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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新民晚报创

刊95周年之际，作为报

庆系列活动之一，昨天

下午，夜光杯文学周在

上海图书馆拉开帷幕，

作家、导演陈丹燕开启

了首场讲座活动（见上

图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接下来昆剧表演艺

术家沈昳丽、黎安，小说

家潘向黎，复旦大学特

聘教授李泓冰，散文家

赵丽宏等名家还将来到

位于淮海中路1555号

的上海图书馆西馆，在

夜光杯市民读书会上和

读者一起寻找文学里的

诗意人生、品质生活。

文学常相伴
今年是新民晚报创

刊95周年，也是中国报

纸中历史最悠久的综合

性副刊《夜光杯》创刊

78周年。夜光杯文学

周是新民晚报服务读

者、走到百姓中，加强读

者作者编者交流的活

动。除了纸质的《夜光

杯》，读者每日还可在掌上读到

《夜光杯》，微信公众号、新民客户

端、视频号、直播……丰富的传播

形态，让《夜光杯》这张名片飞入

寻常百姓家。新民客户端和上海

时刻视频号将全程直播夜光杯文

学周活动。

在开幕式上，新民晚报社向上海

图书馆赠送了夜光杯文萃的新书

《岁月未蹉跎》，并接受捐赠证书。

滨江艺术化
著名作家、导演陈丹燕是《夜

光杯》数十年的作者和读者。她

关注上海的城市建设和发展，对

黄浦江有特别的关注和感情。在

夜光杯文学周首场活动暨市民读

书会第36场活动中，她和读者分

享了“上海人如何玩滨江——河

流的艺术化进程”。

小时候，陈丹燕常去父母正

对黄浦江的办公室。如今，她常

常热情地介绍它的变化和发展。

“上海并不是一座看山川湖泊的

城市，也正因如此，滨江的水空间

则更显重要。”黄浦江和苏州河的

滨江路沿岸是陈丹燕非常喜欢的

地方，在城市改造过程

中，这里逐渐变成了城市

的公共空间。

陈丹燕敏锐地注意

到了浦江沿岸的更新与

艺术的关联。在她看

来，浦江沿岸的这些场

所都有工业性，更具城

市性，特别适合当代艺

术，展出的当代作品也

与场地有着天然的联

系。“国外许多美术馆、博

物馆的前身都是宫殿，但

在上海，徐汇滨江的各

个美术馆大都是由工业

遗存改造的，黄浦滨江

的美术馆很多由洋行办

公大楼旧址改造，在空

间上很是不同。艺术品

放在这样的房子里呈现

出不同的面貌，艺术和

建筑本身是相关的。”

直播有互动
互动环节，读者有

备而来，十分踊跃。当

主持人抛出“说出两本

陈丹燕所著的书的名

字”的问题时，有读者立

马拿出《上海的金枝玉叶》和《木

已成舟》两本书，“陈丹燕是海派

女性的代表，她执导的纪录电影

《萨瓦流淌的方向》我也看过。”陈

丹燕感慨，这两本书都是很老的

版本，很珍贵。对于新民晚报的

办报理念，读者更是对答如流。

不少读者表示，这样的讲座，传递

的是真正的海派文化、品质生

活。现场参与互动的读者，都得

到了夜光杯文萃等礼物。

新民客户端和上海时刻视频

号对本场活动全程直播。不少观

看直播的网友留言：“陈丹燕是阿

拉上海顶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女作

家”“最上海的新民晚报，最上海

的陈丹燕”。

“夜光杯文学周”由上海市民

文化节指导委员会指导，新民晚

报社和上海图书馆主办，上海市

民文化协会承办。在活动现场订

阅 2025年新民

晚报的读者，还

可得到新民晚报

读者俱乐部送出

的精美礼物。

本报记者 王瑜明

9月底，上海各大艺术展览将

相继拉开帷幕，这几天，备受瞩目

的“何以敦煌”艺术大展、“对话透

纳：崇高的回响”、“艾尔 ·阿纳祖：

红月之后”不约而同地进入紧张的

前期布展工作。

品敦煌之美
将于9月20日在中华艺术宫

（上海美术馆）开幕的“何以敦煌”

