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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邮政博物馆自2006年
面向社会开放，吸引了众多参观
者，这项利国利民利企的公益事
业，也得到了社会各方的关注爱
护。为了积极打造成为红色教育
党建基地、优秀文化旅游基地、邮
政文化宣传传承基地、企业改革
发展宣传基地、邮政与地方经济
相互融合基地、创新业务融合发
展基地，今年4月，上海邮政博物
馆实施闭馆进行展陈更新。

如今，上海邮政博物馆重新
复馆，宛如一座连接邮政过去与
未来的桥梁，以翔实的史料和实
物，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追溯了
邮政的起源和发展历程，记载了
上海邮政早期党组织领导工人
运动以及革命先辈为新中国诞
生做出的贡献。博物馆展示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邮
政坚持“人民邮政为人民”的服
务宗旨，在普遍服务、网络建设、
经营发展、科技创新、对外交流

合作等诸多方面取得的辉煌成
就和“连接美好 无处不在”的企
业新形象；介绍了邮政坚持协同
这一最重要的战略、最核心的优
势，不断丰富邮务、寄递、金融与
电商的多元产品和服务；呈现了
先进劳模为邮政事业赓续奋斗
的榜样力量；展出了具有深厚文
化底蕴的邮票，于方寸间铭记党
的光辉历程，传承党的革命精
神，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
传承。

这几天，中国2024亚洲国际
集邮展览正在上海展览中心举
办。作为集邮界的“亚运会”，亚
邮展期间，多项活动和“上新”都
吸引了众多集邮爱好者的目
光。11月30日是亚邮展的“上
海文化日”，当天，由著名集邮家
丁劲松倾心编著的《中国红印花
加盖邮票》新书正式首发。

该书以翔实的历史资料为
基石，辅以丰富的图片和生动的

文字，全面而系统地梳理了红印
花邮票的历史渊源、发行背景，
以及各面值、品种红印花加盖邮
票的演变历程、子模特征、珍贵
票品与使用情况。不仅破解了
邮学界长期以来的诸多谜团，更
以大量实物照片和珍贵史料，为
读者展现了一个立体、鲜活的红
印花邮票世界，让人仿佛穿越时
空，置身于那段辉煌的历史之
中，深刻领略红印花邮票的历史
价值、艺术魅力与收藏意义。

“这本书的出版，是我多年
研究的结晶。”丁劲松坦言，没有
大家的支持与鼓励，这本书的出

版不可能如此顺利。首发式上，
三联书店总经理宋志军和中华
全国集邮联合会常务副会长赵
晓光都对《中国红印花加盖邮
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表
示，希望通过此书的出版，激发
更多人对集邮文化的兴趣，继而
进一步推动集邮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让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通过
集邮这一独特载体走向世界。

亚邮展期间，中国邮政还发
行了 2024-27J《中国 2024 亚洲
国际集邮展览》纪念邮票一套4
枚、小型张1枚，以这种特殊的形
式纪念本届亚邮展在上海举

办。邮票名称分别为“鼎启新
章”“沪韵流光”“邮梦未来”“邮
博古今”，小型张名为“浦江朝
晖”。每一枚邮票和小型张的画
面元素，呼应了本次展览5个主
题日的活动主题。

此外，《乙巳年》中国集邮生
肖贺岁新品也正式发布，中国集
邮推出的年岁常新、灵蛇鸿运、

“金”彩纷呈、“金”喜连年、蛇运
庆春、闹趣蛇年6大类共20余种
贺岁新品精彩亮相，可满足集邮
爱好者及贵金属收藏者、中国传
统文化追随者、年轻潮玩爱好者
等的不同购买需求。

于方寸间绽放历史芳华
展陈更新 上海邮政博物馆正式复馆

12月1日，经过积极筹备和升级改造后，
上海邮政博物馆正式复馆。记者从邮政部门
了解到，今年是上海邮政总局大楼建成100周
年，百年来，她见证了上海邮政开展革命、改
革、建设的光辉历程，也传承了邮政红色基因
和红色血脉的传承者。作为上海市“一江一
河”地标之一，上海邮政总局大楼除了发挥上
海邮政办公功能外，依托上海邮政博物馆，也
让更多市民游客走进大楼，感受建筑之美，触
摸红色历史。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市民在观展。 受访者供图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亲手制作掐丝珐琅
饰品、近距离围观书画修复现
场、用漆画绘出敦煌……近日，
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三位B站手工
区UP主现身中华艺术宫“何以敦
煌”敦煌艺术大展，来到“跟着UP
主学非遗”的活动现场。活动引
起了观众的浓厚兴趣。这也是
青年报原创栏目“UP主对话博物
馆”首次举办线下活动。

