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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H A N G H A I  M U S E U M

陈 列 展 览 



2021 年，上海博物馆共举办 8 个特别展览，内容汇集古今中外，向观众集中展示多彩主题下的珍贵文物。

2021/2/2-2021/3/7

2021/5/21-2021/7/18

2021/6/19-2021/7/25

2021/6/22-2021/12/5

2021/9/28-2022/1/3

2021/10/20-2022/2/15

2021/10/29-2022/1/16

2021/11/30-2022/1/9

卓荦迎新：中韩牛年生肖文物交流展

丝理丹青：明清缂绣书画特展

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

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

高山景行：上海博物馆受赠文物展

汉淮传奇：噩国青铜器精粹展

东西汇融：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展

仪象万千：明代彩色釉陶俑特展

一楼大厅、历代绘画馆、历代印章馆、古代玉器馆    8 件 / 组

四楼第三展厅    35 件 / 组

二楼第二展厅    21 件

三楼历代书法馆、历代绘画馆    146 件 / 组

二楼第二展厅    145 件 / 组

四楼第三展厅    60 件

一楼第一展厅    206 件 / 组

一楼大厅    68 件

特 别 展 览

* 所标展品数为展览总件数
* 所标日期为展览调整延期后的实际展期

2021 年上海博物馆特别展览

S H A N G H A I  M U S E U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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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日期：202��2�2�202�����

展览地点：ʷഎܸԊǌԋ̽ፋႇ馆ǌԱ̽ဌ٨馆ǌԋ̽ӿቦ馆

202� 年ᤷ˗ڎкԋᣭ˃ྦ年Ὂ上海博物馆ᐏՌ᭾ڎڎቡ˗ܽ

博物馆ˡҩþüӬᕩᤁழý˗᭾ྦ年ၷᐟ物交流展ÿὊښЛုႯ

ৱᄊᓣᬲ҉ʾὊፙ፞ڄፇΨᤉڎᬅ博物馆ᫎᄊՌͻ交流ὊСࣼ˗

ፒழΈᓬǍ展览С展ѣ͜ڎ � ͈ � ጸ物ὊХ˗ӊవ馆馆ᘩᄊ

� ͈ � ጸྦ年ၷᐟድֶ物Ὂ̿ԣᒭ᭾ڎڎቡ˗ܽ博物馆ᄊ 2 ͈

交流物Ǎ�

展览ᄊ˗ॷ展ӝͯ̆上海博物馆ʷഎܸԊὊ展ѣᄊ � ͈物ӊ

上海博物馆馆ᘩᄊ̽љጯླᝎ֗ຍकཿఀॴቐ̋॑ᏰጻڏᇂὊ

̿ԣᒭ᭾ڎڎቡ˗ܽ博物馆ᄊᨡ҄ࢦᩐˍவॎ༢༯ǌ᭟ၬ᫁ྦࢦጯ

ᎩὊ̰ˀՏࡏ᭧ʹဘ͜ፒᇫ͘˗ᄊːܸ᧘᜶ྦ̃˟ᮥᇿᇬˁкᏰǍ

ՏὊ上海博物馆ፋႇ馆ǌӿቦ馆֗ဌ٨馆展Ԋ̖ྲѿ展ѣᄱ

ऄె᠏ᄊྦ年ၷᐟ物Ὂӊ߸̡ǒಐʾԥྦጠᮆǓὊຍཻ͊ǒၾ

ᯌྦڏᮆǓὊþʸ˃ᤉܣÿᄇలӿǌᄇᆃӿ֗ဌቨྦྫྷߕὊ

卓荦迎新：中韩牛年生肖文物交流展

�þʸ˃ᤉܣÿᄇలӿ

20 ˇጢѺర�ဌቨྦྫྷߕ

ర�љጯླᝎ௹̽

ՊЦݬᡚǍ上海博物馆᭟ᨷ展

Ԋ˷͕ࠫܳˁྦᄱТᄊ物ᄊ

展ಅᤉᛡ̀ᜉᯏǍ展览రᫎὊ

͕Ի̿ᡲᬤॲη览̰ʷ

എܸԊनݽᤪࡏԠὊ˷Ի̿

ᒭᛡҒड़Պ˔展ԊὊ࡛࠭̆

ᒭࣂᄊᣭ˃þࣴᤂྦÿὊܙҫ

̀展ᄊ̉үভ֗ᡚ֊ভ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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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日期：202����2��202������

展览地点：پഎኄʼ展Ԋ

þˍေ˝᭟ຍ፲ፖ˺ႇྲ展ÿ௧上海博物馆ፙ 200� 年þ海

上ፖᮏፖဣֶ展ÿ˨Ցˡҩᄊԡʷဣˍፖྲ展Ὂ展ѣ上博馆

ᘩ˗ڎຍ፲ፖድֶ 2��͈ݓὊᣙ̿˺ႇ � ࣨὊնဘʷึˍေ˝

᭟ᄊᓨషݬᡚὊΎ͕ᯐ览ˍፖᄊ᭤јᓨˁᰴᬶಫូǍ

ᜂ列Кˇႍ᭤物᠏ӑ᥌̗Րैᄊ፲ˍጻᤵᓨὊູᒭԱˍ፩

˨͜Кᄊ፲ඐࢺᓨǍ፲ˍ˺ႇ᧔ၹþᤰፃڀጤÿᄊጻขὊጻѣጦ˞

ൕᠶᄊ˺ႇᓨషͻֶǍ

展览Ѭ˞þຍ፲ˍ˺ႇÿˁþຍ҈ፖ˺ႇÿː˔ᦊѬὊᬔ

ᦊѬᮏፖᘩֶܱὊᄋ˞ᯫ展ѣǍܱὊ展Ԋ˗ᤇᎶదʷԼ͜ፒ፲ˍ

ጻὊᣙҰܭԔ �% ᮠὊүগնဘ �0 መ˟᜶፲ˍขὊΎ͕ᑟ

ܵఞ˞ᄰ̀ڡᝍ፲ˍᄊፇ֗ࢺͻԔေǍ

丝理丹青：明清缂绣书画特展

ఴຍѺ�፲ˍ�ဌ۶ࠝڏ

ຍఴඟѺ�҈ፖ�͌ϔၿᔉᲚ᱓ᙂڏ

ႀ̆ጻፖ˺ႇዝ物प

ᑡीὊ物δઐ᜶රᣗᰴὊవ

展览ᄊᦊѬဣ物̆ � థ

�� ெǌ� థ 2� ெᤉᛡᣃ૱Ǎ

上海博物馆ᤇྲѿ˞ࣃᜉᄊ

፲ፖႇྟ˄᫃ᝠ҄ͻ̀物

߷Л᪫ǍХ˗Ὂ˞̽፲ˍ

ǒᏆ̸ાڏǓᤈನᡔʼࣱ

ዛᄊᡔܸࣨࡇͻֶ҄ͻیࢽ

物߷Л᪫ὊڎښЯ࡛࠻ᯫǍ

̿ड़͕ᬲ̿ᄺ҂ˍጻ物上

ᄊܳድ॑ጺᓬὊፃ上

博̡ᄊСՏұҧὊࠫ ༥А࣋ǌ

ૈ᭥࣋展ǌພຳएᤉᛡܳவ

ូតὊతጼࠄဘ̀展ಅᤉງ᎖

ᆁᤃʷӧᄊ展陈வವὊႇ᭧ᡰ

͕۳వδેښ �0 ԑዛὊښ

Ϣݞ物δઐࢺͻᄊՏὊϢ

҂ᄾᝨ物þᤃÿ͕Ǎ

፲ፖ˺ႇᎊࠛድࢼǌЧ

ᬶ༧үὊЪЦࢺᓨˁᓨషԥ

᧘͉ϙǍ上海博物馆ˡҩవ

þˍေ˝᭟ຍ፲ፖ˺

ႇྲ展ÿὊښΎ͕ʷᅜ

Ғ̡᥌႑ᄊᓨషဣࠃὊՏ

˷˞ՑፙᏨѹͻѣ࡛̭ܹ̆

ᄊፖኽቦଢΙ᧘᜶ώ鉴Ὂ

̰Ꮻఞ͜ڡݞ୧˗͜ڎፒ

ӑὊ࠲፲ˍጻᤵᓨᤈʷᮊ

᭤物᠏ӑ᥌̗ԧੴАܸ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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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日期：202�������202����2�

展览地点：̄എኄ̄展Ԋ

上海博物馆ᐏ˗ࠒڎڎ博物馆ὊˡҩþᴀᄩӢሗ上海博物

馆Ԫᡃ᭟ᨷᴀྲ展ÿὊ展ѣᒭ̽௹రᒰ੍ڎᄊదᩇ᭟ᨷᴀ 2� ͈Ὂ

̿ᩇᝮ ��2� 年ᒰ 202� 年ฉ༉ܥᄊԋԾढ़ሮὊवੴ૬ᡃᏨྖЗྖ

�С̗Зᄈ年ӨមǍ2ڎ˗ৱখὊࣼᇷܸ͛ᄊڎ ͈᭟ᨷᴀک˞上海博

物馆 ���2 年ੇቡ̿ᇫ͘Պ̡ႍܣᄊਪਧ૬ᡃὊХ˗̿̆૬

ᡃᄊБǌᄚԥᴀгएᄱᐑծळࣹฅТฌǍ

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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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Бᴀǌܸᄚᴀ௧̭˞ൣద᫂ኽᩇ᭟ᨷᴀ˗తܸᄊː͈Ὂ

