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莱皮蒂遗址共发掘 92.4 平方

米，发现出土陶瓷器总计约 650 多片，

其中来自中国的瓷片超过 600 片。 这

些陶瓷的年代在 11 世纪后半至 12 世

纪初期，相当于中国的北宋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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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头刷手机， 浏览各平台发布的内

容，多少你我他，日常生活都躲不开一个

“刷”字。

可大众刷到了什么？谁离了婚，谁出

了轨，谁公布恋情，谁疑似怀孕，谁崩坏

了人设……演艺圈的八卦新闻循环往

复， 明星的私生活在网络媒体的放大镜

下，成为刷时间的“硬通货”。 甚至，由此

催生的吃瓜群众从一个网络热词， 日益

有了大众化、全民化趋势。为保吃瓜群众

不断粮， 难以计数的八卦挖掘机跟进爆

料、梳理时间线、纵横联想画出相关人物

谱，恨不能掘地三尺把明星的前尘往事、

周边人物一网打尽。就这样，始于一桩私

德私事，终于漫无边际的热搜话题，大众

的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被泛娱乐化的网络

八卦悄然刷走。

演艺明星知名度高、粉丝众多，一举

一动都可能成为舆论热点、社会话题。当

涉及艺人私德的事件发生时， 理性陈述

无可厚非，批判与反思更是应有的担当。

然而，环顾众多自媒体账号、视频平台，

庸俗低俗媚俗的气息弥漫， 过度娱乐化

物质化肤浅化的言语大行其道———他们

“奋笔疾书”所指望的，绝非社会监督、价

值坚守，而是“请君一点”。 在流量即关

注、关注即利益的逻辑下，把花边轶事、

生活私德当作新闻来追踪报道， 俨然成

了许多视频账号、自媒体人的维生手段。

八卦已从“周一见”到“周三见”再到如今

“天天见”。 即便与演艺圈毫不相关的部

分公众号， 也不惜自降姿态迎着绯闻跨

界而来，看中的，也是蹭个热度割流量。

这股“娱乐至死”的泛娱乐化信息消

费观念正在消解什么？

对网络空间而言，若信息“格调”不

断向下走， 互联网传播的理性反思就会

少了，炒作就会多了。一条“八卦生产链”

顺着网络传播方向蔓延滋长， 最终只能

把大众捆在了虚无的、 充斥着绯闻与负

能量的氛围中。

对演艺明星及其经纪公司而言， 网

络狂欢带来的热度很容易形成错觉： 只

要有节奏地抛出绯闻， 只要在恰当时候

抖出明星一点隐私， 明星的人气就会随

同点击率水涨船高。 如此一来， 不以作

品论功绩， 错将曝光度取代文艺价值的

恶性循环也会悄然形成。 君不见， “宣

传期恋情” “合约情侣” “打架成名”

统统成了流量经济的赢家。 在某些浅薄

的网络传播与经纪公司的联手助推下，

刷脸、 刷绯闻被明星当成速成捷径， 仿

佛这远比安静踏实地经营一段表演、 维

护一部作品重要得多。

更可怕的是， 网络信息本是个受众

主动攫取的过程，在“注意力经济”“八卦

生产链”之下，廉价的笑声、无底线的娱

乐、无节操的爆料、无营养的名人失德信

息被推送到面前，淹没大众生活，长此以

往，意味着劣币驱逐良币，真正美好而有

质量的文艺评论被挡在注意力之外，真正

关注凡人善举、科技精英的文章被冷落在

不起眼的角落。

什么样的土壤培育出什么样的作

物，什么样的平台催生什么样的受众。我

们怎能指望从小被没完没了的八卦捆绑

的下一代，去拥抱辽阔的生活与远方？

要关闭“八卦生产链”的阀门其实说难也不难———内容

创作者不能为刻意迎合而致导向失途， 不能为哗众取宠而

致价值失焦，不能为吸引眼球而致姿势失态；平台管理方更

应担负起社会责任，从源头上整肃生态，不可放任粗鄙跑赢

了精致、低俗压倒了高尚。

（作者系文汇报首席记者）

进口博览会上海系列城市形象片今开播
有一种开放叫“上海”，有一种相聚叫“进口博览会”

本报讯 （记者徐晶卉） 今天， 距离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还有 36 天。 由

