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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 （唐·孟浩然

《田家元日》）每逢岁末年初，徐汇滨江的千

年古寺龙华寺， 都会举行新春撞钟祈福活

动。 今年，这项传统民俗文化活动依然准时

登场。

伴随着“龙华梵钟”悠扬绵长的洪亮钟声，

“2019 迎新春撞龙华晚钟”活动，在龙华古寺拉开

了“子时迎新”的序幕。 活动当晚，龙华古塔灯火璀璨，山

门甬道人流如织，市民游客纷纷在龙华古塔围墙下的祈愿墙前签名

留念、传递祝福。 步行街上，创意独特的迎新灯笼华光四射，游客们

在龙华塔园广场与三林龙狮队的吉祥龙狮、福禄寿三星等“民俗明

星”纷纷合影互动。而盖新年邮戳、品尝“越年面”等一系列精彩的龙

华寺传统迎新活动，也吸引了数以千计的市民及海内外游客的频频

驻足和热情参与。

龙华新春撞钟活动素有“上海新年第一游”之称，至今已举办了

30 年，是上海旅游业精心打造的文化旅游品牌。 30 年前，伴随着改

革开放和中日邦交正常化等国内外一系列重大政策，上海旅游业也

开始面向国际积极开拓市场。 经发掘整理，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

的“龙华晚钟”重新在浦江之滨响起。这项充满新年良好祝愿的传统

文化活动，不但受到上海和国内游客的热捧，也深受日、韩等国家游

客的喜爱，成为世界各国了解上海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

窗口。据悉，昨晚的活动现场，有不少日本游客通过日旅国际和锦江

国旅专程赶来，和中国的游客一起参加红红火火的新年民俗活动。

当晚的活动现场，由龙华古寺方丈照诚法师亲笔题写的 2019 龙

华吉祥字———“成”，正式发布。 新一年的龙华吉祥字，寓意继 2018年

改革开放 40周年之后，2019年又将迎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在这样

的历史性时刻，回望伟大祖国 70年来发展的成就、成绩、成功，同时期

待 2019年祖国取得更大的成就、成绩、成功，百姓生活更幸福。今年的

“成”字，是龙华寺发布的第十二个新年吉祥字，作为龙华新春撞钟活

动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新年吉祥字因为其对于来年百姓生活的良好

祝愿，也成为了上海迎新活动的一个传统品牌。每年元旦前夕，广大市

民“竞猜”龙华新年吉祥字，也是上海全城的迎新热门话题。

根据中央和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新成立的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持续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着力推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世界级旅游精品、提升国际化大都市的旅游产业发展能级、旅游

管理和服务转型升级等各项工作，惠民利民，务实高效，力争“诗与

远方”融合发展，开创文化旅游新纪元。 2019 年，随着长三角城市群

联动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迎新旅游将迎来全新局面，为人熟知的

苏州寒山寺和杭州灵隐寺的迎新钟声，也有望与“龙华晚钟”交织回

响，共同为海内外广大游客祈福贺岁。

邻墙旋打娱宾酒，稚子齐歌乐岁诗。 （明·陈献章《元旦试笔》）辞

旧迎新，民俗文化总是一番红火热闹的景象，一如每年的龙华新春

撞钟活动现场。 自 2008 年起，每年岁末，龙华古寺都会发布由照诚

法师亲书的年度“龙华吉祥字”，寄托广大上海市民和海内外游客对

于来年的祈盼和愿景。 而自明清时期以来，老“沪上八景”唯一遗存

的“龙华晚钟”传承数百年，在今天悠远醇厚的“迎新春撞龙华晚钟”

