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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上海博物馆建馆70周年。昨天，

“盛世芳华——上海博物馆受赠文物展”在上

海博物馆开幕，该展览是为上海博物馆建馆以

来举办的第33个受赠文物展。

本次展览汇聚195件/组受赠文物，涵盖书

画、青铜、玉器、印章、竹刻、雕塑、陶瓷、钱币等

各个门类。其中，王安石《行书楞严经旨要卷》

为王南屏、房淑嫣于1985年捐赠，摘录《楞严

经》中《观世音发妙耳门》一节。该卷为王安石

去世前一年亲自校正《楞严经》经卷文字。卷

后有南宋牟献之、元王蒙、明项元汴等人题

跋。曾经元陈惟寅、明项元汴、清安岐、曹溶等

人收藏。

小臣单觯为李荫轩、邱辉于1979年捐赠，

其腹内底有铭四行22字，记载成王平灭武庚叛

乱，王师驻扎在成师，周公赏赐小臣单贝十朋，

因兹铸作此器。文彭“七十二峰深处”牙章为

华笃安、毛明芬于1983年捐赠，为明代篆刻家

文彭所篆。它是文彭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国文

人篆刻史上的名品。吴王夫差盉为何鸿章于

1996年捐赠，肩部有铭文12字，内容为：“吳王

夫差吳金鑄女子之器吉”，即吴王夫差用青铜

为一女子铸器。夫差在位仅23年，目前所见存

世遗物多为兵器（剑、矛）和鉴等，以往此盉未

见流传，弥足珍贵。沈周《临戴文进谢安东山

图轴》为翁万戈于2019年捐赠，本图是沈周54

岁时所作。此画风格在他的作品中既是一件

孤品，也是一件奇品，堪称绝无仅有。

截至2021年末，上海博物馆馆藏文物102

万余件，所藏珍贵文物逾14万件。馆藏文物中

有8.8万多件来自各界人士捐赠，捐赠品约占

馆藏文物总量的8.6%，馆藏珍贵文物总量的

23.6%。至今，上海博物馆的捐赠者人数超过

了800位，集体捐赠超过120家，接受捐赠的文

物批次更是多达1200多次。

上海博物馆受赠文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上博成立之前。文物收藏者们通过捐赠的方式

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改革开放以

来，许多藏家将其多年珍藏，包括落实政策返

还的文物精品，慷慨地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极

大地丰富了上博馆藏，充实了藏品体系，并由

此带动了文物捐赠的第二个高潮。曾在上海

生活过的海外华人也纷纷将其珍爱的文物捐赠

给上海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表示，上海博物馆

东馆建成开放已进入倒计时，人民广场馆舍将

迎来建馆后的首次闭馆大修。因而“盛世芳

华”所带来的，是暂别前博物馆与观众之间的

一次深情对视，一番殷殷心语。今后在东馆和

完成大修的人民广场馆，各类捐赠的展陈仍将

继续。 本报记者 乐梦融

长三角地区多位代表委员点赞“寻宋江南”

审美之旅抚慰人心
“‘寻宋江南’带人们领略了长三角地区的

古迹、文物、历史、文化，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

事，抚慰了疫情期间人们焦躁的心态。”全国政

协委员、编剧王丽萍说。

而在全球疫情的背景下，线上文化交流，

更显示出其意义和价值。网络技术的发展，让

线上的呈现更加立体、更如临其境。“寻宋江

南”也是这样一场通过媒体和网络实现的跨地

域的文化交流。全国人大代表、东方卫视中心

主持人曹可凡表示：“在我们现在无法四处走

动的特殊情况下，通过这种形式帮助人们完成

一次审美的过程，它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文联副主席、评弹

艺术家盛小云认为，长三角媒体发起联动“寻

宋江南”，非常有力地推广了江南文化，将诗

意江南表现得淋漓尽致。“长三角三省一市

的江南文化本身就是相通的，例如我们苏

州评弹就不只是在苏州、更是在长三角

地区都拥有更广泛的观众群体，例如

上海就是在苏州之外评弹艺术最

大的市场。”

