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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徐翌晟）《辞海》网络

版2.0昨天在上海社

会科学馆发布，基于

《辞海》内容的智能硬

件产品“辞海智能词

典笔”也同时发布。

《辞海》网络版于

2021年5月上线，是

一款在电脑、手机等

设备上随时随地可以

查阅，融合了音视频、

图像和三维立体模型

的有声、有色、有形的

立体“辞书”，也是我

国第一部走向互联网

的大型综合性辞典。

一年多来，已为300

多万用户提供超过1

亿次知识查询服务。

本次发布会推出的

《辞海》网络版2.0，进

一步增补词条、优化

界面、升级技术，还与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合作推出“百年党

史”专题，集中反映了

《辞海》网络版升级迭代的成果。

会上同时发布了基于新版《辞海》内容的智能硬件“辞海智能

词典笔”，聚合海量内容资源，融合数字智能技术，标志着《辞海》

品牌向全新领域的迈进。用户遇到需要查询的生字时，只需拿起

“辞海智能词典笔”，轻轻一扫，即可获得单字的发音，同时屏幕上

会呈现该字的拼音、释义、组词以及对应的英语翻译，整个过程不

到一秒钟。“辞海智能词典笔”还收录了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字

形，以及篆、隶、楷、草、行五种书体的书法代表作，用户既可了解

汉字的早期形态和演变轨迹，也可由此欣赏汉字之美。

昨晚，步入而立之年的上海影视乐园官宣启动

四大沉浸式项目——“武康大楼”沉浸式互动酒店、

美影 IP无动力儿童乐园、沉浸式野奢电影营地、

“新世界”沉浸式剧场。这标志着，作为中国最早的

影视基地之一，上海影视乐园升级进入3.0时代，全

力打造沉浸式影视乐园。

新玩法
“武康大楼”沉浸式互动酒店，已经出现在上海

影视乐园的“老上海地图”上。上影整体复刻上海

文化坐标——武康大楼，引入雷雳酒店管理，打造

适配老上海风情的沉浸式互动酒店。在这里住一

晚，将是乐园沉浸式娱乐不可或缺的体验。

美影IP无动力儿童乐园，由美影联合高端游乐

品牌凯奇集团打造，对《大闹天宫》《天书奇谭》等大

众耳熟能详的经典动画IP进行“再创作”，将成为亲

子家庭的欢乐之源。

上海影视乐园外滩公园电影主题营地将开启

户外露营升级版，多元户外活动将给游客带来丰富

的电影主题体验。

今年十一长假，上海影视乐园“新世界”沉浸式剧

场内，上影制作携手沉浸式业态开发领军团队狸想

国，让经典电影取景地化身沉浸式剧场，观众可以全

套装扮化身为老上海故事里的角色，穿越时空入局悬

疑大戏。

再发力
作为中国十大影视基地之一，30年来，上海影

视乐园不但是最成熟的老上海拍摄基地，也是广受

欢迎的老上海风情旅游景点。三十而立，上海影视

乐园此次启动的四个项目，囊括了目的地酒店、沉

浸式剧场、亲子互动、户外露营等品类，均带有显著

的新潮流生活消费属性以及IP化思路，指向了影视

乐园全新的运营模式——沉浸式IP开发。

事实上，自2020年下半年以来，上海影视乐园已

经开始对“沉浸式体验”作了多次探索：有“初心号”红

色巴士沉浸式党史学习教育课堂，有满足企业拓展的

“终极代码”沉浸式互动团建，还有满足电影及文化爱

好者的“电影奇妙之旅”沉浸式影视研学等。今年金

秋，恰逢上海一年一度的旅游节，即将在上海影视乐

园举行的上海旗袍文化艺术节，也将引入沉浸式互动

形式，带来穿越式的升级体验。

下一站
3.0版本的“沉浸式影视乐园”才启动，方向却

直指下一站：4.0版本“元宇宙”乐园。据介绍，相关

布局业已展开。

作为上影打造沉浸式影视乐园发布活动的主要

载体，“乐园旗遇”活动引入一批文娱产业、数字产业的

大咖，展开跨界交流，研讨线上线下“虚实交互”的“沉

浸式影视乐园”发展路径。

“线下的沉浸式娱乐，犹如一盘大型实景游

戏。”谈及沉浸式娱乐与游戏的共通性，椰岛游戏联

合创始人、首席运营官陈闻以《江南百景图》举例，

“上海影视乐园有理由也有条件打造线上线下的

‘海派百景图’。”