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策划出品、 上

海广播电视台 SMG 旗下幻维数码承制的进

口博览会上海系列城市形象片， 今起在本

市电视台和主要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进口博览会上海系列城市形象片分为

四个篇章， 分别展现 “大美上海” “人文

上海” “活力上海” 和 “机遇上海”。 每个

篇章时长 90 秒， 主题独立、 节奏轻盈， 组

合在一起， 构成一个立体灵动的上海。

“大美上海” 篇用镜头捕捉上海气质。

东方和西方的多样元素， 充满底蕴和未来

感的不同空间， 硬朗的建筑线条和生动的

人物面容， 在光影中共存、 对话， 描绘出

一个向世界张开双臂的魅力上海。

上海是一个精彩汇聚的舞台。 “人文

上海” 篇将这个舞台的大幕徐徐拉开， 充

满自信的本土文化、 琳琅满目的国际文化、

世界一流的顶级赛事……灵感在这里碰撞

交融 ， 上海化身为一个激情鸣响的舞台 ，

为进口博览会提供深厚的文化土壤。

在 “活力上海” 篇中， 琳琅满目的新

业态新技术 ， 足不出户买遍全球的便利 ，

所到之处尽是惊喜的创新时尚体验， 动感

的影像描绘出一个令人目不暇接、 活力跃

动的上海。

“机遇上海” 篇将镜头深入到这座城

市的国际贸易、 工业制造、 科技创新等领

域， 探寻蕴藏其中的巨大潜能， 展现城市

盎然生长的力量 。 它用镜头向世界告白 ：

汇聚全球资源的上海， 拥有更多机遇， 怀

揣更大梦想。

在这组为进口博览会度身定制的系列

城市形象宣传片中， 上海多元的国际化气

质 、 拥抱世界的开放态度 、 欢迎全球友

人的热情姿态 ， 一一尽显 。 而反复出现

的 “这一刻 ， 在上海 ”， 一次又一次地向

世界发出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诚

挚邀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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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出土大量北宋晚期外销瓷
上海考古“走出去”迈出第一步，海上丝绸之路再添新发现———

经过为期 40 天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中

国与斯里兰卡首个合作考古项目日前取得

阶段性成果：在斯里兰卡北方重要港口城市

贾夫纳阿莱皮蒂遗址，出土了超过 600 片来

自中国北宋后期的外销瓷瓷片，这些瓷器主

要产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 以广州西村、潮

州窑为大宗，并有少量耀州窑残片。

本次阿莱皮蒂遗址发现大量的外销瓷

器，不仅为认识“海上丝绸之路”及其贸易文

化交流提供了翔实的物证，同时对研究当时

的贸易航线、 转运网络以及中斯文化交流，

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作为连通东西方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

载体， 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有 2000 多年的历

史。 近年来，上海的海上丝路考古工作取得

了一系列重要进展。继两年前青龙镇遗址考

古发现后，今年 8 月 6 日至 9 月 14 日，上海

博物馆与斯里兰卡中央文化基金会成立联

合考古队，对贾夫纳地区进行了全面勘察与

重点发掘。这是中国与斯里兰卡第一次正式

开展考古发掘工作，也是上海迈出对外考古

交流的第一步。

千百年前，中国外销瓷就是
斯里兰卡“畅销品”

