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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首席记者 孙佳音）
上海国际电影节已经成为了世界各
国电影机构竞相展示其优秀作品的
超级大舞台。在刚于 !月结束的戛
纳电影节上，一大批名导新秀的新
片出炉，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戛纳直
通车今年开得特别快，载客数量也
特别多。

将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戛纳
零时差”展映的戛纳电影节展映
或竞赛的新片有：英国现实主义电
影大师肯·洛奇的最新力作《对不
起，我们错过了你》、法国电影大师
克洛德·勒卢什阔别半个世纪后的
小团圆《最美的年华》、法国电影大
师阿诺·戴普勒尚黑色犯罪电影的

致敬解构之作《鲁贝之灯》、《黑
镜》般科技寓言的《小小乔》（见
图）、西班牙电影大师阿莫多瓦的
光影人生《痛苦与荣耀》、当代暴
力街区启示录《悲惨世界》等。

去年，三部戛纳电影节获奖新
片《小偷家族》《冷战》《何以为家》第
一时间亮相上海国际电影节，受到

了观众热烈欢迎，产生了轰动效应。
《小偷家族》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映
后于去年 "月公映，创下日本真人
电影近年在大陆上映票房新纪录。
《何以为家》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映
后于今年 #月公映，砍下 $%&亿元
人民币票房，打破多项艺术电影在
大陆公映的纪录。

! ! !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 杨玉红）
在上海街头，越来越多老建筑正以
新的打开方式被解锁，也让更多人
得以接触。'月 "日第十四个中国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上海向市民
和游客推出 #(条旅游线路及相关
解读，涵盖上海 )'个区，围绕“看大
戏·游上海”主题，分为“生动非遗”
“红色追忆”“文化体验”“精彩消夏”
“经典建筑”五大主题。行程上有半日
游、一日游、两日游的多种设计，满足
市民游客多方面出游需求。同时推出
《铁马生活城市骑行白皮书———上海
站》，这是通过向百万骑行爱好者征
稿，把他们记录下的上海精彩美好的
一面及感动的瞬间、最真实生动的骑
行体验与推荐路线汇编而成的一本
城市骑行指南，期待着更多的城市
骑行者的发现和探索。

怎样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进
入游客的“菜单”？上海尝试了非遗
和旅游的深度融合，产生了全新的
“化合反应”，)*条“生动非遗之旅”：
“漫步城厢———都市里的非遗”“上海
味道———舌尖上的非遗”“亲子研
学———课本外的非遗”“古镇巷陌———
水乡间的非遗”和“江南风情———记忆
中的非遗”等将全面为市民游客提供
来自沪上的传统美学体验。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 周年，
让我们一起走近上海那些有着红
色基因的纪念地。有着百年历史的
愚园路上，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
址、路易·艾黎故居、《布尔什维克》
编辑部旧址等组成了一条完整的红
色旅游路线；一大批中共精英人物
在杨浦参加和领导革命斗争，那些
标志性的纪念地和旧居值得再次探
访；苏州河梦清园环保主题公园，则
作为展示苏州河历史变迁、治理工

程的平台，见证了上海改革开放的
成果之一。

在“艺术之都”上海，各色文艺
展览氛围比盛夏还热烈。在中华艺
术宫举办的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三
大展览，以艺术的形式向中华人民
共和国 &(华诞献礼；上海的又一文
艺热点，是上海奉贤博物馆新馆的
开馆首展“和硕清雅———雍正故宫
文物大展”。黑池舞蹈节（中国）将于
"月在宝山拉开帷幕，众多国内外
舞坛大咖为观众献上精彩的视觉盛
宴；为期半年的上海大世界《魔都记
忆·百年大世界沉浸式展演秀》，将
营造近百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体
验的魔幻空间；保利大剧院、上海交
响乐团音乐厅、百乐门舞厅、依弘剧
场……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文艺场
馆，献出了一场场精彩演出和展览。
“百万市民看上海”活动期间，

上海各区的夏季主题旅游活动也相
继推出。端午前后，州桥景区、南翔
老街、枫泾古镇、七宝古镇、召稼楼
古镇等地都将举办端午主题活动，
“千姿百态”的端午习俗，传递出浓
厚的传统文化气息。
梧桐深处的衡复历史文化风貌

