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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法耶文化艺术中心位于黄浦新天
地片区，首展将带来《精绝七日：新疆尼
雅遗址数字大展》，新疆国宝级展品将于
1月25日迎来沪上首秀。届时观众可以
脚踩沙土，体验汉代蜀锦织造工艺，戴上
VR穿越回千年前的西域文化，沉浸式感
受古丝绸之路的文化魅力。青年报记者
带你提前探营，揭秘尼雅遗址消失千年
的奥秘。

尼雅遗址是中国新疆塔克拉玛干大
沙漠南缘一处闻名于世的汉晋时期绿洲
城邦聚落遗址。在考古界久负盛名，长
期以来一直是历史、考古、地理、文学、艺
术以及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本次展览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
馆和ALIGHT光禹莱特联合出品，为全国
首个大规模新疆文化主题沉浸式展览。
新疆博物馆国宝文物“五星出东方利中
国”锦护臂（复制件）及百余件珍贵文物
级展品将在上海首次展出。

记者探营发现，这次展览的最大亮
点在于上海百年建筑华丽变身，与展览
的巧妙匠心以及展览动向设计形成了完
美融合。其传递的建筑设计美学可圈可
点，建筑本身就堪称一部设计佳作，值得
细细品味。走入其中，扶梯而上，全面体
验城市历史流变，上海文化变迁。

艺术中心外立面经数字化升级，呈
现为折叠媒体屏，独特的建筑肌理让光
影在立体的变化中产生全新的叙事节
奏。步入馆内，室内空间打破了原有结
构限制，运用独特的错层系统设计，加入
了从上至下流线形的楼梯，形成一气呵
成的全新观游路径，整个空间宽敞、透
亮，极具可塑性。观众可自由穿梭，环绕

在各层间，投身于时空穿越的新疆文化
艺术之旅。

而精绝七日也将大展的文化解读方
式辅以数字科技，带给上海观众全新的
展览体验。它融合了数字科技、文物交
互、电影美学、AIGC、穿越式XR等新锐方
式，带领观众穿越时空，以考古发现的第
一视角探访尼雅遗址，开启一段精绝古
城考古之旅“七日游”，更能让观众身临
其境地领略大美新疆的历史风貌和文化
底蕴。

走进第一日的展厅，记者立刻眼
前一亮。成吨的沙土遍布展厅，模拟
了沙漠古城的原貌。脚踩沙土，发出
咯吱咯吱的响声，一下子让人观感直
入，进入真实的沙漠情境。在这里，观
众将拿起手电筒，化身为考古学家，跟
随数字化的步游路线，开启尼雅考古
探险之旅。这里，路经戈壁、抵达沙
漠、跨越历史，沙土里还树立着胡杨林，
手电筒照向沙土，6个文物数字展品便
跃然沙丘之上，跟随着西域地图，探究
文物背后的故事。

第二日展厅，为遗址修复日再现。
记者看到，这里保留了文化修复的整个
故事脉络。观众将继续在考古之旅中步
入三个“历史修复盒子”。通过考古工
具、考古记录、修复工具、考古故事、文物
线索等拼凑起历史文明的碎片，带领观
众逐步具象化修复和重塑尼雅文明的历
史图景。

在第三日展厅里，观众将穿越古今
领略尼雅沙海绿洲的璀璨文明，记者发
现，这里更是科技感十足，把文物交互
做得生动淋漓。借助于虚拟现实技术，

观众将见证千年前精绝人的衣食住行、
四季耕种、贸易织造、精神追求，沉浸式
地感受精绝古城生命的脉动和文明的
传承。

跟随策展人的讲解，记者随后来到
第四日展厅，这里名为数字化文物互动
装置展厅。在这里，此次展览最重磅的
一件展品将华丽亮相。尼雅遗址出土的
国宝级文物“五星出东方织锦”（复制件）
位于展厅核心位置。观众还可以走到最
中央的“五星奇观织机互动装置”前，亲
身体验当年织锦的全过程。而这台织机
可不是传统织机，它拥有交互大屏，在一
梭一织之间，屏幕上随即复刻出汉代蜀
锦的纹样，这些纹样通过数字化技术上
传至展厅的穹顶幕布，让观众体验纹样
织造科技，联动古今。

到了第五日，是位于艺术中心顶楼
的360°环幕影厅。影厅里开始播放《沙
海遗梦：千年胡杨的尼雅守望》。展开历
史画卷，观众继续在屹立千年的胡杨树
林中，见证着尼雅文明的繁荣、消逝、唤
醒和守望。

令人惊喜的第六日体验，观感达到
高潮。观众将通过VR探索与实景互动，
穿越回两千年前的精绝古城。戴上VR眼
镜，漫步虚拟现实，眼前跳出的是商贾闹
市。加入篝火舞会，观众三五成群，可以
与当地居民共同经历那些古老而又鲜活
的生活点滴，身临其境地体验精绝人富
足的精神与物质生活。

