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6件陶瓷油画为媒，共谱东西汇融新篇章
七国 13家知名博物馆及收藏机构携手推出“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展”

16 世纪开始， 得益于新航路的开辟与
成熟， 中欧贸易与交流日渐频繁， 瓷器作
为最具中国特色的商品之一， 源源不断地
输入欧美地区 。 彼时 ， 西方人如何看待 、

使用远渡重洋的东方器物？ 瓷器如何融入
欧洲的生活方式、 室内设计以及时尚风潮？

东西方的差异又会碰撞出怎样意想不到的
火花？

昨天在上海博物馆揭幕的 “东西汇
融———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展”， 以全新
视角和策展理念， 探究早期全球化中的世
界贸易和跨文化交流。 这是疫情发生以来
国际博物馆界参与地区最广、 参展规格极
高的展览项目， 是疫情之下全球博物馆团
结合作的范例， 来自法国、 葡萄牙、 英国、

荷兰、 美国、 瑞士、 中国 7 个国家 13 家知
名博物馆及收藏机构带来 206 件 （组） 重
量级中外陶瓷与油画作品， 以文化冲破阻
隔， 用艺术联结世界， 共同谱写东西汇融
的新篇章。

中国瓷器曾对欧洲生活
方式、室内设计乃至文化风
尚产生深远影响

整场展览以一件永乐官窑执壶拉开序
幕。 该青花执壶曾在 15 世纪初随郑和船队
远航， 是明朝赠予中东的外交礼； 又在一
百多年后的 1547 年再次经外交使节———法
国派驻奥斯曼帝国的大使之手， 自中东辗
转到达欧洲。

据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陈洁介绍 ，

在中欧直接贸易成熟之前， 只有极少数的
中国瓷器能够到达欧洲， 其中有一部分便
来自中东的转赠， 而接受者亦为王室贵胄。

最先开辟欧亚交通新航线的是葡萄牙人 ，

1498 年达·伽马船队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

此后持续东进， 揭开近世东西方交流的新
篇章。 展览显示： 绘有葡萄牙王室徽章的
盘、 碗是早期中葡贸易的代表性器物， 被
称作 “首批订制瓷”。

随着中西交流的加强， 瓷器在欧洲的
消费阶层不断扩大， 器物的功能亦发生位
移， 从实用性走向装饰性。 据记载， 17 世
纪后半期至 18 世纪前期， 欧洲王侯贵族争
相打造瓷器宫室， 比如路易十四的特里亚
侬瓷宫 、 普鲁士腓特烈一世的夏腾堡宫 、

奥古斯都的日本宫都曾铺满中国瓷器。 其
中， 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葡萄牙桑托斯宫
瓷厅———金字塔形的天花板上镶嵌了近

300 件中国瓷器， 宛若点点星辰 ， 映照出
巴洛克艺术的创新与融合之美。 本次展览
以最新 3D 技术在展厅内复原瓷厅穹顶 ，

观众可身临其境地感受这一令人叹为观止
的瓷器景观。

而从油画作品可以看出， 欧洲洛可可

风格的家装常常将中国瓷器成组摆放 ，

搭配家具 、 绘画及墙面 ， 器物与空间共
存 ， 成为室内设计中的点睛之笔 。 此次
展出的荷兰黄金时代最杰出的静物画家
之一威廉·卡尔夫的画作 ， 生动描绘瓷器
在西方的使用情境 ： 室内装饰着来自中
国的瓷器 ， 桌面的青花盖碗 、 金银器与
丰富的果蔬共同构成象征财富与地位的
符号 。 卡尔夫热衷于将中国瓷器画入静
物作品 。 相似的带有贴塑人物的青花盖
碗出现在柏林画廊 、 丹麦国家美术馆 、

马德里蒂森·博尔奈米绍国家博物馆收藏
的卡尔夫作品中。

展厅中， 一件明崇祯年间的青花贴塑
八仙盖碗 ， 与油画中的青花盖碗如出一
辙 。 但细细看可以发现 ， 狮子及八仙人
物上均施加色彩 ， 从而推测当时露胎可
能就是为了之后加彩 。 但这色彩究竟是
在国内添加还是抵达欧洲后添加 ， 在何
处添加 ， 还需结合存世加彩实物进行进
一步研究。

东西方差异下的工艺融
合，一场极富创意的视觉改
造游戏

事实上， 由于东西方的装饰传统、 审
美趣味并不相同， 中国瓷器有时会被欧洲
工匠重新装饰、 镶嵌， 这是一场极富创意
的视觉改造游戏： 景德镇的釉里红瓷器被
荷兰工匠添上日本风格的纹样， 盛放毛笔
的笔筒被改装成盖杯， 中西技艺在此碰撞、

