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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起，若是从上南路161号进入中华

艺术宫，你将会与一位阔别10年的老友不

期而遇——一块“上海美术馆”字样的巨石

稳坐于转角处的绿化带中。10月1日，是上

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迁址浦东10周年的

日子，镌刻了“上海美术馆”这五个字的石头

昨晚回归。

年初，征集与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

相关的纪念物活动悄然开始。8月，上海美术

馆原馆长李向阳接到一张微信照片，那正是

南京西路325号原上海美术馆门口伫立了10

余年的刻有“上海美术馆”字样的石头。在上

海美术馆馆长陈翔等人的护送下，大石头昨

晚稳稳落地中华艺术宫，绿化带空余的位置

刚刚好。陈翔表示：“上海美术馆从未离开，

上海美术馆的精神会回来的。”

在接下来的计划中，中华艺术宫将全面

梳理上海美术史，推出“何谓海派”系列、“十

年 ·海上风华”等一批以海派美术和上海城市

精神为主题的重量级新展。

“何谓海派”系列展览首期将推出“历史

的星空——二十世纪前期海派绘画研究展”

“艺术百年 ·光风霁月——上海近现代美术史

特展”“小人书 ·大智绘—贺友直诞辰百年纪

念展”三项重量级展览，首次完整展示上海近

现代美术史发展脉络，完成“海派”这一重要

名词的探源和近现代上海美术发展历程的呈

现。“十年 ·海上风华——庆祝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上海美术作品展”则是对当代上海美

术主题创作的一次集中检阅，全景式展现新

时代上海美术创作成果。展览汇聚国内外美

术名家和青年才俊，描绘上海城市10年来发

展进程……

中华艺术宫作为一座公益性艺术博物

馆，也将成为“社会大美育”氛围中的美术大

课堂，在基于现有中国画、油画、版画等22个

门类、1.8万件以海派绘画为核心的藏品宝库

基础上，辐射到五个新城，并已依托奉贤落英

缤纷文化中心打造上海美术馆分馆。在公共

教育方面，“上海美术大课堂”“流动的美术

馆”等活动已成为深入人心的品牌。

本报记者 徐翌晟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第三届“上

海市建筑遗产保护利用示范项目推介名

单”上午在刚修缮完成的中福会少年宫

大理石大厦揭晓，龙华塔、麦边大楼（亚细

亚大楼）、古猗园、李白烈士故居、圣心医

院、虹桥老宅、文联老大楼、上海天蟾逸夫

舞台、公益坊等13个项目入选，包括10个

保护利用示范项目和3个科技创新科研

项目。据主办方介绍，此次评选出来的示

范项目，主题是“科技赋能文物保护，活化

利用全民共享”，也是这10年间上海文物

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缩影。

中福会少年宫始建于1924年，是具

有法国古典主义风格的一幢建筑，又叫大

理石大厦（见右上图）。本次修缮将传统

修缮工艺与科技有机结合，运用三维激光

扫描仪、无人机等高科技手段对建筑的数

据进行全面采集；使用内窥镜探查保护构

件以及内部构造和损坏情况，为修缮提供

了坚实的科学依据。同时，在重点保护部

位运用了传统揩色工艺、贴金工艺、斩假

石等工艺，使这幢百年建筑的历史风貌得

到维护，更加健康、完整、真实地交给青少

年使用，践行宋庆龄先生的嘱咐：“把最宝

贵的东西都给予儿童”。

入选的龙华塔（见右中图）始建于公

元247年，宋代重建，为第六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此次保养维护工程以不

改变文物原状为原则，最小干预实施“精

细化”护理，拆除20世纪90年代安装的泛

光照明灯具和管线，消除文物安全隐患；

对塔刹贴金剥落部分予以修复，清除屋面

杂物、植物等，减少高空坠物风险；对木构

件、檐角风铎实施养护，恢复“秋江塔影”

