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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博东馆的

江南造物馆和屋顶花

园向公众免费开放，并

持续至11月11日，这

标志着东馆全面开放

再进一步。位于东馆

5楼的空中花园“云

林”是新造的江南新古

典园林，上博此次和上

海植物园携手，在此举

办“木石双清：江南石

供与海派盆景展”，可

通过4楼江南造物馆

展厅内自动扶梯到达。

江南是中国古典

赏石文化积累最为丰

厚的区域之一，以“师

法自然，苍古入画”为

艺术特色的海派盆景

有400多年的发展历

史，是饱蕴历史人文风

华的珍宝。最先登场

的启幕展览“木石双

清”位于上博东馆屋顶

花园的东园、中园以及

江南造物馆中庭，分别

以“古石供”“名石新

供”“海派盆景”“海上

兰室”为主题，遍设奇

石佳木，使山林岩谷之

趣溢然环堵之间。古

代石供中呈现崂山绿

石案供“小方壶”、英

石砚山“襄阳无语”、英

石案供“玄玉堆”、灵璧

石“水绘灵石”、木化石

案供、灵璧石案供“锁

云”等中国石供精品。

古往今来，赏石和

盆景一直是文人创作

灵感的重要来源和精

心追摹的对象，是藏家

和行家们醉心追求的

爱物。此次展览充分

借用了两个空间，在屋顶花园展出中国江南

赏石和海派盆景艺术，在江南造物馆则为兰

花开辟了充分展示的空间。上海博物馆党

委书记汤世芬表示，本次展览将古今名石与

蔚然苍翠的盆景并置，使二者在东馆屋顶江

南园林场景下珠联璧合，充分利用馆藏、园

藏和社会资源，在介绍传统赏石盆景文化的

经典形态与历史成就的同时，也把彰显江南

文化和海派文化特质的创新实践予以精彩

呈现，无疑能更为立体地映现出文人墨客意

在坐拥山林丘壑之美的风雅情怀，于双清佳

境中向观众呈现传统文化中这方充满奇趣

逸兴的天地。

上海植物园园长严巍表示，今年恰逢上

海植物园建园50周年，上博东馆落成，两家

单位联合举办本次展览，以盆景为媒，抒情

于景，着力向大众展现江南石供与海派盆景

的形态美、艺术美和意境美。希望展览能够

赓续海派盆景文化基因，展现出海派文化滋

养下的勃勃生机，为实现国际文化大都市建

设目标任务添上独具江南文脉与海派风情

的一笔。 本报记者 乐梦融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行云流墨——

巴黎赛努奇博物馆藏现当代中国绘画展”昨

天在东一美术馆开幕。齐白石、徐悲鸿、林风

眠、张大千、溥儒、傅抱石、谢稚柳、常玉、潘玉

良、赵无极等36位名家的艺术珍品齐聚展

厅。本次展览是海外收藏的中国绘画大师真

迹首次大规模回归中国内地展出，也是赛努

奇博物馆在中国举办的首次特展。

展览的全部藏品来自于欧洲规模最大和

成立最早的亚洲博物馆之一——巴黎赛努奇

博物馆（又名巴黎市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自

1898年建馆起，赛努奇博物馆致力于亚洲艺

术的研究与收藏。它的首件中国现代书画藏

品，是清末维新派领袖康有为的书法立轴《大

江东去》，此次悬挂于展厅进门显眼的展位。

赛努奇博物馆馆长易凯是位中文流利的法国

人，他透露，此次带来了89件赛努奇馆藏中国

艺术作品，大约是其全部馆藏的十分之一。

这些中国艺术家的精品来到巴黎，与一

位传奇捐赠人郭有守有关。郭有守通晓英法

德多门外语，频繁地在欧洲举荐成长中的中

国艺术家，让当时的西方社会见识了中国绘

画。如1956年张大千和毕加索的世纪相会，

便因郭有守的策划与牵线，这次会面在东西

方艺术史上传为美谈。从上世纪50年代以

来，赛努奇博物馆已陆续入藏齐白石、徐悲

鸿、张大千、傅抱石、谢稚柳、赵无极等名家的

珍稀画作数百幅。

展览的最后一个单元展出了赛努奇博物

馆近年的收藏，王天德、李津等人作品衔接着

当代水墨的实践，为中法文化艺术的交融续

写新篇。海派书画大师陈家泠作品《漓江晨

韵》受到关注，将在中国展览后由赛努奇亚洲

艺术博物馆永久收藏。

展览将持续到明年1月5日。东一美术馆

执行馆长、谢稚柳之子谢定伟在父辈的画作前

深情地说：“东一美术馆希望，观众跟随艺术大

师们的脚步，踏上一场20世纪中国绘画的探索

之旅，感受中国艺术的丰富多彩和惊人魅力。”