鸣响中，上海将在斗转星移中迈入新纪元，迎接祖国的 70 华诞。

新时代， 唱响未来

“新时代，唱响未来”———2019上海新年倒

计时昨晚在上海新天地太平湖公园举行 。

“全能音乐人”周笔畅、“鸽王”杨宗纬及“情歌天

后”丁当为迎新活动倾情献唱，并引入了全新

概念水上舞台，配合多块巨型 LED和酷炫的舞

美及灯光技术，为上海市民和在沪外籍人士打

造出一个别出心裁、独具匠心的新年倒计时。

作为上海的城市名片及文化时尚地标之

一， 2019 上海新年倒计时以“新时代，唱响未

来”为主题，不仅用歌声诠释改革开放 40 年

来的新变化、新成就，也彰显了上海着力建设

“全球城市”的发展愿景，跟随国家的脚步共

同迎接全新的挑战。

全新概念舞台，畅想城市梦想新篇章
2019 上海新年倒计时以“新时代，唱响未

来”为主题，在太平湖上打造了一座 “水上舞

台”， 并以独具匠心的舞台设计、 巨型多层

LED 和高科技灯光投影技术，为这座城市带

来一场独特的年末视听盛宴。 这不仅彰显了

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海纳百川的城市精

神 ，也体现出上海一直以来着力打造创新之

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的卓越全球城市的发

展战略，为 2019 年的新征程唱响新的篇章。

■巨型 LED 屏幕 打造水上 “邮轮 ”舞

台：为配合“新时代，唱响未来”的新年倒计时

主题，整个水上舞台将以“梦想号邮轮”为概

念带来全新造型： 船身配以 LED 屏幕呈现主

题视频，象征着新的一年为梦想和未来起航。

整个舞台以三幅大型错落有序的 LED 屏幕为

背景，届时将呈现新天地标志的石库门建筑，

从而全方位展现海派风情。

■延伸舞台及升降舞台 提升观众整体

视觉震撼力： 中央舞台则设计成可以向外延

伸的菱形舞台， 使观众们在感受绚烂夺目的

光影效果的同时， 还能与喜爱的歌手近距离

互动。 演出嘉宾将从舞台上预设的多层 LED

升降台华丽登场， 结合动感的舞美为观众带

来更为震撼的视觉体验。

■创新倒计时装置设计 推动船舵迎接

未来：倒计时仪式以船舵的造型作为仪式台，

船舵象征着国家， 寓意祖国将引领着大家共

同迎接新的挑战。 倒计时时刻，现场嘉宾将共

同推动船舵的推进器， 在新年中为梦想扬帆

起航。

■重磅华语歌手阵容 共迎 2019 新年
2019 上海新年倒计时延续传统， 邀请三

位华语歌坛的实力唱将与观众共同度过 2018

年最后的三小时。 “全能音乐人”周笔畅、“鸽

王”杨宗纬、“情歌天后”丁当强强联手，为梦

而歌，为心而唱，呼应“新时代，唱响未来”的

主题，献礼我们热爱的城市与国家。

本版图片 本报资料照片

爱满东方 明珠汇聚
2019 “招商银行杯” 东方明珠元旦登高健康跑

连续举行二十四年的上海市民东方明

珠元旦登高健康跑活动， 1 月 1 日上午 9:00

在东方明珠城市广场举行。

由上海市体育局 、 上海市文化和旅

游局 、 上海广播电视台主办 ； 招商银

行、 东方卫视中心、 五星体育、 东方

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 2019

年上海市民东方明珠元旦登高健康跑

活动以 “爱满东方·明珠汇聚” 为主

题， 以 “新时代 、 新气象 、 新作为 ”

为主线， 通过本次活动进一步展现广

大上海市民参与全民健身， 追求美好生

活的激情。

来自社会各界的一千多名登高选手 ，

分成不同组别在上海东方明珠塔下参加元

旦登高迎新年活动。 本次登高健康跑将采

用现场实时数据统计系统 ， 每位参加比赛

的选手都会通过一个专属芯片用来实时记

录自己的登高成绩， 城市广场上的大屏幕

也将同步显示选手登高进程。 今年的 “‘招

商银行杯’ 东方明珠元旦登高健康跑 ” 活

动作为新年首档东方卫视直播节目 ， 在大

力弘扬全民健身 、 永攀高峰精神的同时 ，

继续将 “爱满东方·明珠汇聚” 的公益主题

贯穿始终， 旨在将爱汇聚在明珠脚下 ， 倡

导全民健身， 享受健康生活。

本次活动亮点是健康公益 ， 上海东方

明珠塔一直持续关爱儿童公益事业 ， 现

场捐赠款项给上海市儿 童 健 康 基 金 会

“东方明珠特困家庭患儿帮困救助 ” 专

项 ， 为特困家庭病患儿童提供医疗帮困

救助， 促进本市儿童健康事业的发展 ， 并

以此来强化 “爱满东方·明珠汇聚 ” 的公

益品牌。

本次登高健康跑依旧秉持中华文化中

新年登高的传统 ， 以 “新年登高步步高 ”

的美好寓意许下新年祝愿 ， 成为上海每

年元旦传统的全民健身运动项目以及倡

导健康生活的传统节目 。 东方明珠塔以

爱与欢乐 、 运动与健康为主题 ， 承载着

“传播城市文化 ， 打造城市品牌 ” 的使

命 ； 作为文化娱乐旅游综合体 ， 正在将

这座城市时尚文化地标变成上海的 “城

市客厅 ”， 变成城市人群喜爱并习惯的休

闲 、 购物 、 朋友聚会的好去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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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见习记者金婉霞） 日偏食