的历史意境。

同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伍江表示，

上海在文物建筑、建筑遗产保护方面出

现越来越多的范例，也展现出一支非常

强大的保护队伍，使得历史建筑按应该

的、理想的方法保护好、修缮好。通过

历史建筑的保护，让文化遗产保护观念

深入人心，也让公众对

文化遗产保护有更多的

认同感。

10年间，中华艺术宫共接待观众1800余万

人次，举办展览250余场，馆藏作品达2949件。

此外，中华艺术宫还积极举办各类公教活动近

2000场，共计服务观众20余万人次。“文化志愿

者”累计服务总时数275184小时。微信公众号

关注人数超22万人。

首批“海派城市
考古新发现”今公布

“上海市建筑遗产保护利用示范项目推介名单”揭晓

唯看市民心之所向海以上海

本报讯（记者 朱光）今天是世界旅游日，市文旅局邀
请市民共同参与、发掘、评选的“上海海派城市考古新发

现”公布首批名单。“最后的老城墙”——上海现存7座老

城墙、“何以上海”的城市踪迹——以海派绘画为定位的上

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等、“鲁迅的观影片单”——《鲁迅

日记》里提及的虹口上海电影发展踪迹等10条“新发现”

上榜。

上海的每一幢建筑，每一条马路，每一家小店，每一座

影剧院、博物馆、美术馆，都承载着上海文化的印记，彰显

着上海旅游的魅力。海派城市考古，正是聚焦上海都市文

旅特点，借鉴了传统考古范畴“价值发现”的功能和意义，

以城市考古为起点，发现城市、体验城市、分享城市、推介

城市，实现都市文旅资源的再挖掘、都市文旅价值的再发

现、都市美好生活的再体验。

“海派城市考古”是推动上海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

一次卓越实践，有四个鲜明特点：这是公众参与平台，让人

们从简单的网红地打卡这一同质化城市探索，进入到文化

旅游体验这一更新更深更高的阶段；这是文化资源挖掘，

不仅要静态系统记录、考证、梳理城市物理空间下的文脉

肌理和生态分布，更要动态系统整合、盘点和宣传推广宜

游的城市文化旅游资源，从而打造、提升、完善和赋能城市

的文旅功能和内涵；这是都市旅游方式，既能激发市民游

客对于城市历史文化的想象和怀旧，更能激发他们对于上

海当今发展变迁的关注和探究；这是城市品牌推广，实施

海派城市考古，就是要解码海派文化基因，建构海派资源

脉络，弘扬海派精神品格，向世界讲好中国理念和上海故

事，主客共享，近悦远来。

“海派城市考古”自年初开展以来，各种文旅新发现、

新玩法、新路线不断涌现，逐渐成为市民游客，特别是年轻

人具有深度文化体验的新型都市旅游方式。希望通过人

人参与、人人共享的海派城市考古，助力打响“上海文化”

和“上海旅游”品牌，让市民游客发现与众不同的风景，分

享喜爱上海的理由，充分享受上海这座人民城市的暖意、

惬意和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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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山沙滩的“一眼千年”：
上海最早的古文化遗址

■ 北宋文人的“雅集”：汇聚
北宋文人雅士的青龙镇

■ 海上的“万里长城”：华亭
古海塘、京杭大运河和万里长

城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

■ 苏州河畔的“中国之最”：
苏州河两岸历史建筑勾勒出

国际大都市的前世今生

■ 最后的老城墙(见上图)：抗
击倭寇、小刀会……今日，上

海依然留有7座城墙

■ 转角的“爱情神话”：风雅
南昌路

■ “何以上海”的城市踪迹：
从大师故居与美术馆中串起

海派绘画的脉络

■ 魔都的“小故宫”：杨浦图
书馆与旧上海博物馆等构筑

起“江湾历史文化风貌区”

■ 不为人知的“北市”：四行
仓库曾是大名鼎鼎的“北市”

■ 鲁迅的“观影片单”：《鲁迅日
记》里提及“我的娱乐只有看电

影”，其片单可寻觅虹口电影发

展踪迹

“海派考古新发现”首批名单

发海美术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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