海上丝绸之路是唐宋以后，中国和西方

建立联系的重要通道。它从中国沿海诸港出

发 ，经过东南亚诸国 ，穿过印度洋 ，进入红

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构建了一个世界性的

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网络。由于地处印度洋

的中心、东西方海路航线的必经之地，斯里

兰卡在古代海上贸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据文献记载，贾夫纳地区有斯里兰卡最

早的港口。 1977 年，英国考古学家约翰·卡

斯韦尔在贾夫纳阿莱皮蒂发现了大量中国

瓷器。 经过两次走访和调查，中斯联合考古

队最终选定阿莱皮蒂遗址作为重点发掘点。

考古队领队、上博考古部主任陈杰介绍，

阿莱皮蒂遗址共发掘 92.4 平方米，经过对该

遗址出土文物初步整理， 发现出土陶瓷器总

计约 650 多片， 其中来自中国的瓷片超过

600片。 经过专家排比后大致确定，这些中国

陶瓷的年代在 11 世纪后半至 12 世纪初期，

相当于中国的北宋后期， 且主要产自中国东

南沿海的广东及福建地区。 目前可辨识的器

物以广州西村、潮州窑为大宗，器形有碗、盘、

盆、碟、壶等，另有部分青釉罐、盆。 此外还发

现有九片耀州窑青瓷碗残片，比较少见。

北宋晚期，随着广州港的兴起，刺激了

广东、福建等民窑瓷器的出口。 临近广州港

的西村、潮州等窑亦藉此发展成重要的外销

瓷窑。“可见当时中国的外销瓷，是斯里兰卡

的畅销品，”陈杰说，此次发掘成果，再度印

证了该遗址在中斯交往史上的重要地位。

据悉，在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将对斯

里兰卡考古发现的与中国相关 “海丝史迹”

进行全面整理，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40 天“沙滩考古”积极推进
学术交流

“丝路考古”是近年来我国考古学界的

重要工作之一。此次上博与斯里兰卡中央文

化基金会成立联合考古队，不仅是上博在海

外的首个合作考古项目，也是上博迈出“丝

路考古”的第一步，同时预示着更大规模的

海外考古工作即将展开。

上博派出了一支年轻的精兵劲旅，主要

队员由考古部和陶瓷部专业人员组成。为期

40 天的考古工作除发掘之外， 联合考古队

还对贾夫纳地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共

计调查了 20 余个遗址点， 在部分遗址点发

现了来自中国的元代枢府瓷、明清时期的青

花瓷等遗物。

此外，在工作期间，中斯联合考古队还

注重学术交流，上海博物馆研究人员对斯方

考古队员进行了全站仪、航空摄影、多视角

三维重建等考古技术和方法的培训，并介绍

了有关中国陶瓷的知识和基本鉴定方法。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介绍，上海博物

馆与斯里兰卡中央文化基金会签署了五年

的合作备忘录，未来将以考古为中心，将合

作拓展到更多博物馆相关工作，包括科学研

究和人员培训等等。

“斯里兰卡当地的考古工作者， 非常

渴望和上博工作者进行交流， 希望我们对

他们进行专业的培训。” 杨志刚说， 上博所

具备的专业能力是中斯联合考古项目重要

的支撑， 上博在考古、 文物研究、 文物科

学分析与保护、 展览、 教育等都有雄厚的

专业基础。 此次中斯考古合作双方缔结了

深厚的友谊， 通过文化交流达到民心相通，

为中斯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也起到了良好

的推动作用。

■本报记者 童薇菁

制图:冯晓瑜

以精彩的宣传和周到的服务
为进博会成功举办作应有贡献

本报讯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新闻宣传工作动员

会昨天上午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周慧琳出席并讲话。

周慧琳要求， 全市宣传系统要把做好进博会新闻宣传

工作， 作为贯彻落实全国和本市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成

效的一次重大检阅，调集精兵强将，集中优势资源，全力以

赴打好这一硬仗。要在凸显主题上下功夫，把“开放”这个主

题做精、做深、做透；在铺天盖地上下功夫，做到全媒体传

播、六宣联动；在深接地气上下功夫，对内宣传贴近群众现

实需求、尊重群众接受习惯，对外宣传做到精准定位、精准

服务、精准传播；在服务保障上下功夫，着眼服务新闻媒体、

保障采访报道，高水平、高质量运营好新闻中心；在加强管

理上下功夫，积极、全面、客观报道进博会；在协同联动上下

功夫，牢固树立“一盘棋”意识，严格遵守“一声令”纪律，不

断强化“一条心”思想，以精彩的宣传、周到的服务为进博会

成功举办作出应有贡献。

会上，市委外宣办（市政府新闻办）、市委网信办及本市

主要媒体代表作交流发言。中央主要媒体驻沪机构、本市主

要新闻单位负责人及进博会新闻宣传保障组各成员单位联

络员 130 余人参加会议。

核心停车场10月中旬交付使用
本报讯 （记者陈惟）虹桥商务区迎进口博览会各项重

要配套项目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全长 504 米、最大跨径 36

米的二层步廊延伸工程昨天竣工。 它把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主场馆———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与虹桥商务区核心