齐白石等  位名家真迹齐聚
巴黎赛努奇博物馆在中国首展

昨天走进大光明电影院前，我

已然知道 1 号厅换装了全新的银

幕，但似乎一切如昨。走出大光明

的时候，我更加确定 1 号厅升级了

更清晰更透亮的银幕，但为何好像

一切都没有变？

“力求最大程度保留影城的原

始风貌。”当我向      方面求证，

他们肯定了我的猜测，为了向历史

建筑风格致敬，    的品牌标识

在影城多个位置进行融入与再设

计。例如厅前标识一改原有的橙

色，选择与影城一致的金色系，并

在材质上向原有标识的金属材质

对 齐。在影城内的指引标识上，

    字形也改为邬达克装饰艺术

的细致字形。

这份“不变”的用心令人感动。

不过大光明有些地方“变”了，位于

一楼侧的“光影长廊”在数字化改造

后昨天正在最后铺设地胶。“希望这

里以后成为大家的一个打卡点。”影

院经理李克璐说，“我们将以‘一座

影院一座城’的概念，为大家带来一

场沉浸式的展览。也希望大家在那

些关于光影与城市的精彩故事中，

品味一座城市的文化特质，管窥一

座城市的生活品质。”

时代变迁，变化的是影迷的需

求，是放映的技术，不变的是大光明

的水磨地坪，是 1 号厅的金色花饰

吊顶，这是这座电影之城的繁华魅

力和文化活力。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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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大光明电影院1号厅（见上图）又将迎来

满满当当1365位观众。比是枝裕和电影展开幕影

片《无人知晓》更令人惊喜的，或许是刚刚安装、调

试完成的全新RealD终极银幕。

这是2009年大规模重修之后，大光明15年来

的首次大规模设备更新，不仅更换了银幕，还着重

对音响、放映设备等核心系统作了全面升级。

“引入当下高端先进的LUXE品牌（LUXE:A

RealDExperience,简称LUXE巨幕厅，是RealD公

司推出的高端影院巨幕厅品牌），可以大幅度提升

观影的舒适度，使影迷在任何角度都可以欣赏到

完美的画质和音效，带来更加身临其境的体验。”

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克璐很有信

心地说，“在（电影）节展中，也能更好地还原大师

们的每一个细节处理。”

它是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亲自开张剪彩的

“远东第一影院”，它是中国第一家宽银幕电影院

和第一家立体声电影院……始建于1928年的大光

明电影院，在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默默见证着中

国电影的发展变迁。拥有1365个座位的1号厅，

更作为上海座位数最多的电影放映厅之一，以其

宏大的规模和独特的魅力，成为上海电影放映的

重要阵地。

昨天是此次升级后大光明1号厅第一天对外

售票，上午10时30分，当灯光渐暗，巨幕亮起，一

切似乎真的与以往不同了，它更明亮，也更清晰

了。令人惊喜的是，记者特地选择了1号厅一楼第

一排最左、最右，最后一排最左、最右以及最正中

座位试坐，几乎感受到的是相同的画面亮度。“因

为这块银幕，是我们为1号厅量身打造的，是一块

高均匀度的RealD终极银幕。”RealD亚太区市场

总监俞圣伦与记者分享了1号厅实拍的“蛋黄区”

（高亮度画面区域）图，可以看到该厅测出的银幕

“蛋黄区”比现有RealD终极银幕覆盖更广，更比普

通金属幕大上1倍，“可以确保观众无论坐在任何

角落都能享受到几乎相同的画面亮度，以照顾千

人影厅每个观众的视觉体验。”俞圣伦语气里带着

几分自豪，但她也坦言，这次大光明的升级改造，

是RealDLUXE团队建设LUXE厅难度最大的一

次。“首先，由于影厅是历史保护建筑，那么美丽的

天花板肯定不能安装扬声器，墙面也不便承重，要

升级声音系统，如何才能增加立体音响效果？”据

介绍，加装扬声器的数量以及如何切实提升低音

的扬声效果，也是团队经过反复的方案修改和

现场测试方才达成的，“再者，在历史建筑里架

设银幕架安装新银幕，施工难度比我们想象的更

大，整体工程时间是以往的2到3倍。工程人员必

须根据影厅现场实际环境重新设计并增加新结

构，加固老银幕架的同时保证终极银幕的最佳安

装效果。”

RealD公司副总裁及亚太区总经理陈永文

说：“这个影厅经历从无声到有声，黑白到彩

色，2D到RealD3D，见证了电影技术的

发展，我们与有荣焉，很高兴能为热

爱电影的朋友们带来更

好的观影体验。”

本报记者

孙佳音

时隔  年
大光明再换新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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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博东馆屋顶花园一角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让城市空间 美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