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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中国戏剧奖·梅花表演奖（第

3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终评正举办。上

海舞台“梅花竞放 戏聚东方”，近两日，秦

腔、柳子戏、蒲剧等剧种参评演员不但在

舞台上带来精彩演出，还纷纷举办观众见

面会并走入学校推广普及地方戏曲。

湘剧传承韵味无穷
昨晚，由长沙市湘剧保护传承中心

推出的湘剧《夫人如见》在北外滩友邦大

剧院上演。青年演员周帆凭借此剧来沪

竞“梅”，她在剧中饰演谭嗣同的夫人李

闰，年龄跨度三十余载，需跨越闺门旦、

青衣、老旦三个行当，极具挑战性。

新编历史湘剧《夫人如见》，以李闰

的传奇人生为蓝本，通过“两地书”“丧夫

痛”“翁媳怨”等六场戏，展现其从封建闺

秀成长为觉醒女性的心路历程，凸显湖

湘儿女敢为人先、坚韧不屈的精神品

格。 湘剧《夫人如见》特邀编剧罗怀臻

创作剧本，“夫人如见”四字源自谭嗣同

写给李闰书信的开头，饱含深情。

湘剧拥有600余
年的历史，是湖南本

土重要地方大戏剧

种，高腔、昆腔、低牌

子、弹腔四大声腔体系承载着湖湘文化的

基因。湘剧的传承并非简单的技艺复制，

而是文化基因的当代激活。为精准把握

角色，周帆和主创团队多次前往浏阳采

风，探访谭嗣同、李闰的故居与墓地，在史

料与艺术的交织中提炼人物精神内核。

为达到“既传统，又现代”的表演风

格，周帆从人物本身出发，既保留程式化

的古典韵味，又在情感表达上力求真实

感人，设计了很多符合剧中人物的形体

动作，将李闰的柔情、隐忍与觉醒层层传

递。在“十哭”唱段中，周帆以颤抖的声

线、浓烈的情感，将李闰对丈夫的深情、

对命运的抗争、对时代的呐喊融为一体，

“女性觉醒”主题也与当下“她力量”的社

会思潮形成共振。

长沙旅游提前“入戏”
让市民观众惊喜的是，演出现场，他

们不但领略了湘剧“夫人”的美，更沉浸

式体验了足不出“沪”游长沙。剧院前

厅，“湘沪携手 畅游长沙”2025长沙文

化旅游上海推广展示活动营造浓浓氛围

感。别开生面的花鼓戏《刘海砍樵》、婉

转动听的琵琶弹奏《十面埋伏》、匠心独

运的湘绣、栩栩如生的长沙剪纸，让人提

前“入戏”。

“湘沪携手·畅游长沙”主题线路和

“美丽中国行·入境游沪湘”主题线路展板

前也人头攒动。沿着老长沙寻踪游的线

路，可以嗦碗长沙特色米粉，踏访橘子洲

头、岳麓山感受红色基因与千年文脉，行

走在市井街巷的青砖板路，与博物馆历史

文物展开时空对话，到剧场听一曲湘音

汉韵……有观众在认真“做功课”，计划

着要带海外的朋友领略下上海、长沙两

地的不同风采。借助 240小时免签入境

利好政策，长沙加强与国内入境旅游热门

城市的多维互动，借助“二次引流”，努力

打造成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二站。

当晚的互动抽奖环节将活动推向高

潮，不少市民观众拿到了长沙日历、铜官

窑冰箱贴等特色文创产

品，来自长沙的酱板鸭、

茶颜悦色零食、墨茉点

心局的点心也让好吃且

会吃的上海人倍感贴

心。 本报记者 朱渊

本报讯 （记者

乐梦融）昨天下午，上博东馆

迎来一批特殊的小观众——上海市第

四聋校师生代表。在一场别开生面的“非遗新

体验”活动上，非遗传承人配合手语老师为孩

子们解锁“古籍修复”“中式家具修复”等非

遗体验（见图 记者 王凯 摄）。在“5·18国际

博物馆日”到来之前，上博以非遗为纽带，关怀

不同人群需求。

昨天，文物保护修复展示区首次对观众开

放，邀请特殊的听障学生进入与非遗传承人面

对面交流，沉浸式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上博非

遗传承人、上博文保科技中心工艺组负责人马如

高老师准备了一系列的中国传统家具样品和榫

卯构件。“这是抱肩榫、这是棕角榫，那些是楔钉

榫、走马销、燕尾榫、夹头榫、插肩榫……”他耐

心地捡起一块块构件，鼓励孩子们上手触摸和

拆解。遇到他们无法理解的生僻字，上博工作

人员贴心地为孩子们在白板上写下“字幕”。

上海市第四聋校与上博非遗的缘分始于

2021年。4年来，从“古籍修复非遗体验”走进校

园，到“乐游上博”研学活动，再到参观“实证中

国”特展，四聋学生围绕古籍装帧等非遗技艺展

开了深度体验，他们亲手制作古书，亲历雕版印

刷，感受着非遗技艺的魅力，摸到了传统文化的

温度。

数量有增添
相比于 2023年度，新增上博

东馆、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

纪念馆、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