区连为一体。紧邻二层步廊新辟出的 10 万平方米 5 号停车

场，能停放 300 辆大巴或者 2000 辆小汽车，将成为进口博

览会期间的核心停车区域，定于 10 月中旬交付使用。 与铁

路上海虹桥站一路之隔的虹桥天地购物中心，首开“远程值

机”服务，已全面覆盖虹桥机场 T2 航站楼所有国内航空公

司。完成行李托运和远程值机的旅客，还能享受每半小时一

班、往来虹桥天地和虹桥机场 2 号航站楼的免费短驳车。

“四叶草”周边环境更靓丽了
本报讯 （记者李静） 继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场馆核心区域八条道路、 51 千米架空线和 578 基电杆

日前全部拆除后， 架空线入地工程 “同心圆” 辐射半

径再扩展———这几日，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周边重

点区域九条线路已陆续告别电力架空线和电杆等设施。

记者从市区供电公司获悉， 泾力西路、 绥宁路等九条

道路上的 15.74 千米架空线、 22 台杆变和 307 根电杆

今天已全部清除， 道路环境变得更整洁、 更靓丽。

据市区供电公司建设部项目经理陈震介绍， 国家

会展中心 （上海） 周边架空线入地施工重点区域面积

约 3 平方公里， 共涉及九条道路， 其中电力架空线道

路长 9.3 千米。 与此同时 ， 工程还完成电力工井 144

座， 敷设排管 18.62 千米， 新建 4 座 10 千伏 K 型站、

6 座 10 千伏 P 型站， 新设 11 台箱变、 调换 1 台箱变、

新设 24 个低压配电箱和 41 个低压供电箱， 新敷设 91

千米高低压电缆。

这几日，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周边重点区域又有九条道路电力架空线陆续入地， 图为工人在拔杆。

本报通讯员 龙义摄 百名烈属代表看上海活动举行
本报讯 （记者何易）每年 9 月 30 日是烈士纪念日。 上海市

双拥办和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于 9 月 27 日至 29 日组织了为

期三天的百名烈属代表看上海活动。

三天来，100 名烈属代表走进上海中心大厦、 上海大剧院、

上海历史博物馆、青草沙水库、振华重工和地铁博物馆、虹桥枢

纽及商务区等一批地标性参观点，感受体验上海改革开放 40 年

来的丰硕成果。

一位烈士后辈说道：“今天，我替亲人看改革开放发展成果，

缅怀先烈，告慰先烈，还要秉承先烈遗志，赓续红色基因，谱写新

时代上海改革开放的新篇章。 ”

昨天早上， 百名烈属代表在人民广场集体参加观礼庄严的

升国旗仪式，并参观市政府办公大楼和武警营房。

副市长彭沉雷参加活动并与烈属代表合影留念。

申城“最美公共文化空间”落定
本报讯 （记者唐玮婕）促进一批基层公共文化空间“样板房”

落地，打造出更多高颜值、有内涵的公共文化空间———2018“美

好生活” 上海公共文化空间创新大赛颁奖典礼昨天举行，12 个

奖项尘埃落定，两个最重量级的“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奖”花落思

南书局和陆家嘴融书房。

大赛自 3 月底启动以来，经由机构自主报名、各区推选、市

民网络推荐等渠道，最终有 112 个案例入围，涉及 223 个空间点

位。颁奖典礼上，大赛颁发基层文化空间、公共阅读空间、商圈文

化空间、文博艺术空间、跨界文化空间五大类别的“空间设计奖”

及“运营服务奖”。

此外， 大赛还评出两个最重量级的 “最美公共文化空间

奖 ”———思南书局和陆家嘴融书房， 表彰其在创新构想、 设计思

路、 运营模式、 活动组织和服务绩效方面的突出成绩。 大赛也

特设市民投票的 “网络人气奖”， 最终有多达 292 万人次参与

投票评选。

上海正在加快建成更加开放包容、 更具时代魅力的国际文

化大都市，复合功能的文化空间越来越多，也一定程度上承载着

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次大赛不仅评选出一批高颜值公

共文化空间“样板房”，培育和发掘了一批符合百姓需求的新型

运营管理模式，也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运营提供了示范性、可复

制的模式。

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翁祖亮，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周慧琳出席活动并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