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谢 炯 视觉设计∶竹建英

动态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wh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A122014年6月7日 星期六

文娱
!

圈

! ! ! !上海是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大都
市，在很多人的眼中，它只是在近
!""多年间才从小渔村发展而来的
新城市。然而，申城六千多平方公
里地域上的考古发现充分证明，上
海的悠久历史已经有 #"""年。

昨天下午，上海博物馆本年度
最具规模大展“申城寻踪———上海
考古大展”开幕，利用在上海出土的
文物精品为公众直观地构建出上海
古代文明起源、发展的历程和历史
上的辉煌，进而理解上海城市精神
文明形成的历史之源。

穿越历史
本次展览汇集了上海地区历年

出土的文物精品 $""余件，有新石
器时代的精美玉器、春秋时期的青
铜器、元代的金器、明清时期的文房
用品、宗教遗物等，汇聚了 #"年来
的考古成果。这些文物犹如历史的
碎片，勾勒出老上海的历史样貌，串
联起 #"""年上海的发展轨迹。

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强调，

上博非常罕见地动用了一楼、二楼、
四楼三座临时展厅，来呈现新中国
成立以来规模最大、展览最系统的
上海考古展，值得每一位上海人前
来参观。

上博考古部主任宋建介绍，从
上世纪 $"年代末至 %""#年，经过
近 $"年的田野工作，上海建立了自
人类活动之初至商代末期的完整的
考古年代序列：马家浜文化、崧泽文
化、良渚文化、广富林文化、马桥文
化，时间大约从距今 #"""年至距今
&"""年。
展览为参观者建立起了有关上

海城镇发展的时空框架———从周汉
时期的广富林城镇雏形、经吴淞江
边青龙镇的繁荣，走到黄浦江畔上
海城的兴盛。

文明之光
走入第一展厅文明之光，犹如

进入了考古现场，进门处就是 %""'

年青浦区崧泽遗址出土的马家浜文
化的人头骨，代表“上海第一人”。这

些上海最早的先民在此定居以后，
开始开垦土地，种植水稻，饲养家
畜，揭开了上海地区文明史的序幕，
这也是上海人类活动的开端。
神人兽面纹象牙权杖出土于距

今 '"""多年的良渚文化权贵墓，利
用整根象牙剖磨而成，器物表面装
饰有精美繁缛的细刻纹饰，它是上
海地区乃至全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
发掘中首次完整清理并有效保存的
象牙器。良渚文化是上海乃至长江
三角洲地区史前文明的高峰，在青
浦区福泉山遗址已经发现 %处良渚
文化权贵墓地，墓葬出土了大量精
美的玉器、象牙器、陶器等，反映了
当时上层社会的生活状况。
以崧泽遗址所命名的“崧泽文

化”代表了距今 #"""($'""年之间
的该地区文化，它上承马家浜文化，
下接良渚文化，是具有承前启后重
要意义的阶段。以广富林遗址而命
名的“广富林文化”，则是代表了该
地区最早移民的特色，以北方黄河
流域为主体的人群迁徙至此，与当

地文化因素逐渐融合构成了新的区
域文化。以马桥遗址而命名的“马桥
文化”则与中原地区夏商时期时代
相当，距今 &)""(&%""年左右，它
是吴越文化的先驱。

城镇之路
青砖、灰瓦、白墙……第二展厅

就像一户江南人家的庭院，广富林
遗址中发现的汉代地砖、瓦当等大
型建筑的构件，透露出上海最早期
的城镇形态，考古发现表明，周、
汉时期的上海已经产生了城镇的
萌芽。
青龙镇是上海唐宋时期主要的

港口市镇。近年的考古发掘发现了
铸造作坊、房屋建筑、水井等遗迹，
也出土了大量来自各地的陶瓷器，
证明了青龙镇当时的繁盛。出土自
青龙镇遗址的唐代褐釉腰鼓，腰鼓
广口，两端粗圆，中间细长，釉面光
洁肥厚，有系列纹，反映出当时的演
奏方式。
普陀区的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

是位于上海市区的一个重要遗址，
它保存完好，是研究中国水利史和
吴淞江变迁的重要证据。元代以后，
上海地区逐渐发展成东南之都会，
展品中的明代金银首饰、文房用品
等精美的文物，即反映出当时上海
地区经济繁荣的一个侧面。

!古塔遗珍"

四楼的展厅精美小巧，观众入
内，犹如进入了一座环形的塔身。展
厅的展品主要来自上海至今尚保存
唐宋元明清古塔 !&座，这些极富建
筑装饰美感的塔是上海独特的自然
人文景观，经过修缮发掘，在兴圣教
寺塔、李塔、法华塔、西林塔等古塔
地宫、天宫中发现了佛造像、佛塔、
舍利子、玉石、玛瑙、水晶、珊瑚、石
刻等文物 !"""多件，使宝塔增辉添
彩。展览选择上海古塔中出土的文
物精品 !""余件，使观众能在塔影
秘宝佛光中领悟城镇兴起过程中的
文化升华。

本报记者 乐梦融

为何说上海已有6000年历史？
“申城寻踪———上海考古大展”为您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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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盖蟠螭纹 !形足陶鼎

