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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综合

编者按
“博物馆、可持续性与美好生活”，是2023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由此可见，新时代，博物馆已经突破了“保存人类文明的宝库”这一定义，变

成“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多种体验”的场域。
6月30日9点不到，不少市民游客扛着长枪短炮，等候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门前。当天是开馆首日。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展示面积

5640平方米，设6个馆，馆藏数量60余万件，新闻出版业的“前世”与“今生”在此“触手可及”。毫无疑问，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的“落户”既为
杨浦的建设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又为市民群众打造了一个“家门口的好去处”。

如今，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不断推进数字化转型，技术革命也将新闻出版业带入数字化时代，知识载体、传播方式、互动手段同样日新月异。未
来，该馆将与周边数字传媒产业基地一体化发展，建成文物活化传承新典范，同时立足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助力杨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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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新闻出版人自己
的博物馆”

6 月 30 日，家住附近的曹保平夫
妻俩一早就马不停蹄地赶来了。“一进
来，就被这个中华书局图书馆震撼到
了。虽然只能站在玻璃窗外看，但是
我可以感受到，里面藏满了人类文明
的结晶。”曹保平说。

一楼展厅，创新性地复原了中华
书局的旧有图书馆，将这一全国出版
系统现存的最大单体文物展现在市民
眼前。17 万册藏书使用原图书分类
法，在原书架中整齐排列，其中既有

《新青年》等红色文献，又有康有为藏
清雍正四年铜活字《古今图书集成》影
印底本近800册。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的发
祥地和全国出版重镇，1912至1949年
间，全国 80%以上共 300 余家出版机
构集中在上海。

上个世纪，哪些新闻刊物曾红极
一时？报馆、印刷厂又都如何作业？
美华书馆《体学图谱》、上海格致书院

《格致汇编》、早期出版的《申报》、《湘
江评论》创刊号、近代六大印刷技术
的传入与发展……二楼主题馆、三楼

印刷技术馆等场馆，从不同视角，呈
现了自清末“西学东渐”至党的二十
大召开以来，我国新闻出版行业波澜
壮阔的发展历史。其中一台石印机，
堪称“镇馆之宝”。长4米，重4吨，晚
清时自德国引进，几经技术改造，服
务印刷业百年。通电后，它甚至还能
运转。

“这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印刷设
备。”上海韬奋纪念馆、中国近现代新
闻出版博物馆馆长赵书雷介绍，彼时，
国内流行的雕版印刷因版面不能变
化，工作效率不高，而石版印刷可以更
换版面，且成品质量非常精良，可用于
印书法、印绘画，极大解放了新闻出版
的生产力。

摄影爱好者老俞感慨万千。老俞
告诉记者，他年轻时就在报社工作，扛
着摄影机跑遍了上海的每个角落。如
今终于能走进“新闻出版人自己的博
物馆”，感受新闻出版业的发展历程，
老俞很激动：“看到百年前的文人墨客
为了新闻出版而疾呼，也看到印刷技
术、出版内容等方面的一路演变，学习
了很多。虽然现在我退休了，但还是
想把摄影这个爱好坚持下去，做好传
播这件事。”

“好像在带孩子认识我
的童年‘小伙伴’”

当天，市民王先生带着三岁半的
儿子来参观。他说，听闻家门口的博
物馆开了，赶紧来打卡，丰富一下孩子
的暑期生活。“孩子年纪太小，之前在
一楼、二楼的展馆参观，他没什么太大
感觉，但一到三楼的儿童出版馆，马上
玩嗨了。我给他介绍了谁是‘没头脑’
和‘不高兴’，也讲了三毛的故事，就好
像在带他认识我的童年‘小伙伴’。”王
先生笑着说。

随着时代的发展，儿童文学在新
闻出版界的重要性日益体现。位于三
楼的儿童出版馆以趣味性的互动体验
为特色，将实物与文字介绍相结合，讲
述童书的发展之路——

从跨越一个世纪的刊物《小朋
友》，到国内最早的儿童文学作品《稻草
人》；从传统的画册，到融合手工、科普
等元素在内的综合杂志；三毛、悟空、三
个和尚、没头脑和不高兴等童年的“小
伙伴”集合报到，“大朋友”们躺在竹席
上边扇扇子边看动画的夏日记忆，又回
来了；互动装置《十万个为什么》万花
筒，让大、小朋友都玩了个尽兴……

今年18岁的赵欣芸刚结束高考，
跟着爷爷开启了暑期首场博物馆之
旅。“《葫芦娃》《三个和尚》等等，我小
时候都看过，印象深刻。经典是不会
过时的，直到现在，这些人物形象依然
很鲜活，连我爷爷都记得他们，而且很
喜爱。”赵欣芸告诉记者。

技术的发展，为传播带
来更多可能

如今，技术的发展，为历史的呈现
带来更多可能，也让传播更为生动直
接。抬眼是华丽的壁画，伸手是粗糙
的石壁，三楼的一处“石窟”，仿佛打开
了“任意门”，带领市民游客一脚跨入
新疆拜城县的克孜尔石窟，这并非简
单的“搬运”，而是数字“驻颜术”。据
介绍，工作人员提前到访新疆，对洞窟
本体进行三维扫描、数据建模，多手段
并用，才得以让石窟原地重现。

四楼数字出版馆以“穿越时空”为
主题，以 3D Mapping、多媒体触屏互
动等手段介绍我国数字出版发展的历
史，集中呈现传统出版媒介的数字化
转型、新媒体的创新发展与网络游戏
娱乐出版三大板块的发展成果。

《闪耀暖暖》与南京云锦研究所合

作的云锦服装、《和平精英》的“大绣和
平”主题苗绣长卷、《原神》的五夜叉木
版年画……五楼临展厅内，“想象直达
生活——首届网络游戏视觉艺术展”
正在进行。展览分为“游戏+艺术”

“游戏+音乐”“游戏+非遗”“游戏+科
普”“数字+党建”等板块，让市民游客
沉浸式享受视听盛宴。

相对传统的单向传播，中国近现代
新闻出版博物馆更注重实现人与展陈
内容的双向交互，提供更多维度的知识
空间。智慧博物馆项目基于5G技术，
将整合馆藏资源、新闻出版业史料等，
在移动终端为市民游客带来数字时代
的全新观展体验。 ■汤顺佳 宇文昊

参观小贴士
场馆地址：杨 浦 区 周 家 嘴 路

3678 号；
开馆时间：6月30日起，每周二至

周日9：00－17：00（每周一闭馆，国定
假日除外）；

参观方式：场馆免费开放，自开馆
日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采取预约入馆
参观机制，后续视客流情况动态调整
（详情可见“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
馆票务”微信小程序）。

新闻出版业的“前世”与“今生”在杨浦“触手可及”

博物馆如何为市民打开“任意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