纪念馆、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

纪念馆、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博物

馆、上海百诺巧克力博物馆（见右

图），共6座博物馆。

全市免费开放的博物馆 141
座 ，约占 本市 博物馆总量的

82.5%，其中，国家一级博物馆 12
座，国家二级博物馆13座，国家三

级博物馆 8座。上海市奉贤区博

物馆从未定级博物馆一跃成为国

家一级博物馆，充分展现了本市

博物馆的实力和潜力。

以上海市面积 6340.5平方公

里计，每 37.1平方公里有一座博

物馆，于长三角区域排名第一。

上海市 16辖区中，平均每区

拥有 10余座博物馆。其中，中心

城区有博物馆117座，中心城区每

10.42 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每

12.82平方公里有一座馆。非中

心城区有博物馆 54座，占总量的

31.58%。

内容有增量
藏品是博物馆的底蕴，2024

年，全市博物馆的藏品总量为

228.6万件/套，其中珍贵文物（一、

二、三级文物）23.9万件/套。上博

拥有文物藏品102万件，占据全市

博物馆文物藏品的半壁江山。新

增藏品数 25641件/套，增幅 1.1%
左右。

展览是博物馆的灵魂，2024
年，上博“从波提切利到梵高——

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宋庆龄

故居纪念馆“宋庆龄生平展”、中

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传承

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中

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系列”

跻身第21届全国博物馆十大精品

行列，还有15项展览获得2024年
度上海市博物馆陈列展览精品推

介。6个展览上榜2024年中博热搜

榜百大热门展览，其中，上博有三个

展览在列，区级博物馆闵行区博

物馆有2个展览上榜，还有一个是

奉贤区博物馆的“巧同造化——

中国古代科技文物精华展”。

互动有增加
2024年，全市博物馆共策划

线下教育活动 43310场，日均 118
场，参加人数约841万。拥有志愿

者 19840人，增幅达到 27.4%，其

中《义勇军进行曲》灌制地纪念馆

以 1893名志愿者人数名列第一，

上海地铁博物馆以1392名紧随其

后，第三位的是上海中国航海博

物馆。

2024年度的“社会美育大课

堂”中，共有 51家博物馆上榜，占

全市博物馆总量的 29.8%。上博

“博观大课堂”学生系列、中共一

大纪念馆“树德有为 雏鹰少年”

红色思政服务系列等15个项目入

选2023年度上海市博物馆卓越教

育项目。

2024年，“把博物馆带回家”

的理念更深入人心，全市博物馆

的文创产品开发总数已达 4111
种，收入总计超4.9亿元，其中，上

海博物馆以3.83亿元高居榜首。

网络的触角无处不在，人们

访问了解博物馆的形式也多种多

样，博物馆的网站、新媒体账号访

问量位居前三的有上海博物馆、

上海市龙华烈士纪念馆及上海观

复博物馆。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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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5·18国际博物馆日”临近，《上海博物馆发展2024年度报告》发布。
截至 2024年底，上海市已备案博物馆 171座。以 2024年上海全市常住人口
2480.26万计，每14.5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 备案博物馆：171座
历史类：51座

艺术类：10座

自然科技类：7座

综合性：14座

其他主题类型：89座

免费开放博物馆：141座

● 接待观众总量：约4086.98万
人次，同比增长31.9%，创历史新高

本地观众：约 1762.95 万，占上海

常住人口的71.08%

参观人次前三位：上海博物馆、上

海科技馆、中共一大纪念馆

● 设有基本陈列：386个
举办临时展览：563场

出入境展览：32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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