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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被质疑所藏不少文

物系赝品 ， 10 月 7 日开

馆的某高校博物馆引发文

博界热议， 也由此开启大

众对于 “博物馆” 三个字

的深度认知与思考。

这家博物馆是这样被

推上风口浪尖的 。 10 月

14 日 ， 某微信公众号发

布的一篇质疑某高校耗资

数百万元建了一座赝品博

物馆的文章刷屏网络， 看

得大众惊愕不已。 作者图

文并茂地叙述了自己参观

这家新开博物馆的 “奇幻

之旅”， 所列的好些藏品

假得荒唐， 如仿制秦始皇

陵铜车马的 “改装版铜车

马 ” 、 仿制后母戊鼎的

“商代兽面纹牛鼎”、 高达

一米多的 “汉代雁鱼铜灯

plus” 、 “电镀金镶人工

合成绿松石以及不知名合

成宝石的乌龟 ” 等 。 据

悉 ， 这家博物馆馆藏的

342 件文物均由所属大学

的某位教授捐赠， 文物类

别包括玉器、青铜器、陶瓷

器、佛造像、掐丝珐琅器 、

百宝镶嵌、竹雕笔筒、古代

玻璃器等。 15 日，校方表

示高度重视， 在官方微博

回应， 立即成立专门工作

组对该情况进行核查 ，并

将及时公布结果。

回溯起来， 这并不是

博物馆头一回陷入赝品危

机。 2013 年，号称“中国最

大民间博物馆” 的河北衡

水某民营博物馆被曝出藏

有大量颇有穿越之嫌 、颠

覆人们常识的藏品， 而后

闭馆整顿，牌匾摘除。2016

年， 一位收藏家宣布要从

自己 20 万件古陶瓷藏品

中精选 6000 件捐给母校，

正当校方宣布将围绕这批

捐赠藏品成立相应的古陶

瓷博物馆时， 这批瓷器的

真伪引发业内专家质疑 ，

最终这家待成立的博物馆

不了了之。

博物馆里的赝品为什

么总能一石激起千层浪？这

是因为，私人收藏里的真真

假假、鱼龙混杂，说到底只

与藏家有关， 与个人乐意

有关。 而当私人收藏堂而

皇之进入博物馆， 情况就

不一样了。 这些藏品必须

对得起“博物馆”三个字 ，

对得起严谨的学术推敲。

不是挂有博物馆的牌匾， 便是名副其实的

博物馆。 国际博物馆协会为 “博物馆” 下的最

新定义是： 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 向公

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 为教育、 研究、

欣赏的目的征集、 保护、 研究、 传播并展出人

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 可以说，

“博物馆” 至少包含了这样两方面内容。 一方

面， 它为文化遗产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留

存、 展示的藏品皆为人类文明和历史文化的物

证； 另一方面， 它所承载的公教职能、 发挥的

社会效用不容忽视， 将令人们在观摩、 学习、

交流中获得文化的启迪、 美的滋养。 这样两方

面都注定了博物馆里的藏品需要具备说服力。

近年来 ， 博物馆建设在全国各地蓬勃兴

起， 尤其是各具特色的民营博物馆、 高校博物

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 这实乃好事一桩 。 然

而， 有待引起社会各界重视的是， 博物馆的成

立不是儿戏， 有着严格的专业标准， 明确的社

会责任。 就藏品而言， 可以来自社会， 但必须

把好质量关。 尽管文物鉴定极其特殊， 带有很

多主观判断的成分， 发生分歧在所难免， 但博

物馆至少应该做到将来源不明和不合法的藏品

拒之门外， 亦不为那些 “开门假” 的赝品撑起

保护伞。 唯有怀揣审慎的态度， 博物馆才称得

上不负大众对于文化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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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添12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教育遗产和红色革命遗址占比最多

记者昨天从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获悉，在

新近公布的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

上海共有 12 处入选。 至此，上海的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增至 40 处。

12 处入选的单位包括青龙镇遗址、中国共

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 中国共产党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宿舍旧址、 圣约翰大学近代建