书画修复让历史文化
得以传承

UP主在下曼妥思将一张老
画带到“跟着UP主学非遗”活动
现场时，观众一片沸腾。

在下曼妥思告诉记者，这是
一张民国时期的小写意画作。
作品在历经岁月沧桑之后，已经
碎裂成了很多小片，而要将这些
碎片复原成一张整画，十分考验
修复师的功力。

谈到文物修复在青年人中
的大热，在下曼妥思对记者表
示，这其实体现了当下青年人的
一种心态，“他们需要解压。看
着一张破损的古画恢复如初很
治愈，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能看到
很精妙的中国传统书画修复装

裱的技艺。”
UP主雁鸿Aimee显示了她对

非遗技艺的独到见解。她带来
了“教你做掐丝珐琅饰品”的内
容，让在场观众近距离感受中式
美。雁鸿Aimee告诉记者，非遗
技艺的传承还是有一定的门槛，
而耐心是第一个要素。还有就
是要有自己的审美，相同的材料
不同的人做出来效果是不一样
的，所以大家需要边做边看怎样
是最好的效果。

雁鸿Aimee说，非遗技艺不
是生硬地普及，而是要使其与
当下生活相结合，使之符合今
人的审美。“我觉得可以结合现
代年轻人喜爱的东西去设计，
比如非遗去和一些游戏结合，
或者是动漫结合，或者是一些
有趣的事件结合，通过不同于
传统的表现方式去渗透进年轻
人的生活，这样就可以更好地
传承和传播。”

传播传统文化是一条
漫长的路

拥有149 万粉丝的UP 主我
是超人cr一出手必是精品。因
为这次是在“何以敦煌”敦煌艺
术大展现场举行活动，所以我是
超人cr就教大家“用漆扇绘出敦

煌”，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兴趣。
“通过各种创新的方式，让我们
在深入地了解和体验敦煌文化
的同时，将敦煌文化融入到我们
现代生活场景中，同时又被注入
创新性的血液，让敦煌文化以另
一种形态呈现在年轻人面前，激
发我们年轻人对中国非遗传统
文化的传承。”

我是超人cr告诉青年报记
者，敦煌艺术以其独特的色彩体
系和丰富的文化符号而闻名。
将这些元素与漆扇的传统工艺
相结合，需要具备深厚的文化底
蕴和创新思维，以确保最终作品
既能体现敦煌艺术的精髓，又能
展现漆扇的美学特点。

我是超人cr表示，传播和普
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条漫
长的道路。“迈入新时代，年轻人
对国家的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日益增强。我深刻感受到东方
美学对我们年轻人具有特别的
吸引力，我愿意把传统文化和自
己的创新想法相融合，通过互联
网短视频等方式让传统文化以
一种新的形式呈现。”

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
非遗魅力

本次活动由青年报与哔哩

哔哩联合举办。B站非遗专项负
责人风眠对青年报记者表示，敦
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丰富，
敦煌艺术广受年轻人关注。这
次结合敦煌展设置一些手工体
验环节，如文物书画修复、制作
敦煌色彩漆画扇，让年轻人跟
着 UP 主学非遗，亲身参与非遗
手工体验，可以增加他们对非
遗的兴趣和了解。未来，“跟着
UP 主一起学非遗”系列活动会
带领大家走进各地博物馆、美
院高校、电影节、艺术市集，让更

多人参与到非遗文化体验中，一
起以非遗手艺解锁中国，用传统
之美走向世界。

青年报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次活动是原创栏目“UP 主对
话博物馆”的又一全新尝试。

“我们希望以此作为桥梁，使年
轻人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非遗
文化的魅力。接下来我们也将
继续挖掘优质的 B 站 UP 主资
源，让展品‘活起来’，让互动

‘热起来’，让网上思政课和美学
教育‘立起来’。”

“跟着UP主学非遗”线下非遗手工体验活动举行

让展品“活起来”，让互动“热起来”，让美育“立起来”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跟着UP主学非遗”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