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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上海博物馆东馆的中国历代
绘画馆、中国历代书法馆11月13日将正
式向公众开放。至此，上博东馆八部“中
国古代艺术史教科书”全部亮相。这也
标志着这家博物馆正式全面开放。

据悉，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原先
也有古代书画展馆，但此次东馆的两个
展馆不是简单地照搬和复制。而是经过
了全面升级、创新改陈。应该说，书画两
馆在内容、功能、空间上实现了全方位提
升，不少国宝级书画珍品和多年未公开
展出的名家代表作将重现眼前，迎来书
画“国宝展”暌违20年后的重磅回归。上
博的中国历代绘画馆、中国历代书法馆
也成为海内外唯一的书画分开、系统展
示 中 国 古 代 书 画 通 史 的 常 设 展 。
上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上博东馆书
画常设展厅全面开放后，书法馆、绘画
馆、海上书画馆及书画特型馆总展陈空
间面积将达到4000平方米，首展全开总
计将展出共315件（196套）作品，几乎集
结了历代书法、绘画流派，个人风格的经
典，画家的代表作，超70%为全新亮相，其
中一级品总计137件（书法馆19件，绘画
馆 76 件，特型馆 22 件，海上书画馆 20
件）。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古代书
画的宝库。

虽是常设展馆，但上博安排了6套书
画方案以备轮换，将每半年更换一次展
品，3年总计将展出1200件作品，首次亮
相或久未露面的馆藏书画精品将陆续呈
现。首轮展品中，观众将看到多件上海
博物馆“压箱底”的镇馆之宝。其中，书
法馆汇集了王羲之《草书上虞帖卷》、怀

素《草书苦笋帖卷》、王献之《鸭头丸帖》
等历代书家名品名帖，展出原作及全部
题跋。而在绘画馆中，唐代孙位《高逸图
卷》、五代徐熙《雪竹图轴》、五代董源《夏
山图》、南宋佚名《望贤迎驾图轴》、北宋
赵佶《柳鸦芦雁图卷》、元代钱选《浮玉山
居图卷》等珍罕名迹将悉数展出。

值得一提的是，绘画馆中，上博特地
打造“馆中馆”——书画特型馆，为巨幅
的书画提供特殊的展示场地，将一般陈
列中因受展柜体量限制而无法展出的书
画精品，以主题特展的形式呈现给广大
观众。长约二十五米、高约五米的超长
展柜，无论是超级长卷还是巨幅立轴，在
此都有全幅舒展的机会。书画特型馆首

轮将展出王翚的《小中现大图》册与《重
江 叠 嶂 图 卷》，2 套 共 22 件 作 品 。
此外，书法馆在呈现古代经典的同时，还
特别新增现代书法版块，以展示近现代
书法家的传承与创新。首轮现代书法部
分主要展出近十幅作品，均为首次露面，
包括罗振玉、梁启超、弘一法师、黄宾虹、
沈尹默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品将阐释20
世纪以来书法艺术的发展历程，使得上
博书法通史更趋完整。 绘画馆的展陈
时间线也相较于人民广场馆时期进一步
延伸至现代，新增近现代绘画板块，徐悲
鸿、刘海粟、张大千、齐白石等名家名作
将悉数呈现，上博绘画通史展示也将由
此更为完善。

2024全城爵士音乐节启幕

在家门口“爵”美绽放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当歌手李泉一首

自弹自唱的爵士乐响起，众人都随着他的
情绪陶醉了。全城音乐·“爵”美杨浦——
2024全城爵士音乐节特别演出11月11
日晚在YOUNG剧场上演，这也是杨浦首次
举办爵士音乐系列活动。这也是他们深入
践行人民城市理念，让更多人感受爵士音
乐魅力的一次努力。

这场特别演出可谓是世界爵士音乐界
的一场精粹。知名音乐制作人、歌手李泉，
爵士钢琴演奏家、作曲家黄健怡，以及SOS
乐队、Midnight quartet乐队等青年爵士
乐队，为观众带来或深沉、或热烈的爵士乐
表演。

随后，“致最亲爱的你”音乐剧音乐会
在主剧场演出，精选多首著名音乐剧曲
目，涵盖从激情四射的爱恋到甜蜜温馨
的陪伴，再到失落与重逢的复杂情感，全
方位展现爱的力量。舞台上，表演者们
踏着阵阵鼓点，奏出浪漫音符。舞台下，
观众在旋律中相遇，沉浸在爵士乐的狂
欢中。

