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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报纸诞生以来，一直是社

会的见证者，记录着历史的发

展。昨天在徐家汇藏书楼开幕
的“历史的底稿———十七世纪以

来的中外报刊珍藏展”，选取十
七世纪至二十一世纪约 400年

间里中外数十个国家的重要报
刊，共计 90余件，意在回望印刷

文明，追溯传媒的演进，向新闻

先贤致敬。

真品展出
展览围绕“报刊本身的新

闻史价值”“头版刊发重大新

闻”“报刊的地域与国家分布”

三条线索展开，这些展品涵盖
数十种语言，选自复旦大学新闻

学院教授张力奋的私人收藏，上
海图书馆也从馆藏中提供数件

报刊珍品。据介绍，90余件展品
中，唯有一件是复制品，其余都

为真品。

1934年 8月 18日的《柏林
日报》上，刊登着兴登堡元帅逝

世，希特勒宣布继任德国总统兼
总理的消息。《柏林日报》表示，

希特勒值得认同与支持：“为了
德国的命运，我们愿意！”张力奋
说：“想象一下，这份报纸，曾经

出现在普通的德国家庭的早餐
桌上，男主人翻阅着报纸谈论当

时的国事。就这样，在并不平整
的纸页间，观者可以近距离地观

看历史，触摸到历史印记。”
正是这份纸媒情结，成就了

张力奋的收藏与这个展览。展品
的选取，他主要有以下考量：一、

报刊本身的新闻史价值；二、头
版刊发重大新闻；三、报刊的地

域与国家分布。在展览上，你可
读到十七世纪的英国《伦敦宪

报》、1888年英国《金融时报》创
刊号、19 世纪中叶巴黎少女杂

志、20世纪中叶苏联《真理报》。

中国本土报刊中，你将发现
1872 年《申报》创刊号、刊载小

说《伤痕》的上海《文汇报》、文革
后中国报纸头版刊出的首条社

会新闻、引发争议的《中国青年

报》愚人节报道、纪念香港回归
的微型金箔报。

重温历史
你能读到改变世界历史进

程的重大新闻：林肯遇刺身亡、

美国介入一战、希特勒自杀、人
类首次登月成功、列侬去世、《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
表、柏林墙倒塌、911纽约恐怖

袭击、曼德拉去世……

1971 年 7 月 30 日的《生
活》杂志封面，是周恩来总理，封

面文章为埃德加·斯诺撰写的
《中国想从尼克松访华中得到什

么？》，此时距 1972年尼克松总
统正式访华的时间已不遥远。

展览上还有曾经中国最重
要的都市早报之一《东方早报》

停刊前的最后一期———2016年
12 月 31 日，头版刊载告读者

书，“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宣布
纸版停刊、向网络版全面转型，

原有的采编运作和人员全部并
入“澎湃新闻网”。

展览上也有新闻史上的尴
尬———2016年 11月 8日的《新

闻周刊》，赫然是希拉里竞选获
胜的特刊，原来这是当年美国大

选结果揭晓前，该刊委托合作伙
伴事先印刷了希拉里获胜的特

刊，希拉里败选后，该刊紧急回
收，但仍有少量流出。

“报纸是某一个重大的事件
最及时也可能是最粗糙的反

映。”张力奋说，“这也是‘历史的

底稿’这个展览名称的由来。”
展览由上海图书馆中西文

化交流研究资料中心与复旦大
学新闻学院推出，上海图书馆徐

家汇藏书楼或许是这次特展最
合适的场馆———它建于 1848

年，是上海最早的近代图书馆。
本展也是徐家汇藏书楼修缮后

的首次特展，将延续至 4 月 9

日，每周二至周六开放。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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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旁的时光
最是有趣

在“老上海饮食文物展”里看海派文化中西交融

    “与其他场合比，餐桌旁的时光最有

趣。”饮食是最具穿透力、最具历史持久性，
也是离普通人最近的一种文化，上海的开

放、包容，在饮食中即可显现。今天起，上海

市历史博物馆主办的“上海味道·美好生
活———老上海饮食文物展”正式对公众开

放，展览表现上海市民饮食习惯、生活的变
化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能在这个城市

的饮食风尚中，体会到上海“海纳百川”的
人文气质。

食在上海
在上海，百货汇聚，各地风味随各地移

民涌入。在众帮菜系各放异彩的环境下，上

海本地菜吸收借鉴众味之长，发展出本帮
菜，如腌笃鲜、炒鳝糊、八宝鸭、罗宋汤、炸

猪排等，都是融合创新的结果。食在上海，
就好比食遍全国。

展览从“弄堂口额点心”“酒馆里吃大餐”

“屋里厢吃夜饭”“茶余饭
后”四个板块，将

晚清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饮食发展变化浓缩

在一日三餐中，集中展出承载着百余年上海
饮食文化发展的各类文物。观众不仅可以看

到鸿运楼等老字号的金字招牌，邵万生、杏花

楼、冠生园、梅林等老字号的广告、菜单和股
票等，还有裘天宝的银茶壶、老大房的包装

纸、天晓得文魁商标、各种西餐餐具。
照片中传统文人身着长衫马褂进行雅

集，面前的餐桌却不是传统的八仙桌，而是
西式长桌，桌上也是刀叉齐备的西式菜肴。

在一幅《点石斋画报》风格的画中，观众可以
看到清末的上海兴起“吃大菜”的风尚，而福

州路上的一品香是较早开设的番菜馆之一，
为了吸引顾客，店家还买了只金钱豹供客人

观赏。

半两粮票
展览还展出了八十多年前上海人家的

经济菜单，各种代价币、代价券，以及计划经

济时代上海独创的“半两粮票”。半两粮票
不仅是上海人精打细算的体现，也是当年上

海人民与国家协力同心、共克时艰的见证。
相对于艰难时期的半两粮票，展览还在展项

中呼应如今的“光盘行动”。

展览精心布置了一幕幕的场景。窄窄
的弄堂、“笃笃笃，卖糖粥”“玫瑰白糖伦敦

糕”的叫卖声，从骆驼担、老虎灶、年夜饭、
咖啡馆，再到食玩墙、仿真食品玩具、互动

体验等，通过多种手段，多角度呈现调和东
西、吸纳南北的上海味道。观众还可扫一扫

文物旁的二维码，展品背后的故事也将“一
扫即来”。

前来参观的小观众看了墙上桌上那么
多食物的影像与模型，情不自禁地表达了自

己的遗憾：“为什么没有试吃环节呢？”
收藏与展示上海城市历史、记述生活在

这座城市里的特定人群的共同记忆，是上历
博不同于本市其他博物馆的特殊任务。此

次展览也是继“云影霓裳”“邬达克建筑”等
之后，上历博推出的又一个与上海市民衣食

住行紧密相关的展览，展期至 3月 8日。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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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览吸引了许多市民 记者 郭新洋 摄

▲1971 年 7 ?

30日《生活》杂志

■ 各种珍贵报刊让观众驻足 记者 郭新洋 摄

■ 弄堂口早餐布景

■ 老虎灶布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