交融， 绽放出独特想象力与美感。

以一件清康熙的釉里红加彩剑士狮子
图瓶为例 ， 胆瓶腹部原先以釉里红绘狮
子三只 ， 以青花点睛 ， 余皆留白 。 这样
的装饰可能略显素淡 ， 荷兰的瓷器经销
商遂请彩绘师在瓶身添加纹饰 ， 以符合
欧洲人审美 。 彩绘师在狮子之间添加身
着粉紫色短袍的男子三人 ， 做挥剑砍狮
状 ， 隙地填以花树 ， 其配色 、 题材 、 构

图及绘画风格 ， 皆模仿日本的柿右卫门
式样 。 而瓶口 、 胫部又以康熙五彩的纹
样和配色加绘蕉叶 、 花卉 。 东西方三个
国家的技艺 、 灵感在同一件器物上碰撞 ，

相得益彰 ， 极为精彩 ， 是中西不同工艺
融合的绝佳实例。

远渡重洋的中国瓷器见证了中西贸易
的发展，不仅对欧洲的生活方式、装饰风格、

审美趣味乃至文化风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更直接推动了欧洲窑业的发展与创新。本次
展览精选越南、日本、中东、葡萄牙、荷兰、法
国、德国、英国等地模仿中国的产品，通过精
心组合比对，揭示中国技艺对世界物质文明
的贡献。

“作为人类文明见证物的收藏与展示
机构 ， 博物馆理应成为文化交往的前沿 ，

促进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 上海博物馆馆
长杨志刚表示， 本次展览的主题是早期全
球化中的东西汇融， 而展览本身则是全球
博物馆力量的汇融。 “汇融的力量终将冲
破阻碍， 驱散阴霾， 我们携手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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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城市能像上海一样向世界辐
射她的影响力———站在中国和国际文化的
东西方交汇点 ， 成为传统与现代高度融
合的世界大都市样本之一。” 同济大学德
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芮悟峰在上海工
作生活了近 15 年， 对落成不久的浦东美
术馆、 上海天文馆等人文地标如数家珍，

“除了这些高标准的硬件设施， 软实力将
继续在城市建设发展中发挥决定性的作
用。” 他说。

包括芮悟峰在内， 来自中国、 德国、

加拿大、 意大利、 埃及、 克罗地亚、 阿根
廷、 日本、 韩国等国的专家学者、 业界代
表百余人， 齐聚昨天召开的 2021 世界城
市文化论坛 （上海）。 上海全球城市研究
院院长周振华援引近日全球管理咨询公司
科尔尼发布的 “2021 年全球城市指数 ”

谈道， 上海首度上升至第十位， 引发海内
外关注。

“全球城市为经济蓬勃发展、 文化高
度繁荣提供条件， 而城市经济与文化艺术
发展之间有内在的共生性。” 在周振华看
来 ， 全球金融中心与全球文化艺术中心
有着较高重叠度 ， 卓越的全球城市不仅
能够高水平 、 战略性配置全球资源 ， 同
时也是文化艺术产品被广泛提供和消费
的鼓舞人心之地 。 而理想的全球城市能
够迸发出强大的文化创造力 ， 离不开广
泛的文化交流平台和无处不在的文化公
共空间 ， 有利于开展大量文化活动的良
好城市文化生态等条件 ， 能够使多元文
化彼此影响启发。

围绕 “数字化转型与全面提升城市
软实力 ” 主题 ， 多位学者指出 ： 面对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 ， 软实力越来越成为一
座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标识 ， 文化建设
的整体价值功能将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
各个层面 ， 以城市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
城市生产 、 生活方式变革 ， 提升城市软
实力 ， 已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
成部分 。 抓住数字化时代的发展机遇全
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 ， 以人文关怀为
前提要素 、 技术支持为基础要素 、 创新
融合为关键要素 ， 三者产生合力形成数
字文化系统架构 ， 有助于进一步扩大城
市文化全球影响力。

文化影响力离不开有温度的城市空
间。 “城市的历史保护， 最重要的就在于
如何激发历史空间的当代活力。” 同济大
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伍江从 “城市
空间的人民性” 角度谈到， 上海推进 “15

分钟生活圈” 理念， 有助于实现城市公共
服务的易达性、 便利性、 混合型、 可选择
性， 让城市空间更具有人性尺度； 通过居
民直接参与甚至主导的常态化 “微更新”，