据悉，正在进行、渐入佳境的2024全
城爵士音乐节是杨浦区为深入践行人民城
市理念，让更多人感受爵士乐魅力而精心
策划推出的。所以主办方格外强调“全城”
二字，力求让更多的人能参与到音乐节中，
一起感受音乐之美。YOUNG剧场演出后，
还计划走进商业街区、创意园区等，举办包
括音乐剧、音乐演奏会、电影音乐会、快闪
音乐会等多种类型的活动，让更多人了解
爵士、感受爵士音乐的魅力。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早在
《诗经》中就出现的笙，无疑是中国传统
民乐器中的“老前辈”。如何让这样的古
老乐器奏出青春之声，一直引领中国国
乐创新的上海民族乐团从未中断探索之
路。作为上海民族乐团人才培养计划

“代表作工程”系列之一的笙声部首席赵
臻专场音乐会《笙临奇境》，近日在上海
交响音乐厅精彩上演，让观众和业内看
到了笙之“新声”。“我们希望展现笙乐器
的世界性和当代发展创新的可能性。”赵
臻说。

据介绍，乐团的“代表作工程”系列
通过委约作曲家，为“中流砥柱”业务骨
干们量身订制能够发挥其技术水平、艺
术风格和舞台表现力的新作品，去深度
挖掘他们身上个性化的演奏特点，并举
办个人专场音乐会，通过作品创作和演
出实践，释放艺术家们充沛的音乐能
量。乐团笙声部首席赵臻是拥有广泛人
气和影响力的笙演奏家，演奏风格自然
洒脱，极具艺术感染力。《笙临奇境》是继
去年乐团笛子声部首席金锴《云水三
章》、打击乐声部首席王音睿《声音地图》
后的又一典型音乐会。

在这场音乐会上，他诠释了一系列
不同编制、不同风格的笙乐作品。音乐
会开篇的《东方既白》选自乐团《零·壹|中
国色》中国首台国乐与AI音乐会，赵臻带
领乐团笙演奏家王阳、李春旭、王世杰、
徐靖婷，以自然清新的音乐旋律展现黎
明将至、曙光初现的场景。赵臻说：“演
奏当代创作的新作品，是件很有意思的
事情，很多的可能性、很多未知的挑战都

需要我们演奏家二度创作，在理解作品
内涵的同时融入自身的理解，也希望我
们对当代原创作品的诠释能够得到广大
听众的认可。”

本场演出还由乐团驻团指挥姚申申
执棒首演了笙协奏曲《逍遥天地游》。该
曲由乐团专为本次音乐会委约作曲家孔
志轩最新创作。作品灵感来源于先秦贤
哲庄子的千古名篇《逍遥游》，以“鹏徙南
冥”“圣人无名”“逍遥无极”三个乐章，对
庄子的“鹏鲲之变”“大小之辩”“绝对自
由”三个核心思想进行思辨，以动感的节
奏化音型和丰富的音乐元素，呈现自由
的音乐风格，富有浪漫和奇幻色彩。

此外，这场音乐会上，乐团委约作曲
家李玥锦创作的同名乐曲《笙临奇境》，
由卢耀波作曲、赵臻与乐团打击乐声部

首席王音睿、笛子声部首席金锴、扬琴声
部首席曹蕴、大提琴声部首席何晓彤、阮
演奏家沙漠共同演绎的《云韶》，和手风
琴演奏家尹异文合作的德国作曲家老锣
作品《如同你我》，与钢琴演奏家汪宇合
作的钟之岳作曲《壬RE：build》和李渊清
作曲《寻隐》等作品也一一上演，探索了
笙的无限可能。

“笙乐器的守正创新，除了坚持我们
自己的民族特色，还要拥抱世界上不同
类型的音乐语言和特点，笙可以和世界
上任何种类的乐器合作展现其独特的音
色魅力。”赵臻说。确实，中华文明是革
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上海民族乐团
和赵臻等艺术家的共同探索，正在让古
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兼收并蓄中
不断创新，绽放新彩。

首轮展品“国宝”尽出。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笙临奇境”，再现古老乐器的青春之声

中国历代书法绘画馆今起开放 书画“国宝展”重磅回归

上博东馆今天正式全部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