糕火
出圈；国家博物馆推出的四羊方尊 3D巧克

力，也让大家把国宝“吃进了肚子里”。

好的文创产品还不限于对博物馆自身
藏品的挖掘，更需要跨界、交融。 中秋咏月

的传统已经绵亘千年， 以月饼传递对家人
亲友的思念，也是一大传统习俗，月饼也是

传递文化的重要使者。 此次上博引入纽约
大都会博物馆的 IP， 让清代名画与梵高的

鸢尾花相遇，为中国传统“味道”增添了文
化成色。 这样的东西方文明交融的文创产

品，既好看又好吃，让海内外人士在品尝美
食的同时，更收获一种不寻常的审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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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1日，配音演员丁建华将

做客东方艺术中心的“声音的力
量”名家名篇多媒体视听朗诵会。

无论是《茜茜公主》中的茜茜公主，
还是《追捕》中的真由美，抑或是

《廊桥遗梦》中的弗朗西丝卡……丁
建华独具魅力的声音穿过光影岁

月，总是萦绕在观众的耳边。而这次

的朗诵会上，她将献上抗日巾帼英
雄赵一曼的《宁儿，我的孩子》，重现

赵一曼就义前与儿子的生死诀别，
把观众拉回到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抗

战年代。舞台下，丁建华在生活中也
总是能用声音传递着力量。

夜读赵一曼
这段关于赵一曼的故事，是丁

建华自己编辑的，“那是很多年前，

我 40多岁，去外地演出期间，瞻仰
了赵一曼的殉难处。我记得包头市

还有一条赵一曼街，在那里的纪念

馆我还看到了很多赵一曼的故

事。”丁建华说，“她被捕牺牲的时

候，才 30多岁，比我那会儿还小一
点，我们同样都是女性，也一样都

是女儿，是母亲。这种由衷的敬佩，
和小时候在课本上读的感受完全

不同。”
于是，她决定要用自己的声音

把赵一曼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当

时不像现在，手机可以随时拍照，我

只能请同行的朋友用照相机把纪念
馆里一段段故事拍下来。”丁建华

说。回到上海，丁建华就开始着手对
赵一曼的故事进行编辑整理，“很多

个夜晚，我看到赵一曼面对酷刑，我
都会流泪。”即便这么多年过去了，

哪怕是东艺的后台排练，她每每和

年轻人讲起女英雄的故事，依旧会
热泪盈眶。

榜样的力量
事实上，丁建华从小就对英雄

充满了崇敬。小时候，她住在崇明

岛上，农场隔三差五会放电影，《上
甘岭》《英雄儿女》《红色娘子军》

……没有一部是丁建华漏看的，有
些她甚至看了几十遍。《红色娘子

军》她看了几十遍，只要放映，她必

去看。有年冬天，下雪路滑，爸爸不
让她去，把她锁在家里，她跳窗户

跑去看，回来面对气得要打她的老
爸，她觉得自己像女英雄那样大义

凛然。
“好的文艺作品，真的能给少年

树立榜样。”丁建华说，“我在新闻上

也看到了，有些演员的所作所为真
的不仅让演员这个职业蒙羞，也给

年轻人起了坏的示范作用。”
丁建华的言行也影响了自己

的女儿。女儿复旦毕业，现在是企

业高管，有很多机会出国工作，而
且出去的工资是在上海的数倍，但

她都拒绝了。丁建华问她为什么，
女儿对妈妈说：“你不是总告诉我，

父母在不远游，上海是我们的家，

哪里能比得上家？”是的，丁建华自

己也住在 80多岁的妈妈附近，“走
过去十分钟。”

牵手颂祖国
外孙女上幼儿园的时候，丁建

华就拿出自己朗诵的《祖国啊,我亲

爱的祖国》给她听，小姑娘听着听着

就流泪了。外婆问她：“你怎么哭了？

你是听到什么特别感动的吗？”外孙
女说：“我觉得你很爱祖国，但祖国

那时候很苦，你想让她不苦，我就哭
了！”后来，外孙女幼儿园毕业典礼

的时候，拉上外婆一起上台，给小朋
友一起朗诵了这段《祖国啊,我亲爱

的祖国》。
今年，外孙女已经上预备班

了，丁建华看到好看的电视剧会分

享给她。前段时间，电视剧《大决
战》把丁建华看得热血沸腾，她就

打电话问外孙女看了没有。祖孙俩

坐在电视机前看《大决战》，那些有
力量的声音也伴随着女孩一天一

天长大。
本报记者 吴翔

用声音传递力量
———访配音演员丁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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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牵手大都会博物馆推出文创月饼

    今年的网红月饼中，有了博物馆文创的加

入。上海博物馆首次以 IP联名合作的形式牵手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两馆从各自的文物收藏中

提炼出“赏花”“赏月”两大主题，“花好悦圆”文
创在东西方都能博得口彩。

上海博物馆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 IP

联名合作的形式首次携手打造的“礼遇东西”系

列月饼，以上海博物馆藏清代余集《梅下赏月

图》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后印象派大师梵高
《鸢尾花》为灵感，希望借东情西韵的概念，为

华人同胞送去家乡的问候。运营方品源文华表

示，此次为上博与大都会牵线，看重东西文化
交流的双重价值，是一次非常好的中国传统文

化向国际传播的尝试。
清代画家余集是乾隆年间的进士，钱塘人，

他除了是一位出色的画家以外，还是一名诗人，
诗文、书法与绘画并称三绝。画作题材取材广

泛，人物、山水与花鸟均有造诣。上海博物馆藏
《梅下赏月图》为他的经典作品。

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本馆）门前仿汉唐与

北魏的八座石狮子，由上海油画雕塑院的当代
雕塑家仿照古代馆藏石雕重新创作而成。开馆

至今 20多年，它们镇守上博南门，成为上海博

物馆的视觉符号。此次是它们第一次代表上海
博物馆跨界出征，在文化衍生品中亮相。

除了与博物馆同道合作，上海博物馆还与
凯悦集团共同推出花好“悦”圆中秋礼盒，这是

两家继“博观悦取”文创咖啡体验店落地新天地
之后的又一次合作，继续探索文旅结合为传统

文化再赋能之路。
礼盒以饼与礼的结合为设计理念，以

上海博物馆藏孙克弘《花鸟册》为设计来
源，简约的笔触勾勒出鸟儿栖息于疏竹之

上，与中秋明月相呼应的画面。礼盒内含有
孙克弘花鸟艺术盘一件，以及月饼 8枚。

两种不同的跨界合作方式，融汇传统
文化与现代潮玩，一经推出，广受欢迎。其

中，花好“悦”圆中秋礼盒第一批刚上架就
已经售罄，“礼遇东西”系列月饼在线上

排行同品类销量 Top5。
上海博物馆向文物爱好者发出邀

请，这个中秋小长假，来上海博物馆打卡看
展，别忘了品尝限量文创月饼，收获双份祝

福和惊喜。 本报记者 乐梦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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