城市环境品质得以不断改善优化。 在这个
过程中， 数字化转型将在新型智慧城市建
设和在线新经济上构筑显著优势。

论坛上同期揭牌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城
市文化创新研究院， 将助力打通学界和业
界城市文化研究者和实践者之间的壁垒， 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协
同发展， 推动城市文化的创新建设。 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学术研
究文丛、 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智库文丛同步首发， 《创意城
市： 空间生产与城市活力》 《全球城市： 文化维度与国际经
验》 《文学城市： 文化想象与本土实践》 《东南亚汉学中的上
海文学研究》 《海派文化新论》 等一批城市文化研究的最新成
果集中面世。

本届论坛采用现场研讨和远程视频连线相结合形式， 将围
绕 “后疫情时代世界城市文化交流传播新趋势” “城市空间的
人民性” “上海作为全球城市的发展愿景与区域实践” “新时
代城市文化软实力发展” “打造北外滩现代都市发展新标杆”

等系列议题， 举办 “网络文学的多元构建” “社区营造与海派
文化” “新时代城市文化软实力” “NFT 与艺术的未来” 等多
个分论坛。

据悉， 论坛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指导，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 上海社会科学院等主承办。

从水蜜桃到“高精尖”，强化全链条保护
浦东新区建立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若干规定表决通过

贴上伪造的地理标志，普通水蜜桃变
身“南汇水蜜桃”。 这样的“李鬼”，损害了
消费者权益，也挫伤了真正南汇水蜜桃桃
农的积极性。 昨天，《上海市浦东新区建立
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若干规定》（以

下简称《若干规定》）经市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 12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其中，“加大地理标志保护
力度”作为专门条款列入法规。 这也将从
根源上保护一大批获准使用地理标志的
农副产品。

要建立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此
次浦东新区立法的视角当然不囿于一颗
小小水蜜桃。 《若干规定》施行后，小到农
产品，大到原创新药、高精尖工业制造品，

都将迎来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 譬如，

提升侵权惩罚性赔偿上限、设定专利重复
侵权和地理标志侵权处罚、提高恶意商标
申请处罚力度等。

“《若干规定 》体现了 ‘大保护 ’理

念 ，明确在浦东新区实施知识产权统一管
理体制 、 综合执法机制等一系列创新探
索 。 ”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阎锐进一
步解释 ，《若干规定 》强化了知识产权全链
条保护 ， 助力浦东新区率先构建制度完
备 、体系健全 、环境优越的国际知识产权
保护高地 。

“浦东探索”写入法条，
远程审理突出“快保护”

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
技术……当下，这些正是浦东新区加码布局
的战略新兴产业。 新产业带来了新技术，也
催生了大量知识产权保护新需求。 为此，《若
干规定》明确，针对这些新兴领域拟报请加
快审查的专利申请，浦东新区知识产权部门
应当根据国家知识产权部门相关规定提供
预审服务。

在业界人士看来，这正强调突出了 “快
保护”理念。 “通常知识产权维权周期比较

长，加快保护能更好激励创新。 ”浦东新区
知识产权局政策法规处相关人员表示 ，许
多实践中探索的“浦东模式”此次上升至立
法层面。 譬如，复审无效案件优先审查、专
利无效案件远程视频审理等快速确权服务
模式。

今年 7 月，浦东新区成为国家知识产权
局专利复审无效案件多模式审理试点首批
单位之一，使得许多企业在应对专利纠纷时
有了重要救济途径。

新模式的诞生， 不仅使知识产权保护
“提速”，也让更多市场主体不再畏惧“过长
战线”，更有意愿主动维权。

服务创新、金融创新，跨
部门协力推行“大保护”

不少市场主体还留意到，《若干规定》针
对部分特殊场景梳理了细化保护方案。 这些
均是前期调研中企业呼声高、需求强烈的领
域。 这其中，会展业就是典型案例。

经过多年发展 ， 浦东新区已形成适合
会展业发展的完整生态。据不完全统计，该
区会展业规模占比近全市总量一半 。 特别
是不少国际大展纷纷选址浦东， 也对知识
产权保护提出更高要求 。 “部分矛盾诉求
应当前置化解 ， 由此避免会展本身成为
‘爆发点 ’。 ”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保护处
负责人王鉴表示 ，《若干规定 》进一步压实
会展举办单位主体责任 ，使其推出的举措
从 “民事约定 ”提升为 “行政约束 ”。 譬如 ，

《若干规定 》提出 ，如相关参展方无法提供
未侵权证明 ，会展活动举办单位应当立即
采取遮盖 、下架展品或者取消参展资格等
措施 。

知识产权保护跨部门、跨领域，是一项
涉及面广的繁杂工作。 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
副局长张军认为，下一步要构建“全类别、全
链条 、多渠道 、多主体 ”的知识产权保护体
系。 特别是，要加强知识产权的服务创新、金
融创新。 譬如，设立科创板拟上市企业知识
产权服务站；鼓励探索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模
式、知识产权证券化模式等。

