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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国际博物馆

日”的主题为“博物馆
的未来：恢复与重塑”，

聚焦后疫情时代，面对
未来社会、经济、环境

等挑战，博物馆应如何

开启新思考、探索新模式、

提出新方案。今天，110家博
物馆免费开放，另外，上海

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上海
老相机摄影博物馆、上海公

安博物馆、上海纺织博物馆

等 13家博物馆今天夜间延长开

放，“博物馆奇妙夜”多了新去
处。今年的博物馆日怎么玩？在

博物馆里看到的不仅是历史，也
有未来，不仅有静态的“物”，还可沉

浸式体验英雄的故事。

初心之地 美好生活
正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上海

革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初心之地

美好生活———庆祝建党 100周年文
物史料展”和“风尚与变革———近代

百年中国女性生活形态掠影”，回顾
和展示了百年来上海的社会发展。

“初心之地 美好生活———庆祝

建党 100 周年文物史料展”（见上
图），共展出展品 139 件/组 ,其中首

次展出展品 38件/组。其中不仅有上
历博（上革博）多年来的旧藏，也有

许多近年新征集所得物品，如陈一
心以地下党领导身份参加革命运动

的文献、1992年股票认购交款收据、

APEC领导人会议签名卷等。展厅内
设置了三个不同时代的生活场景，

从家居装潢和市民生活见微知著，
让人们体会时代巨变。

“永不消逝的电波”互动展项尤
为引人注目。观众可在此亲手体验

发报机发送情报，致敬牺牲在上海
解放前夕的英烈。发报机背后的舞

台装置图片由黑白至彩色，盘旋而

上，配以巴金的话语“上海，美丽的

土地，我们的”，象征革命走向胜利，
党带领人民走向新生活。

“风尚与变革———近代百年中
国女性生活形态掠影”展览共选取

100余件文物，涵盖书画、瓷器、玉
器、服饰织绣、文房杂项、文献证章、

老照片等。从“物”的视角出发，展览

较全面地回顾了近代百年中国女性
生活形态的变化，如婚姻与家庭的

逐步文明、服饰与美的演变、教育的
普及、职业生涯与社会角色的转变，

以此为窗口，来透视中国近现代女
性生活投射下的历史镜像，以及她

们身后新旧更迭的时代图景。
同时，“来革命场馆学党史”活

动启动，市文旅局向广大党员干部
和市民群众推出了一份丰富的党史

学习教育“节目单”。

玩转玻璃 酷意十足
全新升级后的儿童玻璃博物馆

是个“酷意十足”的儿童当代艺术空
间。孩子和家长在此探索玻璃这一

变化多端的材料，透过玻璃视角观
看大千世界。

展馆的设计围绕着游戏展开，
每个孩子在进入场馆时便会收获一

本游戏任务手册，内含 26个字母，

每个字母代表一个和

玻璃有关的词。在二
层由 26 件作品组成

的展览空间里，孩子
可以在互动体验中学

习关于玻璃、科学、艺
术、设计等方面的知

识。如二楼悬挂在空中的
黑色圆柱体，是一个长 1

米直径近 2 米的巨型万
花筒，距离地面 2.3米，巨

大的 K 字邀请家长孩子一

起坐在楼梯上感受玻璃的
万千精彩。通过摄像头动态捕

捉，在高约 3.5米的巨型“颜
色”装置前，孩子可以自己“施

展魔法”真真切切地在玻璃上进

行实时互动。
DIY空间中配备有用于制作玻

璃的专业儿童尺度的小型窑炉以及
最新的工作坊站台。灯工、玻璃吹

制、镶嵌、热熔与玻璃马赛克拼
贴———几乎所有新奇又安全的玻璃

创作工艺都能在一楼的工作坊区域
里体验。在博物馆里，玻璃是主题，

儿童是主角。玻璃将不再是寻常印

象中脆弱和冰冷的形态，儿童也不
再只是博物馆的观赏者，而是玻璃

艺术的创造者。 本报记者 徐翌晟

    本报讯 （记者 徐翌晟）昨晚，

位于杨浦区周家嘴路沙岭路的中国

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大楼亮起璀
璨灯火，正式启用。博物馆内的文物

迁移、内部装饰、展陈施工即将有序
展开，预计年底开馆。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业
的发源地。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

