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务印书馆第五印刷所旧址揭牌
本报讯 （记者许旸）作为 2017 年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上海活动之一，
商务印书馆第五印刷所旧址昨天在天

通庵路 190 号揭牌，“千丈之松———商

务印书馆创办 120 周年专题展” 同步

开幕。 在相关专题研讨会上有学者认

为，这家开启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百
年老店”之所以影响几代学人，除了放

眼全球译介西方知名学术论著， 更重

要的是不忘文化守护的使命， 挽救民

族文化遗产，广泛汇集善本，整理辑印

了一批中国传统典籍，绵延历史文脉。

作为 1932 年日军轰炸中幸存下来

的商务文脉， 第五印刷所旧址保存了商

务印书馆的珍贵记忆。 商务印书馆在经

营过程中， 借助公共图书馆等知识传播

的现代途径， 主动探索古籍整理和传播

的新空间。 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董丽敏

说，早在 1903 年，主事人张元济就开始

搜集古籍珍本善本，此后成立涵芬楼，使
之成为当时古籍收藏的重镇。 以涵芬楼

所藏为基础，1916 年至 1938 年间，商务

印书馆影印出版了 《涵芬楼秘笈》《四部

丛刊》《续古逸丛书》《四部丛刊初编》《百

衲本二十四史》 等一批大型丛书类古

籍。 其中，《四部丛刊》规模最大、种类

最多、影响最广，商务印书馆对于《四

部丛刊》的整理经验、技术运用以及市

场定位， 某种意义上开创了现代印刷

技术介入古籍整理领域的新范式。
尤为可贵的是， 商务印书馆在激

活中华典籍能量的同时， 普及与抢救

并举， 既编印了大众普及诵读的经典

古籍，也珍藏整理了罕见珍本。张元济

之孙、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张人凤

说，在长期合作中，商务对多学科、多

种类书籍的编纂， 吸引聚拢了大批古

籍研究专业人才， 形成了出版平台与

名家资源互为滋养。 这些做法都能给

后人以启发。

推进“一带一路”人文交流
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将于6月12日至26日举办

本报讯 （首席记者王彦 记者张祯
希） 2017 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将于 6
月 12 日启幕。 其中， 第 23 届上海电视