牢记初心，谱写上海新闻事业新篇章
上海新闻界庆祝中国记者节座谈会举行

本报讯 上海新闻界庆祝中国记者节座
谈会昨天举行， 会议要求， 全市新闻工作者
忠实履行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 讲好
上海故事， 传递中国声音， 进一步传承发扬
上海新闻战线的优良传统， 牢记职业初心，

不断谱写上海新闻事业新篇章。

会议指出， 过去的一年， 全市新闻战线
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

求， 持续深入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 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
和指示批示精神， 扎实做好庆祝建党百年宣
传报道， 助力上海全力实施 “三大任务、 一
大平台” 国家战略， 深入推进 “五大中心”

“四大品牌” 建设， 有力有序开展疫情防控
宣传引导工作， 为全市奋力创造新时代上海
发展新奇迹、 谱写人民城市新篇章、 全面提

升城市软实力， 营造了团结奋进、 昂扬向上
的浓厚氛围。

会议要求 ， 全市新闻单位把人才队伍
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 加快培养具备全国影
响力 、 行业美誉度的媒体人才 。 要深化体
制机制改革， 培养心怀 “国之大者”、 心念
天下大势 、 心系人民大众的优秀新闻工作
者 ， 让人才 “出得来 ” “用得好 ” “留得

住”。 以出人才、 出精品为抓手， 进一步提
升主流媒体的传播力 、 引导力 、 影响力 、

公信力。

座谈会上颁发了第 30 届上海新闻奖 ，

160 件作品分获上海新闻奖一 （含特别奖）、

二、 三等奖。 据悉， 第 31 届中国新闻奖拟
获奖作品已完成公示。 在公示名单中， 上海
有 12 件作品拟获中国新闻奖。 最终评选结
果， 将在记者节前夕正式公布。

座谈会由市委宣传部、 市新闻工作者协
会主办。 9 名记者编辑及新闻专业学生代表
王军、 胡旻珏、 张杨、 林洁琛、 任荃、 杨颖
杰、 李怡清、 崔佳、 许愿先后作交流发言。

我市新闻界有关负责同志、 中央新闻单位驻
沪机构负责同志、 上海新闻奖获奖者代表等
参加了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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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道设摊“躲猫猫”怎么破
全国首部涉及“非现场执法”专门性法规表决通过

沿街商铺跨门经营，占道设摊“躲猫猫”怎么破？昨天，《上
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领域非现场执法规定》 经市十五届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 自今年 12 月 1 日起施
行。这也是本市首部涉及社会治理领域的浦东新区法规，全国
首部涉及“非现场执法”的专门性法规。

街面治理“老大难”，跨门经营、占道洗车、占道设摊等违
法行为易发生、易反复。 今年 1 月起，浦东新区城管执法部门
对这三项“治理顽疾”试行非现场执法。依托城市运行“一网统
管”，通过信息化设备收集、固定违法证据，并短信提醒其自行
整改； 拒不改正则再次通过短信告知处罚结果， 最后缴纳罚
款———整个过程全部“上线”，高效闭环。

此次《规定》出台将进一步保障和规范非现场执法活动。

《规定》中明确了非现场执法的适用范围———主要针对城市管
理领域多发易发、直观可见且依托信息化设施设备能辨别、易
判断的违法行为。 非现场执法事项清单将由浦东新区人民政
府编制并公布，及时动态调整。

《规定》对非现场执法条件下当事人的权益保障也作了明
确。 譬如，浦东新区城管执法部门应当设置指定处理窗口，并采
取信息化方式为当事人陈述、申辩提供便利。 浦东新区城管执
法部门应当及时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

浦东新区城管执法局副局长奚帼华表示，下一步，将依法
依规明确执法办案的每个环节具体做法， 强化在全过程中对
当事人知情权、隐私权、陈述申辩权等各项权利的保护。 构建
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城市治理体系，提升治理科
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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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 5 第 21287 期公告
中奖号码： 7 7 0 8 1

每注奖金 100000 元

排列 3 第 21287 期公告
中奖号码： 7 7 0

直选每注奖金 1040 元
组选 3 每注奖金 346 元
组选 6 每注奖金 173 元

体彩公报

■本报记者 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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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西汇融———

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

展”在上海博物馆揭幕。

②现场展出的珊瑚

红釉水盂改装墨水瓶。

③明朝永乐年间青

花缠枝牡丹纹执壶。

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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