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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继2004年“卡地亚艺术珍宝”
展览成功举办二十年后，卡地亚典藏与
上海博物馆再度携手。上海博物馆馆长
褚晓波在谈及展览意义时表示，上海博
物馆与卡地亚典藏的深厚情谊早已结
下。时隔20年，上博与卡地亚典藏的再
度携手，推出的“满庭芳菲：卡地亚的艺
术魔力”，将共同谱写中西方文化交流的
全新篇章。这个展览已经超越了珠宝展
的范畴，从卡地亚典藏珍品和各地中国
文物的对比展示中，观众可以找到为卡
地亚提供过神秘东方文化滋养的艺术源
泉。可以说，卡地亚超越珠宝艺术而定
格经典永存的理念，与中国古代艺术隽
永的价值体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此次展览甄选卡地亚典藏中极具代
表性的珠宝、钟表、档案等艺术珍品，分
为“荣耀图腾”“万物有灵”“创意无垠”

“世间惊鸿”“永恒法度”“繁华一瓢”六个
版块，呈现一场跨越百年的艺术魔力之
旅。这种超越珠宝艺术而定格经典永存
的理念，与中国古代艺术隽永的价值体
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神秘的东方艺术
为卡地亚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展览
中的中国古代艺术品与卡地亚典藏星月
相伴，携手共赴一场仰望苍穹、见证永恒
的艺术对话。

展览以法国诗人让·考克多委托卡
地亚为其定制的法兰西院士剑开篇。他
曾用美丽的诗句这样写道：“卡地亚是一
位奇妙的魔法师，用迷人的方式，从一缕

阳光中捕捉月亮的碎片。”正是这一诗句
启发了本次展览的展名“卡地亚的艺术
魔力”。

本次展览的整体展陈由蔡国强及其
团队引导设计，通过cAI（读作AI Cai）合
成的倪瓒山水图像与江南园林手稿，将

“中式美学”发挥到极致，既体现了中国
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也呼应了卡地亚
在珠宝设计中对自然宝石和工匠制作的
创新精神与魔法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演员吴越和新闻主

播徐惟杰特别为本展录制了中英文语
音导览，涵盖展览中最重要的20余件展
品。在两位娓娓道来的讲述中，观众细
细品读这些富有艺术魔力的作品，将收
获视觉和听觉的双重享受。展览将于
2024年11月6日正式向公众开放，2025
年 2月17日结束。本次展览门票按实
名制售票、即约即售的模式进行销售，
观众可通过上博官方微信小程序“上海
博物馆参观预约”或现场售票点进行购
票预约。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音乐剧中无论是舞蹈还是
音乐都是海纳百川，这个跟我们上海的城
市精神也是非常一致的，包容性非常强。”
上海戏剧学院戏剧学博士、副教授杨媚
11 月 4 日作客行知读书会“主题音乐
季”。她认为，音乐剧在上海火爆有其必
然性。

杨媚告诉读者，音乐剧19世纪在欧
美一出现，便立刻收获了无数青睐。之前
占舞台主流的是歌剧，演员们演唱到位，
但对表演却不那么注重。而音乐剧则是
一种综合的艺术，有歌、有舞、有说、又有
演，几乎可以满足人们对于舞台艺术的所
有期待。

在杨媚看来，音乐剧也是一种雅俗共
赏的舞台艺术，“雅”的部分来源于音乐剧
形成之初吸收了许多歌剧的元素；“俗”的
部分则吸收了如黑人灵歌、爵士音乐、乡
村音乐、歌舞杂耍、滑稽歌舞剧、富丽秀，
黑人杂剧，时事讽刺剧的元素。

不同地区的音乐剧又有着不同的风
格。以“百老汇”为代表的美国音乐剧大
气、华丽、随性，重视歌舞；以“伦敦西区”为
代表的老牌欧洲音乐剧理性、深刻、精致，
法语音乐剧感性、大气、写意；德奥音乐剧
兼备古典优美厚重与摇滚激情；日韩音乐
剧小而美，适合一家人去看。杨媚说，这些
不同风格的音乐剧，在上海都拥有一批忠
实观众。上海的音乐剧观众非常“卷”，有
的观众甚至为一部戏刷三四十遍。