节于 6 月 12 日至 16 日举办， 第 20 届

上海国际电影节于 6 月 17 日至 26 日举

办 。 今年的影视节中 ， 推进 “一 带 一

路” 人文交流的主题活动为最大亮点；
展现中国影视人坚定的文化自信， 则是

主体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 本届电影节

比往届延长一天， 是为满足广大影迷的

需求 ， 在 6 月 25 日金爵奖颁奖 之 后 ，
于 6 月 26 日集中展映金爵奖获奖影片。

充分发挥 “一带一路” 影视文化交

流平台的作用， 将是本届影视节的办节

使命。 今年有来自 106 个国家和地区的

2528 部影片报名参与第 20 届上海国际

电影节， 其中 1016 部影片来自 “一带

一路” 沿线。 经遴选 ， 32 个沿线国家

的 189 部影片进入金爵奖、 亚洲新人奖

评选和各大展映单元。 这些优秀影片将

以多样的摄制风格和丰富的镜头语言，
在大银幕上呈现电影人视角中 “一带一

路” 沿线的人文风景。 上海电视节的展

播中， 也能看到来自俄罗斯等 “一带一

路” 沿线国家的作品。 另外， “一带一

路” 电影文化交流合作备忘录、 中塞合

拍片 《捕梦之乡》 将宣布签约。 “一带

一路 ” 电影文化圆桌论坛 、 “一 带 一

路” 主题馆、 “一带一路” 国别文化推

广等都将陆续举行。
近两年， 中国影视发展成效显著，

迈入了发展 “黄金期”， 正由影视大国

向影视强国迈进。 影视节将搭建平台，
让众多中国影视佳作集中亮相。 本届上

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国产剧的入围作品，

比如 《鸡毛飞上天》 《小别离》 等绝大

部分是当代题材 ， 反映出创作 关 注 时

代、 直面生活的趋势。 电影节从开幕影

片 《烽火芳菲》 开始， 国产电影将大放

异彩。 为传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 今

年还特设 “中华戏曲电影” 单元， 展映

6 部京剧影片。
适逢上海国际电影节第 20 届， 24

年来， 电影节伴随中国电影的发展， 吸

引了全球影人的目光， 成为扩大中国电

影影响力的重要国际品牌和提升上海城

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资源 。 影 视 节 期

间， 反映电影节 20 届成长足迹的 “光

影筑梦” 展览将在全市影院、 商场、 地

铁站等展出， “我与我的电影节” 征文

也将展开。
目前 ， 电视节白玉兰奖精选的 41

部 102 集中外电 视 剧 、 纪 录 片 、 动 画

片， 已在上海的四个电视频道展播。 电

影节 500 多部展映影片将分布在 “一带

一路 ” “中国新片 ” “建军 90 周 年 ”
“香 港 回 归 20 周 年 ” “向 大 师 致 敬 ”
“名导新作” “siff 经典” 等单元。 参加

展映的 45 家专 业 影 院 覆 盖 全 市 16 个

区， 总放映场次达 1500 场左右。
6 月 16 日傍晚 ， 白玉兰颁奖典礼

将在东方艺术中心举行 。 6 月 17 日傍

晚， 享有 “亚洲第一红毯” 的上海国际

电影节红毯活动和金爵盛典仪式将在上

海大剧院举行， 目前已确定的红毯嘉宾

包括冯小刚、 周迅、 刘烨、 朱丽·德尔

佩、 让·雷诺等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人。
6 月 25 日， 金爵颁奖典礼将在上海大

剧院举行， 于佩尔、 米拉·乔沃维奇等

将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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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犹太人在上海》展映休斯敦
本报讯 （见习记者姜方）一部讲述

上海犹太幸存者生活的 纪 录 片 ， 日 前

在美国休斯敦大屠杀纪念馆与 观 众 见

面 。 这 部 名 为 《生 命 的 记 忆———犹 太

人在上海》 的影片由三个时长 30 分钟

的纪录片组成 ， 集中展现了当 年 逃 离

欧洲的犹太难民和他们的后裔 在 上 海

的生存经历。
在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中 ， 有 约 600

万犹太人惨遭屠杀 。 而在当年 关 押 犹

太人的萨克森 豪 森 集 中 营 的 墙 上 刻 有

一 段 文 字 ： “全 世 界都对犹太人关上

了大门， 上海是唯一的例外。” 二战期

间， 上海接纳了大约 ２.5 万名从欧洲逃

离的犹太难民 ， 成了他们心中 的 “诺

亚方舟”。

《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
由上海广播电视台出品， 摄制组历时八

个月辗转德国、 奥地利、 美国和以色列

等多国， 采访了约 40 位曾经避难上海

的犹太难民， 录制了 5000 分钟视频素

材， 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抢救性地记录和

整理。 最终制作团队选取了六位犹太难

民， 通过他们的讲述还原那段鲜为人知

的过去。
该片中的绝大多数受访者已经年过

八旬 ， 他们回忆 ， 虽然 当 时 中 国 人 生

活也很困难， 但仍尽力帮助犹太难民，
因而他们才得以延续生命 ， 有 人 后 来

还过上了儿孙满堂的幸福生活。 为此，
受 访 者 无 一 例 外 地 强 调 “感 谢 上 海 ，
上海是我的家乡”。

文化 公告

展示沪上文化遗产旺盛活力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拉开序幕

本报讯 （记 者李婷 ） 今 年 6 月

10 日是我国的第一个 “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 ”。 昨天 ， 两个主会场 活 动 ：
“红色摇篮的记忆” ———上海革命史

迹摄影大展和 “文化薪传承 非遗嘉

年华” 分别举行， 拉开 “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 上海市活动的序幕。 未来几

