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故宫苏轼特展，看千古风流人物
苏轼早年书法真迹《治平帖》等精品亮相故宫博物院

■本报驻京记者 李扬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

流人物。”一代文豪苏东坡不仅为

后人留下了许多传世的经典，更

因其豁达的人生态度散发着独特

的人格魅力。9月1日，备受瞩目的

“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

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 亮相故宫

博物院文华殿。 78件套文物精品

从不同角度展现苏轼的精神世界，

勾勒出生动而立体的苏轼形象。

这是故宫博物院首次举办以

文物为载体， 展现苏轼艺术造诣

与其人格风范的展览。 苏轼最早

的书法作品之一《治平帖》，与苏

轼并称“宋四家”的黄庭坚、米芾、

蔡襄的书法真迹， 以及1949年后

首次展出的明代画家朱之蕃 《临

李公麟画苏轼像轴》 等精品将在

展览中亮相。

《治平帖 》《新岁
展庆帖 》等展示苏轼
早年和中年墨迹

故宫博物院不仅收藏有苏轼

的传世书法佳作， 还藏有部分重

要的苏轼师友作品， 以及大量受

到苏轼影响和能够反映其艺术思

想的艺术珍品。 故宫博物院副院

长任万平介绍， 此次展出的展品

是从院藏的16万件文物中遴选出

数百件相关文物， 再经精选而形

成的。 藏品时代跨度从北宋至近

现代，类别涵盖书画、碑帖、器物、

古籍善本等。

珍贵的苏轼书法真迹， 可让

“苏迷”们大饱眼福。 其中，《治平

帖》是现存最早的苏轼书法之一。

此作是苏轼书写的一封信札，内

容是托家乡寺庙僧人帮忙照管祖

坟，提及思念家乡，想回“蜀中”任

职。 根据帖后赵孟頫、文徵明、王

穉登三人题跋可知， 当是苏轼于

北宋熙宁年间在京师时所作，时

年三十余岁。信札笔法精细，字体

遒媚，正如赵孟頫所称“字画风流

韵胜”， 与苏轼早年书法特征吻合，

是珍贵的苏轼早年书法墨迹。

苏轼 《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

帖》二帖均是其写给陈慥（字季常）

的书札。 《新岁展庆帖》是相约陈慥

与李常（字公择）于上元时在黄州相

会之事；《人来得书帖》 是为陈慥的

哥哥伯诚之死而慰问所作。 二帖自

然流畅，姿态横生，秀逸劲健，是苏

轼书法由早年步入中年的佳作。

明代画家朱之蕃的 《临李公麟

画苏轼像轴》 是1949年以来首次展

出。苏轼晚年被贬海南儋州时，曾在

访友途中遇雨，他向农人借来斗笠和

木屐，农人争相笑看，而他坦然处之。

此图表现他身处逆境而安之若素的

生活态度， 此类笠屐像也成为后世

在描绘其形象时的一种经典范式。

“苏黄米蔡”同展，

呈现北宋文人群像

苏轼生活的时代， 文化巨匠辈

出。 与他有着深入交往的前辈如欧

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人，都是名

垂千古的文史大家； 他的门生与友

人如黄庭坚、秦观、米芾、李公麟、王

诜等人， 也都是宋代文化星空中璀

璨的明星。 展览展出了大量苏轼同

时代文人创作的书画，宋四家“苏黄

米蔡”的作品同场展出，为人们呈现

以苏轼为核心的北宋文人群像。

黄庭坚的《君宜帖》是他写给友

人的便札，在信末尾附言称“东坡诸

书一借”，因是酒后所书，其笔画颇

显颤抖，但结字紧凑、险特，用笔飘

动隽逸。 米芾《盛制帖》是其早年作

品，字势飞动、笔墨清润，反映了他

这一时期的书法风格。 蔡襄 《京居

帖》兼具王羲之和颜真卿风格，反映

了他在这两种书体上的造诣。

再现苏子与客“复
游于赤壁之下”