杨媚告诉读者，其实上海能成为音
乐剧之都一点都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
音乐剧的综合性和上海的海纳百川的气
质不谋而合。近年来，上海引进了众多
国际经典音乐剧的原版并制作了中文
版，还推出了众多本土原创音乐剧作品，
如与戏曲结合的音乐剧《长河》，以国歌
为主题的音乐剧《国之当歌》，新国风音
乐剧《南唐后主》《悟空》《杨戬》等，这些
作品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展现了中国
文化的独特魅力。

创办于2018年的行知读书会是北上
海地区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读书会。在创
办6周年之际，他们推出“主题音乐季”，
请专家学者来对音乐进行深入解读，推动

“大阅读”理念的发展。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中国近代航运、电信、纺织、
铁路、钢铁、银行等，他都是首创者或主持
人，被誉为第一代实业家。而在新式文教
事业中，他也创办了我国近代第一家公共
图书馆，并兴办北洋大学和南洋公学，为
今天的天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
通大学奠定肇始之基。

11月4日，一生创造诸多“中国第一”
的盛宣怀，“回到”上海交大。“实业兴邦
兴学强国——纪念盛宣怀诞辰180周年
档案文献展”启幕，从中国首所大学到自
创首家银行的原始档案，精选展出了以往
大多未曾面世又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珍
贵档案文献180件。

展览位于交大闵行校区文博楼第一
展厅，展示面积 800 平方米，展期半年。
此次共精选了以往未曾面世又具有重要
历史价值的珍贵档案文献180件，其中上
海图书馆从被誉为“中国第一私家档案”
的盛宣怀档案中挑选出125件精品，第一
次送至高校联合办展，其中珍贵者有盛
宣怀创办轮船招商局的章程稿，其所创
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章
程，中国最早的葡萄酒“张裕”的创始文
献，盛宣怀所创中国第一家钢铁联合企
业——汉冶萍公司的股票，中国红十字
会创始性文献，盛宣怀治理山东小清河
的总地图，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
毕业生、著名法学家王宠惠出国留学的
中英文护照，创办南洋公学的奏折《请设

学堂片》的底稿，南洋公学蔡元培、张元
济、李叔同、黄炎培等师生课业笔记，以
及盛宣怀致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詹
天佑等人的信函等等。

上海交大有关盛宣怀的文献展品有
55件，包括档案馆所珍藏的盛宣怀办理南
洋公学及北洋大学堂的历史档案，如1898
年《南洋公学章程》、北洋大学堂开学日；
南洋公学建校初期在徐家汇一带购地建
屋、置办横沙岛沙田作为学田的原始档案
与地契文书，还有盛氏后人等各界社会人
士捐献的盛宣怀文献实物如盛宣怀官印、
纪念像章，设计学院孔繁强副教授作品盛
宣怀塑像、创校先贤群雕等。这些档案文
献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盛宣怀与近代工商
实业、文化教育、政治外交、慈善事业、社

会生活等领域的重要业绩与历史影响。
开幕仪式上举行了图书捐赠仪式。盛

宣怀文集《愚斋存稿》101 卷（点校本样
书）、《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盛宣怀》（绘
本）、《盛世宣古怀真》（纪念邮册）以及夏东
元著《盛宣怀传》《盛宣怀年谱长编》，欧七
斤著《盛宣怀与中国近代教育》（重印本）等
多部盛宣怀史料丛刊、研究新书亮相仪式。

其中，盛宣怀文集《愚斋存稿》涉及政
治、外交、实业、教育、民政等诸多方面。全
书 101 卷，近 300 万字，初次刊刻出版于
1939年，此后多次影印出版，但无点校整
理本。此次系首次点校整理出版，点校底
本为盛宣怀之孙盛毓凤先生捐献给上海交
通大学档案文博管理中心的1939年思补
楼刻本。

展厅现场。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常鑫

11月4日，“满庭芳菲：卡
地亚的艺术魔力”在上海博物
馆东馆启幕。本次展览以“卡
地亚的艺术魔力”为主轴，汇集
332件艺术珍宝，不仅有来自
卡地亚典藏的202件珍品、96
件档案文献，也有来自欧洲、上
博、故宫、山西、内蒙古、辽宁、
四川、河北等9家借展单位的
34件中国文物，延续中西方文
化与艺术的对话，将为观众呈
现一场跨越百年的珠宝艺术魔
力之旅。 青年报记者 郦亮

行知读书会告诉你上海音乐剧迷有多“卷”

音乐剧照亮城市文化的夜空

上博东馆“满庭芳菲”今起对公众开放

看珠宝典藏与中国传统对话

盛宣怀纪念展精选180件档案文献

中国首所大学、首家自办银行档案曝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