艺术大展，展厅的基础搭建于昨天

全部完成。大展的三件重点文物

进行了开箱。

这次开箱的文物分别是“莫高

窟六字真言碑”“圣历碑”“北凉石

塔”，均为国家一级文物。其中，莫

高窟六字真言碑出土于莫高窟第

61窟，为元代著名碑刻；碑身上额

阴刻“莫高窟”三字，碑身中央刻四

臂观音像，观音像周围刻有梵文、

藏文、汉文、西夏文、蒙文、八思巴

文共六种文字的“唵、嘛、呢、叭、

咪、吽”。莫高窟六字真言碑反映

了丝绸之路上多民族文化长期共

存、相互影响、包容互鉴的历史，也

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征

和格局。《圣历碑》又称《李君莫高

窟佛龛碑》《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

碑》等，碑主李义，字克让，武周时

任左玉钤卫效谷府校尉；碑身文字

除记录李氏家谱外，还概述了莫高

窟营建史。该碑是研究敦煌历史

及莫高窟营建史的重要资料。

北凉石塔是中国出现最早的

一批佛教石塔。敦煌研究院馆藏

文物现存体积最大的《北凉石塔》

发现于敦煌党河淤泥中。其形制、

图案、铭文中西元素交融，是佛教

东传中土并与中国文化融合、逐步

本土化的见证。

以“文物+复刻经典洞窟+壁画

彩塑”为形式，从敦煌研究院调集

大批极具代表性、极具稀缺性的

一、二级珍贵文物及临本等，包括

禁止出境文物，以及多件首次赴沪

展出文物，并原窟复刻莫高窟经典

石窟群，让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

“在上海，看敦煌”。

观泰特之浪
由英国泰特美术馆带来的两

大新展即将在浦东美术馆开幕。

昨天，“对话透纳：崇高的回响”海

报在浦东美术馆大厅里升起。其

中一件重头展品——透纳《威尼斯

叹息桥、总督宫及海关大楼：正在

画画的卡纳莱托》，描绘了威尼

斯风光，画面左下角正在支着画

架创作的画家，是比透纳早生80

年的意大利著名风景画家卡纳

莱托。

“艾尔 ·阿纳祖：红月之后”

是浦东美术馆自开馆以来所举

办的规模最大的装置展，第一幕

《浪》已初见端倪（见左上图 本报

记者 徐翌晟 摄），《浪》是专为浦东
美术馆的特定场域重新设计的，呼

应着美术馆的滨水建筑及其处于黄

浦江弯角的地理位置。现场可以看

到，阿纳祖的装置艺术作品由瓶盖

和金属碎片构成，通过废旧材料的

收集，手工揉捏、碾压，并用铜线巧

妙串联，形成了兼具灵活性和适应

性的独特组合，给观众带来巨大的

视觉冲击。高悬在天顶上，由几片

弯曲的废旧金属丝重新组合而成的

作品《世界》（见右上图 本报记者

徐翌晟 摄），则带来别样的视觉体

验。观众从浦东美术馆二楼的长条

形窗看出去，步换景移之间，会慢慢

看到金属丝叠合而成一个地球。

本报记者 徐翌晟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9月

15日起，上海博物馆东馆不再需

要预约凭证，散客可以直接入场

参观。试行这一政策，是上博进

一步优化参观体验、简化入馆流

程的手段。

上博东馆的开放时间依旧是

10:00—18:00（17:00停止入场），每

周二闭馆（除国定假日外）。9月

15日起，想要参观上博东馆的观众

可持有效身份证件，从B1层东门

通过安检后入馆。

为避免展厅拥挤，提供良好的

互动体验，古代文明探索宫、数字

馆仍需提前预约，观众需在东馆预

约界面，选择“专项预约”进行预

约。如举办收费特展，

上博东馆将会在服务台

信息栏及官方网站、官

方微信公众号展览介绍

页面注明，观众可通过

线上购票或者线下服务台购票。

如有个别展厅参观人数超过瞬时

最大承载量，上博东馆将对该展厅

启动临时限流措施，待客流量恢复

到安全范围后，即解除限流。

目前上博东馆的开放面积已

经达到展陈空间的80%以上，观众

接待人次维持在2万人左右。据

悉，最后一批展厅“书法馆”“绘画

馆”将在11月底前与公众见面，届

时实现全面开放后的上博东馆，预

计每天的人流吞吐量可以达到3

万人次。

来上海，看大展
各大艺术展览进入前期布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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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东馆9月  日起免预约参观

 观众在上海博物馆东馆参

观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扫码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