区汇聚名人故居，是上海城市文脉
的发源地和承载区；虹口有一处“养
在深闺人未识”的百年水镇，石库门
里弄依水而居，市井生活好不热闹；
夏季夜色中，市民游客还能漫步苏
州河畔，倾听河水轻吟浅唱，品味两
岸浓浓的海派风情。

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人士表
示，未来将继续深入了解市民需求，
挖掘城市文化内涵，推出更丰富的
形式、更精彩的线路、更优惠的产品，
提供更好的文化旅游服务，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零时差!今年上影节戛纳新片特别多

夏日里!看大戏"游上海#

! ! ! !今年 '月 "日是第
十四个中国“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活动主题确
定为“保护革命文物 传
承红色基因”。上海汇聚
了古今中外建筑流派的
经典之作，一直以来吸
引着世人的目光。记者
获悉，全市 )((处文物
建筑集中于 '月 "日免
费开放，其中，修道院公
寓、旧上海市图书馆、静
安新业坊等 $处文物建
筑为首次开放。

老建筑!会说话"

修道院公寓现为衡复风貌馆，始
建于 )+$(年，历经两年的修缮、设计、
布展，八十多年来首次对公众开放，成
为徐汇衡复风貌区优秀历史文化的综
合文化展陈空间。旧上海市图书馆现
为杨浦区图书馆新馆，是当年“大上海
计划”中的主要建筑之一，时隔八十多
年后，杨浦区对该建筑进行修缮扩建，
完整展现其“中国复兴式”建筑的历史
特征与建筑风貌，被网友亲切地称为
“小故宫”。静安新业坊原为上海冶金矿
山机械厂，今年完成了对老工业厂房地
块的改造升级，以工业历史文脉的有效
保护和再利用为载体，打造成了以影视
内容制作为核心，汇集现代文化传媒、
时尚创意产业、体育休闲产业等文创要
素的影视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是上海
文物保护利用的新范例。另外，韬奋故
居、上海宋庆龄故居、夏衍旧居都在经
过了修缮后，重新对外开放。

外滩的万国建筑博览群、长宁区
邬达克留下的老建筑、衡复风貌区梧
桐树下的老洋房等等这些上海优秀的
历史建筑见证了社会历史，承载了岁
月的沧桑，留住了城市记忆。为了让更
多市民游客可以更方便地“阅读”这些
建筑，让文物建筑“能读”“能听”“能
看”，自 *()"年起，上海市文物局启
动了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标
志更新，其中包括文物保护单位的
简介撰写、英文翻译及二维码制作
补贴等工作，计划于 '月底前基本

完成全部国保单位及黄
浦区、静安区市保单位
的标志更新安装和二维
码制作补贴工作。

聚焦红色记忆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周年，也是上海解放
&(周年。今年各大场馆
都聚焦上海解放 &( 周
年这一重大主题，举办
相关展览，通过图片和
珍贵的文物将这段波澜
壮阔的历史展现给观

众。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举办《重大的
转折 伟大的胜利———庆祝上海解放
&(周年文物史料展》，上海解放纪念馆
举办《庆祝上海解放 &(周年主题展》，
上海图书馆举办《遗爱般般在 勿忘缔
造难———庆祝上海解放 &(周年文物图
片展》，凝聚力工程博物馆举办《纪念上
海解放 &(周年主题展览》，上海地铁文
化艺术长廊展示《十六夜———庆祝上海
解放 &(周年图片展》。

革命文物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光
荣历史，上海的多个场馆选择了革命
年代的不同主题开展集中展示。静安
区部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举办的《赤
色沪西———工人运动在普陀展》，展览
展示中国工人在沪西这片红色热土上
发起的一次又一次反帝反封建的爱国
斗争。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举办的《新
时代的先声———五四新文化运动展
览》展现了五四运动对 *(世纪中国政
治、文化、思想乃至社会生活产生的影
响。中共四大纪念馆举办的《俞秀松生
平展》，讲述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
一任书记俞秀松一生的故事。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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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正 摄

! 苏州河梦清园 记者 张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