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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3 日，全市场一只中证碳中和
60ETF——上投摩根中证碳中和60ETF正式
上市，作为聚焦碳中和投资领域的主题ETF，
该产品为投资人提供了布局“碳中和”主题的
更多投资选择。投资者可通过广发证券、华
泰证券、海通证券等券商代销渠道进行申

购。上投摩根基金总经理王大智指出，碳中
和不仅是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更将
带来丰富的投资机遇。聚焦中国的碳中和
投资领域，相关产业发展空间巨大，同时相关
产业链的中国公司具备全球竞争力，具有较
大的成长潜力。

中证碳中和60ETF正式上市

广告 投资需谨慎

此次展览汇集了大英美术馆的诸多
珍藏。堪称对西方绘画经典的四百多年
艺术巡礼。展览共分八个板块，以教科书
式的方式，通过精选50位艺术家的52件
作品，完整呈现从文艺复兴至19世纪后
印象派的发展脉络，可以说是一部浓缩的
欧洲美术简史。

第一板块“波提切利和15世纪意大
利绘画”本板块将展示在15世纪意大利
绘画全盛发展时期两个截然不同的流
派。在这一板块中，观众可看到梅西那
《书房中的圣哲罗姆》、贝利尼《圣母子》和
波提切利《圣泽诺比乌斯的三个奇迹》等
名作，近距离观察当时不同流派画作的差
异与特点。

第二板块是“拉斐尔和意大利文艺复
兴盛期”。本板块中观众可看到文艺复兴
时期伟大的艺术家们创作的宗教艺术、肖
像画、历史和神话绘画，如拉斐尔的《圣母
子与施洗者圣约翰（加瓦圣母）》、提香的
《女子肖像》、柯勒乔的《维纳斯、墨丘利与
丘比特（爱的教育）》等，从中感受古典主
义在画家笔下的“神圣力量和重生”。

第三板块是“戈塞特和北方文艺复

兴”。本板块将展出戈塞特的《年轻公主
（丹麦多萝西娅？）》、阿尔特多夫的《人行
桥风景》以及布克莱尔《四元素：火》《四元
素：水》等，观众可从这些作品精细自由的
笔触中体会早期荷兰派绘画特点。

“卡拉瓦乔和意大利及西班牙的巴洛
克绘画”是第四板块。本板块将展出卡拉
瓦乔的《被蜥蜴咬伤的男孩》，在这幅作品
中，卡拉瓦乔成功捕捉到了被蜥蜴突然咬
到后男孩一瞬间的表情和动作，极为生
动，让观众能直接感受到男孩的痛苦和惊
讶，并将其演变成一个生动的故事，这便
是卡拉瓦乔艺术中的革新，对欧洲艺术家
产生了持久影响。

伦勃朗和凡·代克是17世纪欧洲北
部的杰出画家。凡·代克擅长描绘丝绸和
缎子，对贵族服饰丰富多彩的颜色和织物
质地很感兴趣。相较之下，伦勃朗更偏好
探索不同绘画媒介带来的可能性，他常用
层次丰富的光线、阴影和纹理来描绘人物
面部，最常描绘的便是他自己的面部。第
五板块“伦勃朗和17世纪欧洲北方绘画”
将展出凡·代克的双人肖像画《约翰·斯图
亚特勋爵与其兄弟伯纳德·斯图亚特勋

爵》及伦勃朗的《63岁的自画像》，两人截
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可从这两幅作品中窥
见一斑。

第六板块“卡纳莱托和18世纪欧洲
绘画”，第七板块“梵高和印象派绘画”和
第八板块“透纳和英国绘画”聚焦18世纪
以后西方绘画的发展。尤其值得一提的
是，此次展览展出梵高的《长草地与蝴
蝶》，这是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的为数不
多的梵高作品之一，描绘的是他短暂人生
的最后阶段，在法国南部的精神病院疗养
时，看到的院里的一片草地。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
富。上海博物馆“大博物馆计划”中的一
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对话世界”文物
艺术系列大展：联手世界知名的博物馆，
自主策划，联合办展，推动文明对话，促进
交流互鉴，让上海成为“世界看中国、中国
看世界”的重要窗口。2021年10月，上海
博物馆成功举办“对话世界”首展：“东西
汇融：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展”，获得业
内外广泛好评。时隔一年，上博首度联手
英国国家美术馆，成为此次亚洲巡展的首
站，推出“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国家美