在全国人大代表、浙

江小百花越剧院院长王

滨梅看来，“寻宋江南”

里能看到长三角同

源的江南文化，

这当中的内

涵 与 修

养，能起到抚慰人心的作用。“以越剧为例，在

疫情暴发之初，我们苏浙沪的各家院团和艺术

家就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在官媒和自媒体发布

原创越歌，通过短视频MV和音频唱段，来抚慰

人心、鼓舞士气，传播防疫知识，发挥了宣传作

用。”她说。

继续挖掘文化“富矿”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南迁，是造就南方文

化繁荣的重要因素，而北宋至南宋的这次就是

离我们最近的第三次，所以‘寻宋’对于江南文

化来说是很有意义的。”曹可凡评价道，“文化

的载体，有典籍、器物，还有建筑。中国古代建

筑多为木质结构，经历自然灾害和战乱难以留

存，能在江南找到保存完好的宋朝建筑，并从

中找到历史印迹，是非常难得的。”

在曹可凡眼中，江南的每个地方文化“矿

藏”都是非常丰富的，他自己也主持了节目《斯

文江南》，挖掘江南文化的宝藏。他期待“寻宋

江南”也能继续把“江南”的命题做足，“弱水三

千也不必只取一瓢饮”。比如，提起杭州大家

立即会想到苏轼，而比东坡先生更早的白居易

与杭州也有着不解之缘；又如，李清照在杭州居

住多年留下无数优美词句，但为何却未写过西

湖？“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跑，一个选题一个选题

挖。历史有很多谜团，如果能通过江南的某一

座建筑、某一个器物、某一段文字，引大家发思

古之幽情，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他建议。

“寻宋江南”也是一个寻找、发现江南之美

的活动。正是深厚的历史和人文积淀，以及独

有的自然风光、建筑村落造就了江南之美，因

此很多地方成为影视剧的取景地。“不久前我

们来到安徽黟县南屏村采风，当年张艺谋导演

在这里拍摄了电影《菊豆》，古村落保存完好。

在那里，我们目睹了一场稻田音乐会，当地农

民与游客一起自弹自唱，农民们穿着戏服表演

了黄梅戏，令人印象深刻。后来我们又在浙江

农村采风，那又是一番不同的景象，安吉是《卧

虎藏龙》的取景地，绿水青山让人陶醉，在山上

可以听到当地人唱的采茶歌……”

“长三角很多地方都可谓‘自然入画，画入

自然’。人们的生活和自然，和文化融为一体，

长三角的人文之旅从还可以延伸到更广的领

域。”王丽萍说。

共同浇灌江南之花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人们自古都把苏

杭联系在一起，而从我们越剧流传区域看，流

传最广的也是苏浙沪地区。这种温文尔雅的

江南人文特色，侧面印证了苏浙沪自古以来人

文相近的说法，长三角地区有着共同的文化基

因。”王滨梅在此次全国人代会上，提交了关于

在线上和线下助推传统文化高质量传播和传

承的议案。

今年全国两会，盛小云就关注到江南文化

联动发展的话题。她提出了以苏州评弹与长

三角的江南曲艺文化的相关提案。她说，由江

苏发起的、三年一届的中国苏州评弹艺术节自

创办之日起一直在苏州举办，建议下一步可以

联动长三角其他省市，在各地设置分会场，进

而联动整个长三角的评弹观众，进一步增加江

南文化的影响力和受众面。因此期盼长三角

各地文化主管部门积极联动，努力共同浇灌，

让江南文化之花开得更加艳丽。

本报记者 邵宁 吴旭颖

由新民晚报、钱江晚报、扬子晚报和姑苏晚报联手发起的“寻宋江
南”特别策划已经进行了3个多月。正值全国两会召开之际，昨天，长三
角地区多位代表委员点赞这个源自去年疫情期间的暖心互动和文脉赓
续活动，并就进一步推进长三角文旅融合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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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首次闭馆大修前最后一个大展

“盛世迎芳”展出精品195件/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