天， 200 余项文化遗产展演、 展览和

体验活动将遍布申城， 让市民走近文

化和自然遗产。
在长宁区图书馆举行的 “红色摇

篮的记忆” ———上海革命史迹摄影大

展， 用镜头呈现上海市民身边的重要

史迹， 展出的 100 幅摄影作品展示了

上海英雄城市的风采。 据市文物局介

绍， 今后， 沪上将陆续腾迁一批目前

为居住和办公场所的革命史迹， 将其

辟为纪念馆常年向公众开放。
另一个主场活动， “文化薪传承

非遗嘉年华” ———百年大世界上海非

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活动， 昨天上午在

大世界开幕。 海派旗袍秀、 非遗串烧

表演、 昆曲 《牡丹亭·惊梦》 等各类

主题展览 、 表 演 、 大 赛 ， 将 在 为 期

一个月的活动 期 间 轮 番 上 场 。 此 次

非遗嘉年华特 别 针 对 青 年 、 白 领 与

亲子人群推出 一 系 列 竞 技 项 目 和 民

俗游戏 ， 比如 推 铁 圈 、 掷 沙 包 、 蹴

鞠 、 踩高跷等 。 在 活 动 现 场 ， 刚 刚

拿下花式蹴鞠 全 国 比 赛 冠 军 的 姚 晨

敏和他的团队 ， 向 人 们 展 示 了 古 人

蹴鞠的情景 。 足 球 起 源 于 中 国 ， 蹴

鞠便是最早有史料记载的足球活动。
蹴鞠所用到的 “鞠”， 也就是球， 表

面上与现代足 球 相 差 无 几 ， 都 为 皮

质 ， 但 打 法 却 不 一 样———与 现 代 足

球相比， 蹴鞠由头、 手、 肩控制球，
更多地讲究的 是 个 人 技 巧 。 姚 晨 敏

演 绎 了 “双 肩 背 月 ” “平 地 插 花 ”
等动作 ， 古雅 的 名 称 之 下 ， 展 示 的

是身体之美 。 大 世 界 二 楼 举 行 的 上

海市非物质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工 作 优 秀

实践案例展 ， 向 人 们 展 示 了 申 城 非

遗旺盛的生命 力 ： 传 统 绒 绣 织 就 的

女 包 ， 成 为 时 尚 单 品 ， 远 销 海 外 ；
有 着 300 余 年 历 史 的 周 虎 臣 毛 笔 ，
如今走 “定制路线 ”， 开发出的 300
多种新款年销量超过 200 万支； 上海

民族乐器制作在传承古老技艺的基础

上， 改善乐器的声学品质、 创新乐器

的外观设计， 让民族乐器不再 “听着单

一， 看着呆板” ……在海派剪纸的展台

前， 6 岁的金幽琦熟练地拿起剪刀， 只

见纸旋刀转， 不到两分钟， 一只蝴蝶便

跃然纸上。 坐在一旁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 别看她小， 已经是 “老法师”， 剪

纸学了有两年。 四岁那年， 金幽琦跟着

爸妈去田子坊的海派手工技艺传习所参

观， 正巧遇见海派剪纸艺术家李守白在

教授市民剪纸， 她从此便迷上了这门变

戏法般的技艺。 两年来， 每个月， 她都

会去上剪纸公益课， 跟她一起上课的既

有小哥哥小姐姐， 也有白发老人。 据介

绍， 这样的非遗传习所大多设在商圈、

中小学校和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便于

市民就近学习， 让非遗更好地活在当

下。 据悉， 连续三天， 案例展现场每

天都会有四到五场各半小时的展演，
江南丝竹、 青浦田山歌等表演类非遗

陆续上场， 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传统文

化的独特魅力。

李 守 白

“ 海 派 剪 纸 ”
最小的学员年

仅 4 岁， 一招

一式已然颇为

老练， 非遗传

承后继有人。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