连着月全食、 两次超级月亮， 银河系八大

行星也将全力出演———记者昨天从中国科

学院上海天文台获悉 ， 2019 年星空依旧

精彩， 市民足不出沪就能欣赏到不少有看

头的天文现象。

新的一年， 地球的 “近邻” 月球将两

度以 “超级月亮 ” 的大满月姿态高悬夜

空， 并与太阳共同上演三次日食、 两次月

食。 就上海地区而言 ， 1 月 6 日和 12 月

26 日的日偏食， 7 月 17 日的月偏食是可

以观察到的。 其中 12 月 26 日的日偏食在

我国地区可见的食分比较大， 非常值得期

待。 专家同时提醒， 观测日食需佩戴专业

眼镜， 不建议使用太阳眼镜或者熏黑的玻

璃镜。

2 月 19 日和 9 月 14 日， 天文爱好者

还将有机会两次欣赏到超级月亮， 尤其是

9 月 14 日正值中秋节第二天 ， 能在这一

天欣赏到最圆最美的月亮， 将是一件无比

美妙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 ， 1 月 21 日月全食发

生时， 我国正处于白天。 我们虽然无法观

赏， 但此时， 嫦娥四号正在月球背面经历

第一次月夜， 开启人类历史上首次月球背

面之旅。

除了日月食， 银河系八大行星也将上

演精彩 “剧目”。 最先登场的是金星， 它

将于 1 月 6 日发生西大距 ， 此时金星在

太阳的西面 ， 从地球看过去 ， 金星与太

阳的张角最大 ， 对于观赏者而言 ， 金星

将出现在清晨时分的东面天空。

随后水星东西大距轮番登场， 并将于 11 月 11 日发生水星

凌日———从地面上看， 一个黑色的小圆点将直接横穿太阳的圆

面， 这个黑色的小圆点就是水星的投影。 据悉， 水星凌日平均

每百年才出现 13 次。 不过由于此次水星凌日会发生于北京时

间夜间， 国内星迷们只能抱憾错过。

木星和土星也将分别于 6 月 10 日和 7 月 10 日遇上大冲，

成为夏季夜空中最亮的两颗行星。 随后的 9 月和 10 月， 海王

星和天王星也将冲日。 由于距离地球较远， 天文爱好者若想观

测需准备好天文望远镜。

不过， 天文学家指出， 2019 年不是一个适合观测流星的

年份。 除了 1 月 4 日极大期的象限仪座流星雨外， 英仙座流星

雨和双子座流星雨均会受到月光的影响， 观测效果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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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9 日和 9 月 14