漫步展厅， 仿佛与古人展开一

场跨越千年的对话 。 文华殿后殿

的喷绘场景源于故宫院藏马和之

名作 《后赤壁赋图》， 将马和之原

画中的小舟与仙鹤形象做成微动

画 ， 生动地展现了苏子与客 “复

游于赤壁之下 ” “有孤鹤横江东

来 ” 的场景 。 画作本身的静和一

鹤一舟的动相互衬托， 灵动有趣，

意境悠远。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展览海报

的标题 “千古风流人物” 六个字，

是从 《答谢民师论文》 《姑孰帖》

《前赤壁赋》 中集字而来， 均为苏

轼本人所书 ， 纵贯画面 、 一气呵

成， 与画作浑然一体。

同时 ， 故宫出版社出版了展

览同名图录 ， 收录了 76 件 （套 ）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书画 、 碑帖 、

器物类苏轼主题文物 。 除附有文

物基本信息外 ， 还分别对文物做

出介绍， 并收录书画部专家为本

次主题撰写的相关专 业 论 文 6

篇 。 据悉 ， 展览将持续至 10 月

30 日 。

（本报北京8月31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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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座新闻出版专业博物馆封顶
上海又一重大文化工程闪耀杨浦滨江，预计2021年初主体竣工、下半年开馆

