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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寒潮来了，沪上观众的观演热情依旧火

热，光是今晚就有众多剧目和音乐会上演：

上海大剧院的越剧《甄嬛》、上汽·上海文化
广场的音乐剧《在远方》、东方艺术中心的

郎朗独奏音乐会、上海音乐厅的真爱贝多
芬四重奏音乐会……为了温暖寒夜里前去

观演的观众，各家剧场在台前幕后都做了不
少工作。

减少户外等待
文化广场和东艺昨天都发布了观演温

馨提示，提醒观众注意防寒保暖。冬令季节，

剧院内的盥洗室 24小时提供热水，衣帽间
则为观众提供热的饮用水，观众可以安心取

用。对于今晚可能要在寒风中排队检票的观
众来说，文化广场总经理张洁透露了一个便

民好消息，除剧场正门外，文化广场票务中

心处还设置了便捷入场通道，方便演前取票
观众就近安检入场。散场时，如观众有需要，

还可至剧院衣帽间领取暖宝宝。
大剧院和音乐厅则纷纷将观众入场时

间提前，早到的观众不用在寒风中守候，可
以进剧场逛逛艺术品商店，喝一杯热饮，等

候演出开始。大剧院一楼的艺术长廊和二楼
大厅也有座位供观众休息，剧场还贴心地安

装了 USB接口的插座，供观众充电使用。
根据现行上海市防疫要求，元旦春节期

间，所有剧场和演出场所的上座率严格控制
在 75%以内，且总人数严格控制在 1000人

之内。已售票超过 1000人的，建议全体做核
酸检测，确认阴性后入场。对此，上海各剧场

都提前收集了演出团体工作人员的健康码、
行程卡及外省市来沪演出团体所有人员的

核酸检测报告，观众入场也需要提供健康
码、行程卡，进行体温登记，如来自中高风险

区域，还需现场提供核酸检测报告。所以，提
前预留好充足的入场时间更显必要。

做好后勤保障
寒夜来临前的音乐厅，后勤保障人员提

前排查了所有设备和管道，在保障运行的前

提下，最大限度地为设备和管道增加保温措
施。收到降温预警时，工程安装单位和音乐

厅的设备人员会 24小时值守，最长 2小时
巡视一?。各类防寒防冻物资，如备用保温

棉、增压泵、热水壶等，也都已准备就绪。

大剧院最近的演出是越剧名家名剧系
列展演，这两天恰好是上海越剧院的《甄嬛》

剧组在装台，进景的时候入口大开，剧场方
面开足了暖风，为忙碌的剧组做好后勤工

作。冬季也是风寒感冒的高发期，不仅观众
要注意，演员更要多加小心。上海越剧院院

长梁弘钧表示，寒潮对剧组最大的影响，就
是演员的身体，所以这两天演员会格外注意

保护嗓子，大家都穿上了最厚的羽绒服，尽
量保证自己的休息，避免影响后续演出。梁

弘钧说：“这两天观众对剧目反映非常热烈，
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我们感受到了别样的

温暖。” 本报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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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馆标问世 衍生品配套
上海博物馆馆标图形以上博本馆建筑的概

念“鼎”作为切入点，结合镇馆之宝“大克鼎”的造

型特征，以极简的线条构成“鼎”的形态特点，图
形精简概括又一目了然，同时又与“东馆”简约现

代的建筑外观相呼应。图形中巧妙融入“海”的拼
音首字母“H”和博物馆“Museum”英文首字母

“M”，整个标识亦为“H”和“M”的结合，体现出上

海博物馆的地域性与国际性。

上博馆标设计的衍生品丝巾设计（见上图），
还“预测”到了 2021年“极致灰”和“靓丽黄”这两

大国际流行色。灰黄组合谐音为辉煌，即上博事
业将不断创造辉煌。这一顺应国际流行前沿的撞

色搭配，体现了上海博物馆的国际化审美，又彰
显了中国元素和上海特色。

《上海博物馆视觉形象手册》（中英文版）在

补充了博物馆特有的辅助色后，也随之制作完
成。《手册》规范了上博的整体视觉形象设计，更

好地传播博物馆理念，进一步增强上海博物馆品
牌的标识度和影响力。

郎窑红走红 辐射力增强
在 2020年国庆中秋期间，上海博物馆形象

海报现身纽约时代广场大屏，进行为期一周的公

益推广。形象海报以象征“海纳百川”的蓝色为主

色调，辅以上海城市地标元素，以“镇馆之宝”西

周大克鼎作为代表文物，简洁鲜明地展示上海博
物馆作为世界顶级的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的新

形象，传递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美好愿景。在这?公益推广中，上海

博物馆的全新馆标首?在国际上登场展示。

今年初，以上博馆标主色调郎窑红为基础色
的马克杯，成为许多观众在艺术品商店的首选伴

手礼。马克杯添加了 45%的进口高档骨粉，21道

工序，3?高温烧制，如羊脂般玉润细腻，釉色典
雅红正，胎体薄滑，釉面光滑且耐磨，细润透光且

无杂质。马克杯下部边缘特别烧制出标志的立体
感，包装盒的设计来源于新馆标纸拎袋的设计，

灰红拼色与郎窑红呼应，灰色面上的馆标简洁清
晰，彰显华贵大气。

上海博物馆以在中国古代文物领域的收藏

与研究实力闻名于世。那么，挂上新标的马克杯
代表了“上博出品”，品控、审美和调性是一项细

致的考验，过去这些并不是博物馆运营的主要内
容。

在新时代背景下，上海博物馆全新的视觉形

象设计与推广，全面提升了博物馆形象，将品牌
影响辐射国内国外，在海内外观众心里印刻这一

既有内涵又具颜值的上海文化品牌新名片。

提升知晓度 获得美誉度
文化品牌虽然不如商业品牌那样有一目了然

的“价值”，但文化品牌是拥有强大内核的能量体，

文化品牌的故事更值得去挖掘、去传播、去演绎。

上海博物馆的品牌力量在于传播优秀传统
文化，彰显城市特质。近年来，上海博物馆积极利

用全媒体来扩大品牌影响力。一方面，依靠大众
媒介让受众了解博物馆的展览、教育活动、文创

等实时动态，让品牌主体在受众心目中形成初印
象，提升知晓度。另一方面，努力加强传播内容的

内涵、品质和深度，获得更多美誉度。分别与本报

和市社联合作的“上博讲坛”“江南文化讲堂”等
子品牌也都以其极高的专业性、广博性和战略

性，获得受众好评。
结合上博东馆建设，在新馆标诞生后，著名

设计师沈浩鹏受邀设计了上海博物馆馆标的衍
生品。汤世芬对此解读说，博物馆逐渐以符号化

的形象成为话题，吸引受众聚集和分享，让品牌
的传播借助受众得到扩散，进一步扩大了这一上

海文化地标的影响力。 本报记者 乐梦融

鼎鼎立立世界
再创辉煌

    上海博物馆挖掘建设文化
品牌新年出新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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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什么，你会联想到上海博物馆？看到
上海博物馆，你又会想到什么？

经过为期半年在全球范围征集，上博新
馆标云年问世，同时精心定制了新馆标的徽
章、标签贴，以及量身定制了源于新馆标图案
的丝巾和纸拎袋等衍生品。“擦亮这块上海文
化招牌，就要强化上海博物馆的品牌影响
力。”上博党委书记汤世芬告诉记者。

打响 品牌上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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