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流行符号”
在新闻出版博物馆，出版的方式因为高

科技的发展而从平面中延伸开来，展陈中运

用裸眼3D、3DMAPPING、多媒体互动、数字

印刷还原技术及3D打印等多种手段。

坐电梯抵达三楼，一座突起的土黄色

“山丘”安静地卧在一侧，塞外风情一时让人

有点错愕。据介绍，这是利用现代数字技

术，对文物进行三维扫描、数据处理与建模，

一比一还原的龟兹石窟。进入“数字技术还

原石窟”，仰头可以细观龟兹石窟的特色菱

格画，菱格内各有一个故事。在龟兹，壁画

色调中的青色多为当地产的矿物，蓝色则为

青金石研磨而成，在图像数据高清采集、图

像处理完美还原、图像输出真实再现的技术

下，不可移动的千年石窟从图像、色彩到材

质给人的感受，分毫不差地呈现在观众眼

前，连德国探险队当年留在洞壁内的签名都

完整复原。“38窟在龟兹当地是不开放的特

窟，而在这里我们可以尽情地观看，让观众

在欣赏经过数字化驻颜的千年壁画艺术的

同时，体验到‘印刷无所不能’。”赵书雷说。

“千年石窟”的对面，是印刷技术的“时

光隧道”——“铅火光电”印刷技术馆，一进

门就可以看见八块不同工艺的印版——雕

版印刷书版、木板水印饾版、铅印印版、石印

印版、珂罗版印版、胶版印刷四色菲林片、孔

版印刷、凹版印刷，组成的主题墙，展示了近

代以来印刷技术的变迁。还有一台19世纪

70年代引进中国的石板印刷机，长4米，重

达4吨，经修复后，该机可以正常运转。

“长亭外，古道边……”的童声合唱吸引

着观众转入同在三楼的“回眸璀璨”儿童出

版馆，其中有为孩子打造的经典动画场景、

绘有各种角色的童书树洞，还有丰富的彩蛋

等待探索。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叶圣

陶的童话集《稻草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的第一部童话集。展厅根据书中插图还

原了一片麦田，稻草人伫立其间，迎接小朋

友们的“打卡”。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十万个

为什么》从1961年第一版出版，迄今为止已

有6个版本，总发行量超1亿册，被赞为“一

辈子用得着，几代人忘不了”的科普巨著。

“十万个为什么”奇妙屋由光影镜像组成，参

观者通过点击不同版本的指示按钮沉浸其

中，立体感受科技发展的魅力。

新闻出版在今天的流行符号不能错

过，五楼临展厅进行的“想象直达生活——

首届网络游戏视觉艺术展”，一张张网络游

戏的原画和道具服装展示了“最当下”的艺

术形式。

本报记者 徐翌晟

参观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需通
过小程序预约。开放时间为9:00到17:00，
16:00停止入场；周一闭馆。

坐落于杨浦区周家嘴路3678号的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今天建成开
馆，明天正式对公众免费开放。钢筋玻
璃幕墙的现代建筑中，用高科技手段收
藏呈现保存了百余年的新闻出版历史。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建筑

面积1万平方米，展示面积5640平方
米，分为一个主题馆和五个分馆，涵盖
新闻出版通史、印刷技术、儿童出版、艺
术设计、数字出版、音像出版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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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时空胶囊”
“一 ·二八”事变中，当时商务印书

馆建立的远东最大图书馆——东方图

书馆毁于战火，此后原中华书局图书

馆藏书成为全国出版系统最大的单体

文物。而如今，这一珍贵的历史记忆

留存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一

楼的“百年文存”展区，完整还原了当

年中华书局图书馆的样貌。作为与商

务印书馆齐名的中国近代最大出版机

构，中华书局图书馆的藏书曾达52.7

万余册，在当时沪上图书馆中首屈一

指，是百年前上海出版人举办公共图

书馆、昌明教育、救亡图存的物证。从

2021年起，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所

藏中华书局图书馆藏书整体迁入中国

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保管，如时空

胶囊般封存，现在观众可以通过透明

玻璃墙一窥究竟。

一排排需要仰望才能望见其顶部的

书架深处，有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具

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报纸《申报》，中国较

早翻译西方报刊的译刊之一《西国近事

汇编》，商务印书馆最早出版的《外交

报》，汉语语法的第一部系统性著作《马

氏文通》，康有为收藏的清雍正四年铜活

字本《古今图书集成》影印底本近800册

……“将这部分文物完整展示出来，也算

是圆了百年前上海出版人的梦想。”新闻

出版博物馆馆长赵书雷告诉记者。

《古今图书集成》是现存最大的类

书，此影印本也称武英殿本，印刷精

细，装帧富丽，其文字部分以铜活字印

刷，图片部分用的是雕版印刷，两种印

刷技术在近两百多年前的运用程度清

晰地展示在现代人面前。在观众可见

的那一页上，清晰地钤有康有为的印

章。“经历了清末的动荡，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的战火洗礼，这套书还能如

此完整地保存下来，堪称奇迹。”赵书

雷说，“铁质的书架上‘大华铁厂’的

字样依然清晰。”书库外，多媒

体数字屏闪烁，可供需要

的参观者查询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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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的发祥地和全国出版

重镇，应有一座与其光辉新闻出版历史和地位相称的新

闻出版博物馆，这不仅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多年的呼

吁，也是全国新闻出版人的夙愿。

在今天开馆的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里，高科

技是思想的魅力表达的手段。科技与内容的完美结合，

让前来参观的市民感受到，在那样的年代，知识分子是

怎样通过一本本书的出版，为中国人的精神现代化作出

了自己的贡献。

虽然同类的博物馆在世界范围内数量寥寥，但是，

新闻出版又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出版已百年的

《小朋友》杂志、反映了改革开放后青年人面貌的《青年

一代》，记录见证了与思想进步与社会进步的《读书》杂

志……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记忆。

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展厅里有一个展板，

展出的是    年上海新华印刷厂工人赶印《宪法》草案

的照片。这张照片曾刊登在    年6月  日的新民报

晚刊（新民晚报的前身）。开馆前，本报找到了这个版

面，并将赠送给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

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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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 记者 王凯 摄

■ 石板印刷机

▲ 龟兹石窟特色菱格画

▼ 数字技术还原石窟

■ 首届网络游戏视觉艺术展

打响 品牌上海文化

■ 主题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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