本报讯 （记者许旸）随着最

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 国内首

座新闻出版专业博物馆———中国

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建筑主体

结构昨天在上海杨浦区顺利封

顶。 上海这一重大文化工程建设

工程预计2021年春节前竣工，明

年下半年建成开馆。

在上海建设新闻出版博物

馆， 是上海新闻出版人多年来的

夙愿。 作为上海市文化改革发展

规划重大项目， 中国近现代新闻

出版博物馆历经多年筹建， 终迎

建筑结构封顶， 这不仅是博物馆

工程建设的重要节点， 也是上海

出版、上海文化建设的重要时刻。

据悉，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

博物馆总面积约一万平方米， 共

六层， 分为一个主题馆和五个分

馆， 涵盖出版机构、 少儿读物、

声像、 艺术设计、 印刷技术等内

容。 建成后的博物馆将以国家一

级博物馆为目标， 展示新闻出版

的历史文化和事业成果， 集 “征

集保护、 陈列展示、 学术研究、

公共教育 、 文化交流 、 产业创

新” 等于一体， 打造新闻出版业

文献档案中心、 文物修复中心、

创新发布中心和文创展示中心，

填补国内没有新闻出版专业博物

馆的空白 ； 同时积极探索产学

研协同创新 ， 集中展示新闻出

版业数字传媒等最新应用成果，

联动区域资源建设国家级传媒

基地 ， 影响和吸引年轻人群 ，

成为有热度、 可活化的创新创业

产业集聚区。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

业的发源地和中心， 是海派文化

的关键一环 。 据统计 ， 1912至

1949年间 ， 全国80%以上共300

余家出版机构集中在上海。 列入

中国近现代学术名著的千余种图

书， 近95?为上海出版。 经过百

余年发展， 上海构建了中国学术

文化出版的制高点， 确立了 “中

国出版重镇” 历史地位， 积累了

大量珍贵史料。 尤其， 上海还是

红色出版的重要基地。 1920年８

月， 第一个 《共产党宣言》 中文

全译本在上海印刷出版。 1921年

9月1日，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便

在上海组建了自己的第一个出版

机构———人民出版社 ， 出版了

《马克思全书》 《列宁全书》 等

理论著作。 此后， 上海书店、 崇

文堂印务局、 上海长江书店相继

成立， 出版发行 《向导》 《新青

年》 《前锋》 《中国青年》 等革

命刊物。

仪式现场， 中国近现代新闻

出版博物馆还分别与上海出版印

刷高等专科学校、 上海辞书出版

社、 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签订合

作协议， 未来将在推进出版传媒

创意产业、 馆藏资源文献利用和

保护、 促进新闻出版文博事业发

展等方面探索建立富有成效的合

作机制。

根据规划， 中国近现代新闻

出版博物馆选址定海街道138街

坊西块C1-2地块 ， 位于周家嘴

路、隆昌路路口，毗邻上海出版印

刷高等专科学校、上海理工大学、

上海电力学院、复旦软件园、城市

概念园、 互联宝地电竞主题产业

园和阿里体育总部等。 它将与周

边数字传媒产业基地实现一体化

发展。 市委宣传部将支持出版系

统的各类资源和文化活动落地杨

浦， 推动形成国家级的数字传媒

产业基地， 并支持杨浦区建设成

为上海市乃至全国新闻出版业品

牌产品、品牌活动的首发地。

业内评价，该博物馆的建成，

不仅会为市民提供方便舒适的文

化娱乐场所， 还将助力杨浦将滨

江“生活秀带”发展成为“文博秀

带”与“文创秀带”，进一步提升上

海城市内涵和文化功能。

《治平帖》是现存最早的苏轼书法之一。此作是苏轼书写的一封信札，笔法精细，字体遒媚。根据帖

后赵孟頫、文徵明、王穉登三人题跋可知，当是苏轼于北宋熙宁年间在京师时所作，时年三十余岁。

《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二帖均是苏轼写给陈慥的书札。 二帖自然流畅，姿态横生，秀逸劲健，是苏轼书法由早年步入中年的佳作。 均本报驻京记者 李扬摄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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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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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十四五”发展课题调研报告
（上接第一版）