筑等， 其中，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9

处，占比超过 70%，这之中，又以教育遗产和红

色革命遗址最为突出。

青龙镇遗址：千年上海的重要
实证，海上丝路的重要港口

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 762 处，

另有 50 处与此前已核定公布的国保单位合并。

“先有青龙镇，后有上海滩”，青龙镇遗址是

上海此次唯一一处入选的古遗址。 该遗址中心

区域在今青浦区白鹤镇青龙村、塘湾村，地面文

物建筑有吉云禅寺塔（青龙塔），遗址的发掘工

作获评“2016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青龙镇是上海地区最早的对外贸易港口，

是千年上海的重要实证。 这里出土的大量贸易

瓷和隆平寺塔遗存不仅充分证明早在唐宋时

期，青龙镇已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也为

上海作为国际航运中心找到了重要的历史基

因。而隆平寺塔基的发现，对研究上海乃至江南

地区的古塔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科学价值。

背靠长江水，面向太平洋，上海城市发展与

水有着莫大的关联。比如，此次入选的华亭海塘

奉贤段是清代江南海塘最有代表性的区段，体

现了清代大型水工技术的发展， 充分展示出了

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力。 它被誉为 “上海小长

城”，在防御海患、抗击倭寇，保卫家园上担负着

重要的使命。

形态丰富的教育遗产，见证近
现代教育史的多个“第一”