! ! ! !本报讯（记者 杨建国）昨晚，
上海音乐厅响起了贝多芬《第三钢
琴协奏曲》的乐声，上海大剧院则
飘荡起贝多芬《第三交响曲》的旋
律。在两家剧院分别登台的上海
爱乐乐团和维也纳交响乐团不谋
而合，为各类演出此起彼伏的这
个申城周末，营造出“贝多芬之夜
”的氛围。

上海音乐厅的舞台上，王永吉
指挥的上海爱乐乐团在演奏了杜
卡的《小巫师》之后，便由来自南京
的钢琴少年鞠小夫与乐团合作演
奏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虽然
他年仅 !'岁，但近年来在刘诗昆、
周挺等名家指导下，已获得国内外
多个比赛大奖。由于听众席里有大
批儿童，演出前场内的嘈杂声尽管
随着演出的开始有所减弱，但椅板
的碰击声、稚气十足的叫喊声，在
演出过程中仍不绝于耳。不过，鞠
小夫却似胸有成竹不为所动，连在
第一乐章中间，楼座一小孩突然嚎
啕大哭，他也充耳不闻。听得出，完
全投入音乐的鞠小夫对这部乐曲
已烂熟于心，干净利落的指法显示
了扎实的发展潜力，稳重大气的演

奏风格和良好的心理素质，也让人
感到他拥有充满希望的成长前景。

记者赶到上海大剧院时，维也
纳交响乐团上半场演奏的贝多芬
《第三交响曲》已经结束，从女指挥
家西蒙娜·扬下半场登台时全场爆
发的热烈掌声感受到，演出效果让
大家非常兴奋。西蒙娜·扬的指挥
姿态既有女性的柔软与抒情，也有
男性的激情和力量，情到浓时似感
挥动双臂还不够，甚至用单腿摆

动、双脚跳跃来加大力度。因此，她
在下半场执棒贝多芬《第七交响
曲》的指挥动作，让人感到富有表
演性。这支奥地利老牌乐团也展
现了他们的深厚底蕴，第一乐章
木管在庄严的弦乐声中奏响的动
人歌谣、第二乐章结尾时令人凝神
屏息的梦幻和弦、第三乐章里用民
间音乐编织的乡土情调、第四乐章
中铜管为激情洋溢的舞曲抹上的
灿烂光泽，都令人非常难忘。

鞠小夫指法干净利落 西蒙娜挥出深厚底蕴

两台交响乐营造“贝多芬之夜”
! ! ! !经两个多月的激烈角逐，东方
卫视《妈妈咪呀》今晚进入复赛，!#
位脱颖而出的妈妈将分两场进行
复赛，“无影手”刘娜、“待嫁妈妈”
伞子红、飞扬组合、“天籁之声”小
水井、“优雅主妇”李彦、酒吧歌手
贾琳君、“男音天后”毛毛、“打星”
舒杨兰 *位妈妈参加今晚的首场
复赛，她们将为取得三席总决赛的
名额而战。

今晚赛制突变，&位男性观察
员率先投票，张柏芝将行使她的特
殊权力，即有权在 &位投票后选择
“加一票”或“减一票”，尤其是“减
一票”可直接否决妈妈的晋级脚
步。如场上妈妈获得三票有望晋
级，将由 &""位大众评审投票决定
她们的去留。
“飞扬组合”中的陈媛将和丈

夫再次联手演绎高难度的杂技表
演，陈媛长达一分钟的高空旋转，被

黄舒骏称赞为“超越视觉的表演”。
“飞扬组合”毫不掩饰自己的目标就
是夺冠。但张柏芝对“飞扬组合”危
险系数过高的表演并不认可：“太
危险了，你们不能因为老板给你们
涨工资，就想着自己一定要赢。”

拥有男中音般独特声线的王
玉季初赛时曾以她与丈夫跨越 !!

岁年龄差的爱情故事感动观察员。
今晚，她一改往日硬朗、干练形象，
穿上华丽连衣裙，深情演绎《女人
花》，让张柏芝听了忍不住落泪。王
玉季称《女人花》为母亲而唱：“初
赛中大家关注我的老公，这次我要
献歌给妈妈。我从小因外表而自
卑，感谢妈妈对我的不离不弃，让
我找回自信。”
初赛中，李彦被称为《妈妈咪呀》

中最怯场的妈妈。今晚，李彦将演绎
一曲《明天，你好》，以表达对生活的
珍惜和憧憬。 本报记者 俞亮鑫

! ! ! !本报讯（记者 俞亮鑫）今天
%%时，影视明星吴奇隆携其古装
校园励志剧《犀利仁师》剧组亮相
新娱乐频道播出的《陈蓉博客》，

畅聊戏里戏外的种种趣事，其中
不乏对吴奇隆、刘诗诗在剧中恋
情的“拷问”，整个访问充满情
趣，轻松活泼。

吴奇隆今亮相《陈蓉博客》

《妈妈咪呀》今晚进入复赛
惊险杂技遭质疑 资深歌手引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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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区广富林遗址出土的陶器 本报记者 胡晓芒 摄

" 西蒙娜!扬在指挥维也纳交响乐团演奏 本报记者 郭新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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