馆总面积约 1万平方米，共 6层，分

1个主题馆和 5个分馆，涵盖出版机
构、少儿读物、声像、艺术设计、印刷

技术等内容。博物馆将以国家一级博

物馆为目标，集“征集保护、陈列展

示、学术研究、公共教育、文化交流、
产业创新”等于一体，打造新闻出版

业文献档案中心、文物修复中心、创
新发布中心和文创展示中心，填补国

内新闻出版专业博物馆的空白；同
时，积极探索产学研协同创新，集中

展示新闻出版业等数字传媒最新应

用成果，联动区域资源建设国家级传
媒基地，影响和吸引年轻人群。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
年，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建成一座与

上海新闻出版光辉历史和地位相称

的博物馆，是使命，也是责任。中国近
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年底开馆以后，

不仅将为广大市民提供一个方便舒

适的文化娱乐场所，还将助力杨浦滨
江的“生活秀带”发展成为“文博秀带”

与“文创秀带”，不仅有利于保护和传
承上海优秀的新闻出版历史文化、塑

造“上海文化”品牌、提高人民群众文
化获得感，更有利于完善文化设施功

能布局，加强历史文脉传承，不断提升

上海城市内涵和文化功能。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沪上 110家

博物馆美术馆免费开放，但是在上海，只

要你愿意，天天都可以是博物馆日。据记者
最新得到的数据，上海的博物馆备案数量

达到了 149家，平均每 16万人拥有一座博

物馆，远超全国平均水平。这些散落在城市
各个角落的博物馆常常以不同的面貌出人

意料地展现在参观者面前，有的深藏于历史

建筑里，有的由旧厂房改建而来，有的就是世
界知名建筑师的心血杰作……再弯腰问问上

海小孩，谁的“童年阴影”里没有出现过自然

博物馆的古尸？谁不曾体验过在上海博物馆
门口安静排队的一刻？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五个新城博物馆活

动各有特色，奉贤区博物馆与敦煌设计形态

研究院合作，举办“印象敦煌”沉浸式数字影
像交互展暨首届敦煌艺术大赛作品展及学术

研讨会，“古蜀之光：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文
物大展”下月开幕；位于南汇区的上海中国航

海博物馆《寻找下一个传承人》线上线下活动
聚焦文物修复，“世界航海五百年：1400-1900

航海文物特展”、“远帆归航：‘泰兴号’沉船出
水文物大展”向人们展示海洋的秘密；位于嘉

定区的上海汽车博物馆举办主题揭秘探馆等
特色体验活动。

惠及市民的还有即将上架的 2021年上
海市博物馆美术馆通票，串联起 16家博物

馆、11家美术馆、14家网红亲子场馆和 9家
知名景点。即使暂时无暇进入博物馆内部，

在上海的城市街头也可以邂逅博物馆。5·18
期间，申城出租车后屏、地铁车站、浦东机场

候机大厅、沪上地标建筑上海中心、震旦国
际大楼等大屏幕滚动播出国际博物馆日海

报与宣传片，在上海全城营造国际博物馆日
浓厚氛围。

邮政博物馆、笔墨博物馆、老相机摄影博
物馆、民族乐器博物馆……大大小小的博物馆

都有独特的定位，展示各自面貌，它们变得更
具交互性、灵活性、适应性和可移动性。虽然在

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对于博物馆的认识十分
有限，传统、严肃、寂静……但如今的博物馆，

却像一列穿越时空隧道而来的火车，上面加挂

了时尚、新潮、声光电……它原先离我们如此
之远，现在又是如此之近。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
富。”当你低下头来，静静注视每件被岁月褪

去铅华的物件，俯仰之间，才明白博物馆是如
何给予人类看待过往的视角。我们与藏品分

处不同的时代，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也
许你的语言我不曾有，你的习惯我不曾体会，

但并不妨碍我们站在平行时空里，寻求交流，

获得理解。抛却表象，我们发自内心地贴近被
审视的对象，似与古人诉说，感觉如此奇妙。

博物馆记录连接着历史与未来，也越来
越多地充当社交场所和城市客厅的角色。在

这里，专业人士和普通观众，孩子和成人，都
可以通过参观、活动、担任志愿者、成为博物

馆会员与周围的人建立起更广泛、更密切的
联系。一个离家不远处即可信步走进博物馆

的城市，是个有温度的城市，更是一片有厚度
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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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式体验英雄的故事
在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

填补国内新闻出版博物馆空白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预计年底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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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900航海文物特展”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 儿童玻璃博物馆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