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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上海博物馆馆藏文物
超过 102万件，珍贵文物超过 14万件，展厅里的
陈列只是浩瀚宝藏的冰山一角。从 5月 18日起，

原创系列短视频节目《了不起的宝藏·探宝上博》
第一季正式上线。上海博物馆通过原创系列短视

频“打开”了这个宝库，这一季的微纪录片将讲述
国宝的前世今生，揭开别开生面的历史画卷。

经过半年多的精心策划，上博专家顾问在

102万余件藏品中遴选出 25件来自青铜、陶瓷、
书画和工艺四大门类的重量级馆藏文物，充分展

现精妙绝伦的中国古代艺术，涵盖相关学术领域
的最新研究成果。

“了不起的宝藏”将通过上博专家的细致讲
述，辅以生动的故事旁白和影像等多元化的艺术

表达方式，让古老的文物突破次元壁，揭开别开

生面的历史画卷，与今天的年轻人跨时空对话，

激起观众的文化认同与共鸣。而众多收藏家与上
海博物馆的情缘被广为传颂，文物捐赠的故事展

现了他们爱党爱国的赤诚之心，也体现了一代代
人守护家国历史的无私情怀，隐藏幕后的藏家也

将在节目中露出姓名。

在《了不起的宝藏·探宝上博》第一季中将有
多件上博珍贵藏品亮相：清代粉彩之傲骨———清

雍正景德镇窑粉彩蝠桃纹瓶, ?在盛世诞生，于
战乱飘零，如今存世仅此一件，是雍正粉彩里面

的绝品；犀角器，古代能工巧匠们凭借智慧与独
特审美，雕刻出一件件无可比拟的犀角器，让犀

牛以另一种形态辗转留存于世；定窑白釉印花云

龙纹盘，模印了千年承袭的龙纹，见证了宋金时
期的科技变革。现在，它携带着一千年前的科技

密 码 走

来，等待我
们破解。在首季

短视频中还可以
看到《莲塘乳鸭图》、

弘一法师遗墨、清康
熙豇豆绿釉印盒等珍

贵文物，它们不再尘封于博物
馆的库房里，而是带着各自的传

奇故事与大家见面。

《了不起的宝藏·探宝上博》第

一季共 25集，每集 4分钟，每周将更新
一集，观众可通过微信公众号、新浪微博、B

?、快手等网络平台的上博官方账号以及学习强
国上海学习平台等观看。

快看“了不起的宝藏”
上海博物馆推出短视频介绍馆藏国宝

马上评
    由上海图书馆整理编纂的《民国时期漫画杂

志汇编》（简称“汇编”）32卷近日由国家图书馆
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部皇皇巨著是 20世纪初漫

画杂志首次大规模汇编出版，时间跨度主要从
1911年上海出版的《滑稽画报》至 1948年在香

港出版的《这是一个漫画时代》，共 69种，它们代
表了民国时期漫画艺术的最高水准。

在大部分的漫画收藏的原始材料上，都盖着

“上海图书馆馆藏”的印章，上海图书馆依托丰富
的馆藏，做了一回“有心人”。这项有关漫画的汇

编出版工程历时六年，回溯中国漫画发展史，可
以看到中国漫画从上海起步的履痕。

日前，上海知名漫画家、新闻出版界专家以
及张乐平、丰子恺、丁聪等著名漫画家后人在上

海金山枫泾镇的丁聪美术馆参与座谈。

汇集民国漫画高水准
漫画是中国近现代美术中的重要画种，我国

现代意义上的漫画诞生于历史变革时期，与社会

变迁关系紧密，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特色。漫画
杂志作为漫画作品的主要载体之一，在美术史、

新闻史、社会史等方面均是研究的重要对象。因
此，20世纪初漫画杂志的整理出版不仅具有美

术史意义，还兼有更广泛的社会价值。

民国时期的漫画杂志琳琅满目，以新闻性、
批判性和幽默等特色，折射了时代风貌，紧跟国

际新闻动态，其中要数《上海泼克》《上海漫画》
《时代漫画》《抗战漫画》等艺术性、思想性俱佳的

刊物最领风骚。比如，迪士尼在上世纪 30年代推
出了电影《木偶奇遇记》，主角匹诺曹很快就登上

了《上海漫画》封面。
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郑辛遥表示，漫画是与

社会关系最密切的画种，是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
艺术形态之一。此次整理出版的漫画遗珍，反映