日， 天文爱好者将有机会两
次欣赏到超级月亮， 其中 9

月 14 日正值中秋节第二
天， 这一天有望见到最圆最
美的月亮

■ 水星凌日平均每百年
才出现 13 次 ， 可谓难得一
见 。 不过由于 11 月 11 日
的水星凌日会发生于北京时
间夜间， 国内星迷们只能抱
憾错过

■本报记者 朱颖婕

让文化富矿滋润重塑当下生活
“故宫彩妆”一夕刷屏，从侧面凸显考古学的现代意义

“世上朱砂非所拟 ， 西方宝石致难

同 ” ———这是乾隆帝对康熙朝瓷器之色

“郎窑红”的赞誉。 谁能想到，昔日宫墙之内

的迷人色彩会穿越百年时光，出现在如今时

髦女孩的妆台。

故宫博物院官网开出的两家衍生品店

铺———“故宫文创”和“故宫淘宝”，日前相继

推出一组中国风原创彩妆，一夕之间“吸粉”无

数、供不应求。 这些融历史传承与文化品位为

一体的精致产品，再一次唤起人们对传统审美

的追随，同时也让一门曾经“高冷”的小众学

科———考古学以全新姿态走进大众视野。

从“旧文创”到“新文创”，变
的是考古学讲故事的方式

除了最近推出的 “故宫口红” “仙鹤

眼影”， “奉旨旅行” 行李牌、 朝珠耳机、

顶戴花翎官帽伞等一系列 “脑洞大开” 的

文创产品， 都是近年来故宫打造文化 IP 的

吸睛之作。 与此同时， 不少省级博物馆也

开始打出 “文创牌”， 我国领导人作为国礼

赠送给印度总理莫迪的文创 “编钟” 就出

自湖北省博物馆。

其实， 爱逛博物馆的朋友一定记得，以

前各大博物馆也有不少以历史建筑和文物

为设计元素的纪念品，如徽章、摆件、邮品、

明信片、图册等，但那时大家似乎不会那么

迫不及待地想把它们 “带回家”， 更不要说

“上得了身、拿得出手”。

从“旧文创”到“新文创”，改变的不仅是

产品的创意值、精致度和实用性，更是考古

学向大众“讲故事”的方式———文物是有温

度、有灵魂的，它们不只是玻璃橱窗里“只可

远观”的国宝，更不是简单的文化符号，它们

镌刻着祖先的生活场景，也蕴藏着典雅的中

式审美，通过创意十足的设计、生产以及考

古专业知识的凝练、转化，文物可以穿越古

今，滋养当代人的日常生活。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高蒙

河表示，虽然考古学是一门建立在“过去”之

上的学科，但它面向的是“当下”和“未来”，

尤其在人们文化生活需求日益提升的今天，

这门学科中的“文化富矿”有待深入挖掘。

将考古文明带入现代语境，

让文物与大众亲切对话

在业界专家看来，文创产品是以考古为

底色，凝聚时代气息和新颖创意，实现“从物

到物”转化的成果。但事实上，考古文明与现

代生活的碰撞，还造就了更多形态各异的文

化产物。

杭州市余杭区居民如果最近有机会走

进家门口的良渚博物院， 一定会惊喜地发

现，其展陈方式已焕然一新。 这座建成开放

逾十年的博物院，过去一直定位于介绍良渚

文化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 2018 年，高蒙

河团队参与良渚博物院的改陈工作，力图融

入全新考古理念和呈现手段，为大众全方位

解读良渚考古八十多年来的历程。

高蒙河介绍，在传统展览中，很多出土

文物的展示都是借说明牌来标注文物的名

称、时代、出土地点等基本信息。此次改陈升

级试图让文物与大众“亲切对话”：既如实呈

现展品器物的表面特征， 又深挖其背后故

事，借助视频、三维微缩模型、艺术创作画等

现代手段， 生动还原文物所经历的设计、制

作、使用、废弃、埋藏的完整生命历程，将考

古遗址和考古成果“说”给观众听。

除了许多“旧貌换新颜”的文化场馆，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保

护、利用、传承考古文明的新形式，正在成为

人们接近历史、拥抱自然、享受生活的文化

场所。

在高蒙河看来，那些尚未有文字记载的

久远历史， 被封存进了不会开口说话的建

筑、文物中，过去的考古从业者致力于追溯

历史文化的源流，“透物见人，以物论史”。但

今天的考古学正在生发出更悠远的现代意

义———将源远流长的考古文明带入现代生

活语境，滋润和重塑着当下大众的生活。

■本报记者 朱颖婕

考古学正在被时代和大众重新定义

学科内涵延伸至“发现、研究、保护、利用、传承”

到野外挖掘、 研究， 然后回到库房整

理 ， 最后形成论文 、 报告———多少年来 ，

考古工作者就是在这种枯燥而纯粹的工作

模式中生活， 用行内话来说就是 “脸朝黄

土背朝天”。 那时， 考古学被普遍视为一门

困守 “象牙塔” 的冷门学科， 它凝视着久

远的过去， 距离大众生活颇为遥远， 直到

现在，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高

蒙河在外出做讲座时仍会被频繁问到一个

问题： “考古和盗墓有什么关系？”

事实上， 在我国， 考古学不算一门十

分古老的学科。 1921 年， 河南仰韶村遗址

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始； 上

世纪 50 年代， 北京大学、 西北大学等作为

首批设立考古专业的高校， 开始招收全日

制大学生。

高蒙河说， 早期阶段考古学的使命主

要就是四个字———“发现” 与 “研究”， 但

近年来学科内涵已不断延伸至 “发现、 研

究、 保护、 利用、 传承”， 这既是学科成熟

的发展必然， 也契合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

的需要。 由此， 高校对于考古文博人才的

培养方式也逐渐发生变化。

在复旦大学，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已经

和生命科学学院、 物理系等建立了联合实

验室， 进行基因分析等方面的跨学科学术

研究。 而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的学生更是被

要求成为 “多面手” ———去得了野外， 写

得了论文， 办得了展览， 拍得了电影。

经过六年 “复合型” 学科训练， 去年

刚从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硕士毕业

的谢珂目前正在一家展览设计公司工作 ，

她的同学则分布在考古研究 、 艺术设计 、

文创产品等各行各业。 硕士期间， 她参与

过苏州考古博物馆等场馆的改陈， 也为一

些博物馆拍摄过宣传片， 踏上职场后， 她

依然在用考古学的专业知识和眼光， 为许

多现代展馆赋予历史的厚度。

考古学正在被时代和大众重新定义 。

这门贯古通今的学问不但承担着还原历史、

以史为鉴的功能， 还以趣味化、 创意化的

形式飞入寻常百姓家。 故宫淘宝旗舰店推出的部分文创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