“与其他省市相比，上海年代久远的地面文

物相对少一些，但近代建筑比较丰富，且有着其

他地区鲜见的丰富形态。”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

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郑时龄， 以新入

选的圣约翰大学近代建筑为例———这是最早的

一批中华古典复兴式建筑， 其现代力学结构与

中式外貌的完美结合堪称典范。难能可贵的是，

这些建筑大部分建于 19世纪末，整体保存较好，

历经百余年历史，格局依然没有多大变化。

此次上榜的教育遗产，上海共有 5 处，颇为

亮眼。郑时龄认为，这与这座城市的发展息息相

关，近现代教育史上的多个第一产生于上海。比

如， 上海交通大学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所跨越三

个世纪、保留发源地与办学地不变的高校，该校

的早期建筑， 每一栋都代表了当时建筑流行的

趋势， 如同一个展现中国近现代建筑风格百年

变化的建筑博物馆。 1906 年创办的沪江大学，

现存有 30 余幢历史建筑，是目前上海保存最完

好的校园历史建筑群。 这些建筑多为清水红砖

砌筑、两坡红瓦屋面，风格统一，以晚期罗马风

和哥特式建筑风格为主， 成为沪上一道靓丽的

景观。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是中国第一所少年宫，

由宋庆龄亲自选址、创办，其外观为新古典主义

风格，以“大理石大厦”之名闻名于世。而作为全

国首个地方性科技工作者活动场所， 上海科学

会堂是上海现存规模最大的单体法国文艺复兴

式建筑， 为国内邀请诺贝尔奖获得者举办学术

演讲活动最多的场所之一。

鲜亮文化底色，红色革命遗址
占据不小比例

据透露，包括新公布的这批在内，上海目前

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0 处。 其中，红色

革命遗址占据了不小的比例。 这得益于上海鲜

亮的文化底色———这座城市不仅是中国共产

党的诞生地， 也是党的历史上诸多重大事件、

重要活动的发生地，留下了许多革命先辈的光

辉足迹。

比如，建于二十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共产党

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 是上海地区目前唯一

一处保存完好并对外开放的周恩来纪念地。 抗

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这里设立办事机

构， 为促进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此

次，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宿舍旧址

增补进 1961 年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中。 1921

年 7 月中共一大召开期间，毛泽东、何叔衡、董

必武等 9 位中共一大代表租住在此， 他们在这

里规划、起草党纲和工作计划，在上海缔造了中

国共产党。

此次新入选的四行仓库旧址，则见证了中外

著名的“四行仓库保卫战”，彰显了上海在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特殊价值。

赋予工业遗存新的功能和价值， 是上海文

物保护的一大特色。 以此次入选的上海工部局

宰牲场旧址为例， 这里曾是当时远东现代化程

度最高、规模最大、技术最完善的宰牲场，被称

为“混凝土工业的机器”。 与其同规模的建筑在

全世界范围内也只有三座， 但另外两座位于英

国和美国的建筑早已无存 。 如今 ， 这里变成

“1933 老场坊”创意园区，成为汇集美食、购物、

演出、创意体验等多种功能的潮流时尚之地。

1、青龙镇遗址
获评“2016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是千年上海的重要实证。

地址：青浦区白鹤镇

2、圣三一基督教堂（内部修缮暂不开放）

上海现存最早的基督教堂， 因其红砖砌
筑的外墙而被称为“红礼拜堂”。

地址：黄浦区九江路 219 号

3、圣约翰大学近代建筑
最早的一批中华古典复兴式建筑， 大部

分建于 19 世纪末，整体保存较好。

地址：万航渡路 1575号（今华东政法大学）

4、上海交通大学早期建筑
每一栋都代表了当时建筑流行的趋势，

如同一个展现中国近现代建筑风格百年变化
的建筑博物馆。

地址：华山路 1954 号

5、沪江大学近代建筑
现存有 30 余幢历史建筑， 是目前上海

保存最完好的校园历史建筑群。

地址：军工路 516 号（今上海理工大学）

6、上海工部局宰牲场旧址
曾是远东现代化程度最高、规模最大、技术

最完善的宰牲场，被称为“混凝土工业的机器”。

地址：沙泾路 10 号、29 号

7、四行仓库抗战旧址
见证了谢晋元率领“八百壮士”坚守的四

天四夜，成就中外著名的“四行保卫战”。

地址：光复路 1 号至 21 号

8、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
建于二十世纪 20 年代， 一底三层的欧

陆式花园住宅， 是上海地区目前唯一一处保
存完好并对外开放的周恩来纪念地。

地址：黄浦区思南路 107 号（今 73 号）

9、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内部修缮暂不开放）

中国第一所少年宫， 外观为新古典主义
风格，以“大理石大厦”之名闻名于世。

地址：延安西路 64 号

10、上海科学会堂（暂不开放）

上海现存规模最大单体法国文艺复兴式建
筑，是全国首个地方性科技工作者活动场所。

地址：南昌路 47 号

11、华亭海塘奉贤段
清代江南海塘最有代表性的区段， 体现

了清代大型水工技术的发展。

地址：柘林镇柘林社区

12、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宿
舍旧址（暂不开放）

9 位中共一大代表租住在此，规划、起草
党纲和工作计划，在这里缔造了中国共产党。

地址：太仓路 127 号

供图：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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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

上海科学会堂全景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宿舍旧址天井

土耳其为进博会运来一个“大巴扎”展示新时代中国文艺发展
映见文化交流的自信开放 （上接第一版） 今年， 他们希望能将更多优势产

品搬来上海， 参展展品新增了日用品、 家电、 医

疗器械、 瓷器、 餐具等， 品类是首届进博会的数

十倍， “用参展商自己的话来说， 几乎把一个土

耳其大巴扎 （集市） 运到了进博会！”

好在海关已经准备充分。 去年， 上海海关就

为首届进博会打造了跨境贸易大数据平台 （进博

会专窗）； 今年 “专窗” 进一步升级， 确保展品

数据可以 “狂奔”， 由此换来参展商与承运商的

便利与信心。

上海海关跨境贸易大数据平台 “进博会专

窗” 相关人员告诉记者， 过去， 进境物资证明函

为纸质， 承运商不得不奔走于国家会展中心与海

关之间， 完成审批盖章和受理， 数据还要由承运

商手工录入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 形成电子化

的展品清单 ， 才能正式报关 ， 整个过程费时费

力。 今年， 上海海关彻底取消了纸质盖章的进境

物资证明函， 通过 “进博会专窗” 为企业开具电

子证明函， 并请国家会展中心进行网上审批， 已

审批的电子证明函直接发送至 “单一窗口”， 自

动比对生成报关展品清单。 由此， 不仅省去企业

奔波之苦， 更省去企业手工录入展品数据的繁琐

及可能出现的疏漏， 实现了展品通关安全性与便

利性的统一。

以 “大巴扎” 为例， 在展品抵港前一日， 承

运商已为展品填好进境物资证明函， 将 23 家参

展商的 150 多项品类进一步分类合并， 提交 “进

博会专窗”。 从物资证明函的开具到报关通关 ，

数据在上海口岸与海关总署的数据库之间狂奔，

实现全程无纸化。

此票土耳其展品通关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个小

插曲。 10 月 11 日， 即展品抵港前一日， “进博

会专窗” 已为承运商向 “单一窗口” 发送电子化

进境物资证明函， 但即刻被 “单一窗口” 比对退

单。 此时已到下班时间 ， 但为确保展品顺利进

境， “进博会专窗” 与 “单一窗口” 技术人员加

班加点沟通查找数据与程序 ， 最终发现症结所

在： 一般而言， “单一窗口” 系统默认接收每票

证明函的展品数量少于 50 项， 而此票来自土耳

其的展品由于品类繁多， 即便进一步合并归类后

仍达到 73 项， 因此要获得系统承认就必须修改

相关程序。 急展品所急， “单一窗口” 即刻修改

程序， 当天 18 时完成系统更新， “进博会专窗”