今年3月以来，市政协成立围绕“十四五”规划编制开展协商

议政工作推进小组，广泛组织动员各党派团体、各级各界别委员

参与协商议政和专题调研。各专委会结合专业特色，开展16项专

题调研、90余场次履职活动。调研报告在全面梳理各专委会调研

成果基础上，注重吸纳各党派团体、各级政协委员的书面意见建

议，就上海“十四五”发展的阶段判断和主题主线，经济增长预期

性指标和部分结构性、功能性指标设定，构建多引擎发展动力，

破解土地和人口瓶颈，深化城市治理和优化公共服务，推动城乡

融合发展，保护历史风貌、传承历史文脉等七个方面重大问题提

出具体建议。

会议审议了“推进文旅融合，建设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和国际

文化大都市”重点课题调研报告。 今年初以来，市政协教科文卫

体委员会成立课题组，深入走访相关部门和代表性企业，召开20

余场专题座谈会，对800余名政协委员、372家文旅企业、400余名

市民游客开展抽样调查， 全面分析本市文旅融合发展面临的挑

战，围绕推进文旅全方位、深层次、高质量融合发展，积极培育形

成新生态、新动能、新品牌、新形象提出意见建议。

会议审议了“上海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推进情况”课题调研

报告。今年4月以来，市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赴本市9个涉农区

的多个基层村镇深入调研，面向147名示范村村干部、353户示范

村农户开展问卷调查，从探索产业发展多元化路径、打通盘活土

地资源政策瓶颈、加大人才扶持力度、凸显乡村机理和传统文脉

等方面，为助推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提出路径对策。

会议审议了市政协十三届二十一次常委会议筹备工作方

案。 本次会议定于10月下旬举行，将围绕“虹桥商务区打造国际

开放枢纽推进落实情况”开展监督议政。

会议审议了关于举办第二届“初心论坛”的方案。

市政协副主席方惠萍、周汉民、张恩迪、李逸平、徐逸波、金

兴明出席。

商旅文结合 上海将推四大主题“购物季”
（上接第一版）

主题活动1：?秋购物旅游季
时间：9月上旬至10月上旬

“金九银十”和“中秋国庆”是传统消费旺

季，商务部定于9月9日至10月8日期间举办全国

“消费促进月”。

据悉，按照商务部统一部署，上海将于9

月8日晚在陆家嘴中心举办全国消费促进月

（上海）启动仪式，届时，“上海购物 ”App、上

海购物专线将发布，“上海消费市场大数据实

验室”将启动建设。 金秋购物旅游季期间，上

海共有2000余个重点企业举办的77项重点活

动列入全国消费促进月重点活动名单。

刘敏介绍， 金秋购物旅游季聚焦主要商

品大类、品牌经济、在线新经济和重要商业地

标，将推出一些重点活动。 重点品类方面，推

出汽车、家装、家电、黄金珠宝等大件商品促销

活动；品牌经济方面，继续打造中高端消费品首

发地和集聚地， 支持老字号品牌和国潮新品牌

发布活动， 如举办上海时装周2021春夏发布

会等；在线新经济方面，继续促进实体零售深

化数字化转型发展，进一步做强新兴消费。

主题活动2：拥抱进博首发季
时间：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

11月，第三届进博会将如期举办。上海将

在进博会期间打造联展联销的系列国别商品

展和文化周，把更多展品变商品，让进博会的

红利更好惠及市民。同时，上海将在各类新品

发布平台推出系列重磅新品发布活动， 打造

“买全球、卖全球”系列特色活动。目前已确定

的活动包括“进博新品发布周”系列新品集中

发布、 新牌新品集中发布、 迎进博品质生活

节、东方美谷品牌展等。

主题活动3：?络购物狂欢季
时间：11月上旬至12月中旬

“双11”购物狂欢节自2009年开始举办，

已发展成为线上线下商家广泛参与的、 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全民购物狂欢节。 上海的各大

线上线下商家将抓住“双11”“双12”期间的促

销契机， 集中推出系列线上线下联动营销活

动，例如天猫年会、京东、拼多多等系列大促

活动，达达集团将举办全球好物节，绿地全球

贸易港将举办万国狂欢月等。

主题活动4：?年迎新购物季
时间：12月中旬至明年春节前

元旦、 春节期间历来是传统的消费高峰

期，上海将推出跨年迎新购物季，动员各大品

牌、百货、购物中心等开展欢乐消费迎新年商

业主题营销活动，掀起跨年购物消费潮。例如：

举办南京路步行街商圈年度盛典、 淮海路新年

亮灯仪式、新象徐家汇等各大商圈迎新活动。第

一八佰伴、 新世界城两大传统岁末迎新地标

将开展大力度促销活动。此外，虹桥品汇等新

地标也将推出各具特色的迎双节促销活动。

南京路步行街东拓段9?12日开街
（上接第一版）去年12月6日，南京路步行街东

拓工程正式启动，经过大半年的改造，如今东

拓部分已慢慢揭开面纱。

“原来步行街东拓计划先 ‘抵达 ’四川

路，现在是‘一步到位’，直接延伸至外滩。 ”

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介绍，目前，南京路步行

街东拓工程绿化景观树全部种植完毕， 景观

座椅也已安装完工， 新铺装好的路面采用哑

光面石材。

南京路步行街的东拓， 不仅仅是物理意

义的延伸， 更重要的是商业业态的更新。 当

下， 城市核心区域的步行街早已超越狭义的

零售概念，既是品牌的橱窗、时尚的前沿，也

是文化的高地、艺术的舞台。 在东拓的起点，

华为全球最大旗舰店已于今年6月落地，用科

技元素打造本地社区休闲娱乐、 学习分享和

发挥创造力的“城市客厅”；新世界大丸百货

未来或将打开南京路的沿街店铺， 与消费者

拉近距离。

在新一轮改造中， 历史保护建筑的文化

底蕴和商业的业态将进行融合。刘敏介绍，慈

安里大楼是历史保护建筑， 一批老字号旗舰

店将入驻，展销老牌新品。 此外，以南京路步

行街东拓开街为契机， 上海将在金秋购物旅

游季开展南京路步行街IP全球征集活动、举

办腾讯电竞赛、打造哔哩哔哩主题公园、推进

重点商圈有声化改造等活动。

为创新提供制度保证， 完善
消费规划标准体系

“上海购物”三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本

市将打造两条“世界级商街”。刘敏表示，两条

“世界级商街”定位清晰，已呈现差异化发展：

今年开街120周年的淮海路开启“一轴两圈”的

全新商业布局，主打年轻化、时尚化；东拓的南

京路步行街，则以首店经济、经典传承为特色。

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南京路步行街完成

东拓和后街支马路实施商业开发， 本市将出

台新的 《上海市南京路步行街区综合管理办

法》，为南京路步行街区迈向世界级商圈提供

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刘敏表示 ，南京路要

永远保持新的业态 、有新的发展 ，必须进一

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 更多的创新

制度也应被写入新的管理办法 ， 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

今年“五五购物节”期间，一批优秀的做

法也将被纳入到下半年的促消费方案中。 市

商务委将在消费市场统计、首发经济、夜间经

济方面出台一些指数和标准。

据悉， 市商务委将组织编制新一轮全市

商业布局体系规划、夜间经济专项发展规划，

还将开展“十四五”时期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建设专题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