术馆珍藏展”，与观众分享经典、震撼的一
部欧洲美术史，也让观众近距离观赏艺
术。

英国国家美术馆馆长加布里埃尔·费
纳尔迪博士表示，2023年，英国国家美术
馆收藏的一系列绘画杰作将在亚洲各地
巡回展出，首站是上海博物馆，这也是英
国国家美术馆在中国大陆第一次办展。
2024年即将迎来美术馆成立200周年，十
分高兴能通过此次巡回展览接触到新的
观众。漫步于英国国家美术馆，就像打开
一部从13世纪跨越到20世纪初的欧洲绘
画史，而这次展览和图录旨在让观众切身
感受浓缩的艺术历程。上海博物馆馆长
褚晓波表示，这样的强强联手，是一次跨
越地域，超越文明的对话。在当下的国际
环境下，让中国观众能够在家门口，不用
飞越大洋，欣赏到这场千载难逢的艺术盛
宴，是上海博物馆投入大量精力、财力，促
成这次展览合作的初衷，也是我们的目
标。上海博物馆馆庆70周年之际，奉献这
一重磅展览，是向过去的70年里，上博始
终坚守在国际文化艺术交流前沿的一次
最真诚的致敬。

上海博物馆“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揭幕

这是一部浓缩的欧洲美术简史
从波提切利、拉斐尔、提香、戈塞特到卡拉瓦乔、伦勃朗、克劳德、康斯特布尔，再到塞尚、马奈、莫奈以及梵高，50位

欧洲艺术巨匠的作品齐聚上海。昨晚，上海博物馆首度联手英国国家美术馆，推出“对话世界”文物艺术大展系列的第
二个展览——“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这就是一部西方绘画史。 青年报记者 郦亮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2023年全国“村晚”日前在国
家公共文化云、央视频等线上平台相继推
出，与全国观众见面。崇明这次成为了
全国“村晚”的一个分会场，在位于旅游
生态村瀛东村的百姓大舞台上，崇明将
拿出看家绝活，充分展现自己的民俗风
情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记者了解到，在
全国“村晚”上，崇明拿出10个原创群文
作品，涵盖舞龙舞狮、歌曲、舞蹈、口琴、
独唱、四重唱等，为喜迎新春的人们送去
欢乐和祝福。

崇明素有“长江门户，东海瀛洲”之
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河口冲积沙岛，也是
中国第三大岛屿，有着1300多年的历史
传承。如今，“生态崇明、美丽崇明、幸福
崇明”建设成效显著，生态民生福祉取得
重大进步，一座世界级生态岛的美好形象

正呼之欲出。可以说，崇明也是全国乡村
振兴的一个缩影，这也是此次全国“村晚”
在崇明设置分会场的一个原因。

据了解，此次全国乡村“村晚”，以崇
明老白酒这一非遗元素创作的舞蹈《米酒
飘香》，再现了村民们辛苦劳作后休憩享
受生活的浓浓烟火气。崇明老白酒又称

“米酒”，其传统酿造技法已有七百多年历
史，2009年被列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昔日在崇明乡村，几乎家家户户都
会酿造老白酒。如今，作为崇明的特产之
一，崇明老白酒风味独特，甜而微酸，颇受
市民游客喜爱。舞蹈《玉兰的述说》以上
海市市花白玉兰为象征，音乐选自在崇明
举办的第十届中国花博会歌曲，将崇明特
色与上海城市气质融为一体。舞蹈《玉兰
的诉说》编导夏元琦表示，该舞蹈通过芭
蕾舞、摩登舞等元素，以玉兰为象征，展现
出了百姓的美好生活。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从衣食住行到艺
术人文，“非遗”技艺包罗万象。昨日，
以“非遗新体验”为主题的“首届国潮
文创设计大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举行颁奖仪式。来自全国各地近 700
余幅作品中评选出共计 50 个获奖作

品，其中评选出“最佳产品奖”、“最佳
设计奖”前20名，以及“最具潜力奖”30
名。

去年6月11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大赛启动，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到了众多
非遗参赛作品，经过初审、专家评审、网
络评选及组委会终评等环节，评选出一
批“创新、好用、可转化”的国潮文创产品
和设计方案。

非遗时尚“潮爆”申城
首届国潮文创设计大赛在沪颁奖

一场“村晚”铺展大美崇明生活画卷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