第七日，观众来到文创商店休整，
进入展览尾声。整个展览结束，观众也
对新疆尼雅文明有了全方位的感受和
体验。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几年前，上海文庙
开始升级改造。至此，上海暂时告别拥有固
定旧书市集的年代。作为中国近现代出版
发源地的上海，从来都是旧书重镇，人文底
蕴深厚。如何在没有固定场所的情况下繁
荣旧书市场，这是一个命题。1月21日，50
余名业界代表和专家学者，齐聚2025“旧书
新知·书香上海”专题研讨会，探讨古旧书业
在当下的发展。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各地都存在旧
书市场，旧书行业一片繁荣。北京的潘家园
和上海的文庙，是南北两大古旧书市场，全
国知名。现在北京的潘家园还在，但文庙旧
书市集已暂别上海。随着文庙的改扩建，上
海的古旧书市场碎片化趋势很明显。为了
解决这个问题，两年前，上海借鉴巴黎塞纳
河畔旧书摊的经验，在苏州河畔推出了“淘
书乐”旧书市集，还在上海书展现场推出了

“淘书乐”专区，受到市民的欢迎。2024年，
“淘书乐”旧书市集2.0版本在全市铺开，创
新推出了“书香巴士”“书香游轮”“钢琴巴
士”“阅游苏河”人文行走等特别策划，通过
多样化的形式，将“淘书乐”的旧书书香散播
至读者群体中。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是上
海著名的藏书家，也是古旧书研究的权威学
者。他告诉记者，对自己这样从事现代文学
研究的学者而言，所需资料不在图书馆就在
旧书摊，或者在旧书藏家手中，“我们这些人
去古旧书店不稀奇，如何吸引年轻人才是重
点，要有新招。”

“上海有一两百家旧书摊点，很多人以
此为生，如何发挥好就业作用，在文化建设
中的正向作用，相关部门加强管理支持培训
很重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彭卫国
表示，“旧书在保存传承文脉基础上，也承担
着推进全民阅读，营造书香社会的责任。旧
书有依托，新书才有根基。”

农历甲辰龙年即将别去，乙巳蛇年日
渐临近。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有心之人会
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甲辰龙年只有354
天，而乙巳蛇年却有384天，后者比前者
足足长了30天。同是农历年，蛇年倒比龙
年长，这是何故？这30天长在哪里？

农历是中国的传统历法，以月球绕地
球运行周期并兼顾地球绕太阳运行周期
而制定，是一种阴阳合历。中国天文学会
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婧解释说，
中国农历历法规定：以月相“朔”所在那一
天为每月的初一，下次“朔”的日期为下一
月的初一。一个“朔望月”平均为29.5306

天。由于一个月的天数要用整数表示，因
此有时是小月29天，大月30天。由于“朔
望月”本身也长短不一，相差近半天，所以
可能会出现连续几个大月或连续几个小
月的情况。一个农历平年有12个月，长
度为354天或355天。

现行公历是一种阳历，太阳连续两次
经过春分点的时间间隔即为一回归年，平
均长度约为365.2422天。由于一回归年
的平均长度并非整数，公历年设置了平年
和闰年，平年365天，闰年366天。

这样一来，一个农历平年与一个回
归年相差 11 天左右，如果每年都提前

11天左右过年，那么今年是在冬天迎新
年，若干年后就要在夏天过春节了。为
避免发生这样的“囧事”，我国古人采用
增加闰月的方法使农历年的平均长度和
回归年的长度接近，在19个农历年中加
入7个闰月，有闰月的那年有13个月，称
为闰年，年长384天或385天。这样，19
个农历年和19个回归年的天数就几乎相
等了。

闰月具体安置在哪一个月，这和二十
四节气有关，闰月会被安排在农历没有中
气的月份。古人将二十四节气分为十二
个节气和十二个中气，二者相间排列。农

历历法规定每个朔望月都有一个中气，如
果某个月中不包含中气，这个月就不是正
规的月份，而被算作是上一月的闰月。

杨婧表示，即将结束的甲辰龙年是一
个平年，全年354天，起于2024年2月10
日，止于2025年1月28日，而马上到来的
乙巳蛇年则是一个闰年，被安置了一个

“闰六月”，年长384天，起于2015年1月
29日，止于2026年2月16日。

农历乙巳新春将至，祥蛇纳福，新岁
启封，愿所有人在新的一年里“所求皆所
愿，所盼皆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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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巳春节趣谈：

蛇年倒比龙年长，咋回事？

青年报记者 冷梅 摄

上海百年建筑续写
新传奇。前身为1933年
的辣斐大戏院，由匈牙
利传奇建筑师邬达克设
计，如今这栋百年建筑
华丽蜕变成为拉法耶文
化艺术中心，昨天正式
开幕亮相。

青年报记者 冷梅

拉法耶文化艺术中心。

承载着历史和文化
让旧书找到更多新知己

新疆尼雅遗址数字大展1月25日开展

精绝七日呈现春节文化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