出民国时期漫画家的创作深度，提炼出漫画家的
思想张力，挖掘出了上海的历史文化资源。著名

漫画家戴逸如表示，这套出版物将减轻中国漫画
的研究者搜集资料的负担，今后研究新中国成立

前的漫画事半功倍了。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黄瑚表示，这部汇
编是中国新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研究认为，

民国报刊培育出了民国漫画，让漫画与杂文一
道丰富了报刊的题材，一起发挥了强大的舆论

监督作用。

许多“第一”与上海相关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丛书主编之

一黄显功通过资料研究后发现，诸多漫画界的

“第一”都与上海息息相关。
我国最早的以“漫画”一词称呼绘画出现在

1904年 3月 27日的上海《警钟日报》上，该报首

次开辟了“时事漫画”专栏；我国第一份专业漫画期

刊《上海泼克》，1918年 9月在沪创刊；1926年 12月
中国第一个漫画家团体“漫画会”在沪宣布成立；

1936年 11月 4日中国漫画史上首次全国性漫画展
“第一届全国漫画展览会”在沪开幕；1937年春，中

华全国漫画作家协会在上海成立，此为首个全国性
漫画家组织。

“中国漫画史上的标志性漫画形象，诸如王先
生、三毛、蜜蜂小姐、牛鼻子等均诞生于上海。上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主要的漫画家云集上

海，一批重要的漫画报刊也是以上海为基

地编辑出版，并发行

至全国。因此，上海
为中国漫画的发展

创造了丰富的历史
文化遗产，是上海独

特的文化资源。”黄
显功表示。

这部“汇编”是

上海图书馆漫画文
献的整理、展览与研

究的系列成果之一。
2008 年春节期间，

上海图书馆在目录
大厅举办了“老上海
漫画展览”后社

会反响良好。

于 是 在

2009 年邀

请著名美
术史专家

黄可参与
和指导《老

上海漫画
图志》专著

的 撰 写 ，

2010 年此
书出版后，

上图历史文
献中心又策划

了一套十卷本的《上
海老漫画丛书》于 2016

年正式出版。在此基础上，
黄显功、樊兆鸣、陈果嘉实施了

整理出版漫画杂志汇编的计划，
通过出版以实现 20 世纪初文献再

生性保护。

“汇编”历时六年，入选了京沪两地的馆
藏漫画杂志，被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保

护中心列入资助项目。
本报记者 乐梦融

中国漫画从上海起步
32 卷《民国时期漫画杂志汇编》历时六年汇编出版

    上海

图书馆老
馆长顾廷

龙先生说，图

书馆有三件
事：“收书、编

书、印书”。 当代

的图书馆人谨守

“传承文明， 服务社

会”的使命，在单纯的

借书与还书之外，致力
于建设研究型图书馆，

将馆藏分享于众。

除搜集、收藏具有特色
的馆藏之外，更应利用好馆

藏资源，并持之以恒地推广阅读，让更多
的人用好文献，爱上阅读。这既是图书馆

人不应忘却的初心， 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皇皇

32卷《民国时期漫画杂志汇编》的出版，是对馆藏特

色文献的深入发掘与整理的成果， 并以出版物的形

式盘活上图文化家底的成功案例。

刚刚过去的世界博物馆日，让博物馆再度成为关注的

焦点。 博物馆也是一座文化宝库。 上海博物馆馆藏文物超
过 102?件， 珍贵文物超过 14?件。 要一一看遍这些文

物，大多数人有生之年无法做到。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物、考古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简单的网上博物馆的浏览，已不能满
足人们的需求。5G时代，上博利用现代传播手段盘活家底，《了

不起的宝藏·探宝上博》短视频应运而生，通过专业的解读、精
心的拍摄、精良的制作，让人们花几分钟就可以了解一段国宝

的故事，探寻奥秘，增长知识，其乐无穷。 上博的一件件镇馆之

宝“出镜”“出圈”，很可能成为爆款。

同样，对于珍贵老漫画等图书资料，除
重新汇编外， 编撰者还将提炼出更多的数

字资源，贴近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让更多
年轻读者愿意在漫画宝库里走走逛逛，或

许可能激发出更多当代创造。

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作为

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其中的馆藏也

是上海文化家底的重要组成
部分。 盘活上海文化家底，

大有可为。

盘
活
文
化
家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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