又第一时间联动国家会展中心已下班的相关审批

人员， 审批人员打开随身电脑在网上完成对电子

证明函的重新审批。

多部门协力， 保障通关服务链环环相扣， 为

该票品类最多展品迅速通关铺平道路， 也为展品

从容布展留足了时间。

据悉， 该票货物停靠洋山港后， 因其中电机

展品需等待相关部门 3C 认证， 因此抵港三天后

才能正式报关。 由于大量数据已经通过大数据平

台 “狂奔”， 该票货物 15 日当天便完成了海关申

报流程。

（上接第一版）

今晚上演的开幕演出杂技剧 《战上海 》，

由上海杂技团与上海市马戏学校联合创排 ，

为纪念上海解放 70 周年而推出。 凭借对于舞

台创作红色题材的拓展与 “海派杂技 ” 艺术

上的重大突破 ， 成为继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

波 》 之后 ， 又一部赢得口碑票房双赢的 “上

海出品”。 经过进一步修改提高， 开杂技剧为

艺术节开幕之先河 ， 该剧将接受海内外专业

人士的检验。

艺术节委约的两部作品———龚天鹏创作的

第十一交响曲 《潮 》 和上海沪剧院原创沪剧

《一号机密》， 也均是讴歌上海不同时代涌现的

英雄及其瞩目成就。 生动讲述沂蒙革命老区党

政军民水乳交融、 生死与共的民族歌剧 《沂蒙

山》 也将在艺术节上演。

衡量一个艺术节的影响力，世界名团大师、

重磅新作的首演首秀无疑是重要标尺。 在今天

同步上演的是斯卡拉歌剧院带来的莫扎特经典

歌剧《假扮园丁的姑娘》。 作为歌剧起源地意大

利享誉全球的歌剧院， 这是斯卡拉歌剧院建院

241 年历史上首次集结全院阵容携歌剧制作访

华；与此同时，斯卡拉歌剧院学院还将上演莫扎

特的另一部经典《魔笛》。 迎接两部巨制的，是新

建成的上音歌剧院。 对标国际先进水准的新剧

院，创新推出两部国际经典“同一舞台两个剧目

交替演出”的演出模式，国内尚属首次。

此外，闭幕演出由指挥大师安德鲁·曼兹执

棒北德广播爱乐乐团， 携手上海小提琴家黄蒙

拉共同演绎。 荷兰国家芭蕾舞团、平夏斯·祖克

曼与阿德莱德交响乐团 、 男高音何塞·库拉 、

传奇歌剧天后芮内·弗莱明……这些名字无疑

将辉映着接下来一个月的申城文艺夜空。

在此前的优惠票销售现场， 记者发现也正

是这两类作品成为购票市民的集中选项。 当这

座城市丰沛的 “红色家底”、 礼赞的英雄楷模

真正为普通观众尤其是年轻人的认可追捧； 当

代表国际最高水准的名团大师佳作的演出真正

为认戏爱戏的上海市民连夜抢购， 成为艺术节

宗旨———“艺术的盛会 ， 人民大众的节日 ” 的

生动写照。

打造名家新作展示首选地，

交易会成为全球艺术机构的重
要打卡地

20 多年来， 艺术节从来不只奉献舞台上的

饕餮盛宴， 更不断向全产业链纵深， 从项目孵

化、 艺术创作、 交易演出等全方位介入， 以演

出交易会、 “扶青计划”、 论坛培训等多个板

块， 为繁荣演出市场、 扶持新人新作、 促进交

流合作， 提供切实推动力量。

借由委约、 合作， 这里更成为本土艺术家

坚定民族认同、 文化自信， 海外艺术家亲近中

国、 点亮艺术灵感的沃土———盘点这些海内外

名家的新作， 不少都围绕中华文化、 中国故事

展开。 今年特别设立的 “香港文化周” 上， 香

港中乐团将在开幕演出演奏小提琴协奏曲 《梁

祝》 和朱践耳等上海作曲家作品， 而香港八合

会馆将与上海昆剧团带来昆粤合演 《白蛇传》。

伴随艺术节 21 年成长的演出交易会 ， 如

今已经成为中外机构推介最新原创作品的首选

地。 去年罗伯特·威尔逊在艺术节以一部 《睡

魔》 吸引全球顶尖演艺 “买手”、 艺术家打飞

的一睹风采。 因而， 今年他又将尚在创作中的

《不可能的黑郁金香》 带来上海， 讲述意大利

传教士利玛窦与李之藻、 徐光启共同完成 《坤

舆万国全图》 的历史佳话。 而艺术节的老朋友

谭盾特别带了 30 多人的团队， 为艺术节首设

的百平米艺术家个人展区 “谭盾-探索人类未

来秘境” 精心布展。 经由艺术节委约、 平台推

介， 他参与创作的园林版 《牡丹亭》 等均为中

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范例。

今年， 由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牵头的 “丝

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盟 ” 又添中东地区新伙

伴 。 截至目前 ， 已有 44 个国家和地区的 163

家机构加入。 一年又一年， 越发紧密频繁的合

作交流， 是服务国家 “一带一路” 倡议的使命

旨归 ， 更是中国与世界 “文化交融 、 文明互

鉴” 的共同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