专业人士观察到，文化内容的赋能，正推动着

新兴的消费品类在线上线下联动拓展。作为泡泡

玛特早期投资机构，蜂巧资本创始人屠铮表示：“国

潮文化的消费品类当前已非小众赛道，自带的文化

体验属性，也有望推动国潮文化的消费品类在线下

的拓展，上海影视乐园整体的调性与国潮文化消费

品的线下场景较为匹配，海派元宇宙文化消费场景

令人期待。” 本报记者 孙佳音

本报讯（记者 吴翔）今天上午，上海黄

浦江苏州河沿岸工业遗产摄影大赛优秀作品

展在普陀区文化馆一楼城市创艺空间开幕。

从一幅幅照片中，可以看到“一江一河”畔工

业遗存的改造、更新与现状，这些作品也蕴含

着市民对城市工业遗产的深厚情感。

在展览中，观众不仅可以看到杨树浦发

电厂内部的残影、2014年大桥下繁忙的立丰

船厂、废弃的船埠、寂静空旷的屠宰场、带着

岁月痕迹的老设备……还能看到保留着斑驳

痕迹的设备矗立在时尚艺术园区，抓煤用的

大抓斗成了江边独特的雕塑风景，船厂码头

的钻焊平台变成亲水的露天广场以及具有工

业艺术风格的滨江公共空间……

摄影爱好者沈焕明坚持摄影50余年，把

镜头对准了民生码头的变化（见图）。100年

前的民生码头当时在远东地区是数一数二

的。民生码头筒仓是原民生码头中的散粮、

散糖筒仓，其中四万吨筒仓和八万吨筒仓是

港区的标志性建筑，曾是亚洲容量最大的粮

仓，也是民生码头中最具震撼力的工业遗

产。时至今日，民生码头的传统功能已退出

历史舞台，通过整体改造，构筑开放空间，从

粮仓转型为展场和艺术空间。

“在曹杨路桥上能闻到留兰香牙膏的味

道，那里有个牙膏厂，记忆就会留有味道；武宁

路桥，我的第一张苏州河的照片就是在这里

拍的，我在下班时可以看到炉火通红，有时候

会冒出很浓的浓烟，现在这里已改造成住宅

区。”展览特邀摄影师陆元敏参展，在“岁月回

眸”版块展出了他的14幅苏州河摄影作品。

上海摄影家协会组织的此次大赛，历时

8个月，共征集作品2876件、8426张。最终评

选出优秀摄影作品30件，入展作品120件，优

秀短视频作品5部。展览将延续至10月28

日。

本报讯（见习记者 姚储杰）
创刊于1972年的《印刷杂志》是

全国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印刷专

业期刊。昨天，《印刷杂志》举办

创刊50周年座谈会。

《印刷杂志》由上海世纪出版

（集团）有限公司主管，上海印刷

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主办。创刊

50年来，《印刷杂志》坚持正确的

舆论导向和出版方向，密切跟踪

政府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引导的

新方向、新趋势，介绍新工艺、新

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成为国内

相关行业的重要技术交流平台，

为增强上海印刷行业整体竞争

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发挥积

极作用。

会上发布了50年来推动印

刷业发展的十大关键技术：计算

机激光照排技术、数字印刷技

术、CTP计算机直接制版技术、

多色印刷技术、ERP管理工作流

程、彩色桌面出版技术、无线胶

订联动技术、印刷色彩管理技

术、印刷机无轴驱动技术、UV-

LED固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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