̆ �� ˇጢЏՑѣ̆ژᬏ᜵ᄹԞǌ᮳ڡӝὊՑ˞ᇲᕮဣᘩὊԋፃ

੍˽Ὂˇ̽߶ઐὊˁဘᘩԼӒࠍ博物ᬓᄊඐНᴀՌሦþ海ЯʼࠃÿǍ

ழ˗ੇڎቡՑὊ̆̽ܣݙ᛫࠲ீࠒԥᴀϪ૬ᡃፌࠒڎὊੇ

˞上海博物馆ᄊþ馆˨ࠃÿǍ���� 年˗Ө̡ඟС֗ੇڎቡ �0 և年

˨ᬅὊܸᄚᴀऄढ़Ӓ上Ὂဘᘩ̆˗ࠒڎڎ博物馆ǍᒭᄚǌБԥᴀὊ

߶ӯӒὊ˗ӨඟீӢሗ͛ˊǍ

200� 年 2 థὊࠒڎ物ࡍǌ˗ࠒڎڎ博物馆ǌ上海博物馆ఢˡ

ҩܸᄚᴀܸ֗БᴀᄊᐏՌ展ѣὊ̿ᇷᠡːܸ࠴ᴀఢፃᄊ˟̡ǌ૬ᡃ

̡̆ܣݙᄊᄈࡧᣵǍవ展览௧ܸᄚᴀǌܸБᴀᬦ �� 年Ց

ᄊгएᄱᐑǍ展览రᫎὊܸᄚᴀܸ֗БᴀˀဝၕઐᎴὊᝨ͕

ᑟܵఞຍఁڡൕᠶХጺᓬᦊѬǍ

వˡҩþᴀᄩӢሗ上海博物馆Ԫᡃ᭟ᨷᴀྲ展ÿὊ上海博

物馆̿ 2� ͈᭟ᨷᴀ֗ � ࣨþ海ЯʼࠃÿЛॎСՏፂὊࣼᇷ˗ڎ

С̗Зᄈ年មᣵὊਖেࣳवੴ૬ᡃᏨᄊྖЗྖڎৱখὊ༏ԧ博物馆

Ռͻᄊӑ͜ҧ᧚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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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日期：202����22�202���2��

展览地点：ʼഎԋ̽˺ข馆ǌԋ̽ፋႇ馆

þʺ年᫂上海ԋ̽˺ႇᓨషྲ展ÿ௧ 202� 年上海博物馆

ऊҫूþ上海ӑÿֶྡथὊ֗͜ԧੴጚᓤ࣊ނ࣊ऄ上海־

ӑǌ海ึӑǌӯӑՂԸᄊ᧘᜶ˡଐǍ上海博物馆ੇښҪˡ

ҩþլຬ࣍˺ႇ鉴ᘩྲ展ÿ20��ǌþ˝᭟ࠃኑᗉХ˺ႇᓨ

షܸ展ÿ20��ᄊ۳ᆩ上Ὂኖѳవ展览Ὂੇ˺ႇ˄ᮥᆑቃጇ

列˨þ海上ʼᦊజÿǍ

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

వ展览ᯫ̰ߦషᝈࠫ上海ԋ̽˺ႇᤉᛡᣗ˞ጇፒᄊေ

ˁᆑቃὊᥕᤥᄱТ˺ႇ ��� ͈ጸὊᓨషࠒԣХͻֶᄊᫎᡵए

ᒭʼڎᒰဘे̽Ӣ年Ǎ展ֶ̿上海博物馆馆ᘩ˞˟ὊᦊѬ᧘᜶ᘩ

ֶᒭ上海ڏ˺馆ǌ上海࣊ԋԾ博物馆上海᭩֑ԋԾ博物馆ǌ

上海˗ڎႇᬓǌ上海߸ࣼᴔࡐጢঐ馆ǌ上海᱕ጢঐ馆ǌࠀي博

物馆ώ展ӭͯǍͻֶ᫃ዝ̿˗ڎ˺ႇ˞˟Ὂ̖ӊեྠႇǌ෴ႇǌ

ඵ॑ὙͻᏨ̿˗ڎᓨషࠒ˞˟Ὂ̖దெవǌӿएՐࠒᄊ 2 ͈ͻֶὙ

ԳదԱዚǌӿቦǌሽˁ � ͈ᣙҰ展ֶǍ

展览Ѭ˞پ˔ᦊѬǍኄʷᦊѬþᓨᑢ � ᓨషੇࡃÿ᧖̀上Ӣ年

˺ႇ˨ᓨᑢˁੇࠫࡃ̡ႇԾᄊ᧘᜶ॖ־Ǎኄ̄ᦊѬþ̡ � ӝ̉ڡ

үÿТฌຍ̿ӯӑᄊː˔᧘̽᛫ú上海ˁᔚࢷὊᬤᅌ

Хඵጇၷগǌڡေ͖ҹǌፃเͯڡ፬ՌڂጉᄊˀலԫὊ̆˺ႇ

ᮗ̗۫ၷᄊᡑज़͒ᄊ̉үТጇǍኄʼᦊѬþ鉴ᘩ � ᓨషॖ־ÿေ

̀ЋఴᒰຍఴඟѺᤃʹᄈ年ᫎ上海˺ႇ鉴ᘩᄊپ˔˟᜶Ὂଊ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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Ӓ߸�ዛᔐ�ᛡ˺᥋ᇲࣕԄ ဘ̽�ᬆκ࠶�һቡ݀ڏᣉ

Хˁ上海ԋ̽˺ႇࠒਫ਼ԩ

४ᄊᓨషੇࠫࡃХ̵ڡӝ

ᓨషำүᄊॖ־ǍኄپᦊѬ

þ݀ � 海上᮳Өÿᄦ海

上ႇึǌภႇᤂүǌࠫ上海

ᤃ̽Ꮏషԧ展̗ၷ᧘᜶ॖ

Ꮏషڎ˗ԣழࠒᄊ᭩֑־

ͻֶὊښᣗЛ᭧ڡ展ဘ海

上Ꮏషᄊԧ展ԋሮ֗ᓨష

Ǎࡃੇ

వ展览˷௧ʷ上

海ᄊþ˺ႇᏦԱÿὊʷவ᭧

ښЛ᭧ጇፒڡጫՔڀᮏ

ˁፇ上海ԋ̽˺ႇੇࡃὊ

ᏦࠣХᎿషԾͯڡԣॖ־Ὂ

̰Ꮻ܍ᛪ上海͜ፒӑ˗

˺ႇᓨషԾᄊᆑቃቇᄇὙԳ

ʷவ᭧Ὂᤰଊቃ海上Ӣ年

˺ႇԧ展˗ਫ਼նဘᄊअᘔ

ງԒǌᓨᑢᧁǌЪᚸࣳᗨ

֗һ̆ѹழᄊᓨషྲᓤˁ

ድᇸὊࣟҰ͕ఞҫງКڡ

ᮗৢႇԾᑢፏԣХᎿߦਓ

ᮄὊေᝍ上海ᤈऐڎᬅӑܸ

ᦐ࣊ᄊۢ࣊ድᇸᑢፏԣХ

͜ፒ̡अᓤ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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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日期：202����2��2022����

展览地点：̄എኄ̄展Ԋ

� థ 2� ெὊþᰴఀࡣᛡ上海博物馆Ԫᡃ物展ÿښ上海博物

馆न࣫Ǎ

ᒰ 2020 年ఴὊ上海博物馆ਫ਼ᘩဣ物 �� ʺ͈ὊХ˗ ���

ʺ͈ᒭՊ̡ႍܣ૬ᡃὊጞӴ馆ᘩဣ物᧚ᄊ 2����Ὂ૬ᡃᏨ

ӊ˔̡֗ᬷʹǍᇫ͘Պႍᄊ૬ᡃᏨὊښՊ˔ԋԾరὊ̿ౝܸᄊབྷ

ৱǌបᄊηঐὊԠˁ物博物馆̃ˊᄊथὊ࠲˔̡ҧ᧚ලКӑ

ጓᕦԧ展ᄊү˗Ǎ

高山景行：上海博物馆受赠文物展

వ展ѣᄊ ��� ͈ � ጸ物ᄦ᭟ᨷǌᬝၬǌ˺ႇǌቬ҉ǌᨑࣉǌ

ᬿ܈ǌӿቦՊ˔᫃ዝὊܸവලᐑ͕̀ܳ૬ᡃᏨὊӊᑋԗǌ

ᑋԨ ���� 年૬ᡃᄊᯱ֗˨ǒևᮓӡኽڏԄǓὊఇ४എՑ̡ 202�

年૬ᡃᄊఀॴቐᔱ౧፯᧕ӿᄤʷࠫὊ៤ஜ ���� 年૬ᡃᄊ陈ጦὊ

陈ೲ ���� 年૬ᡃᄊጢᩇௐཏኮὊߜ ���� 年૬ᡃᄊᮊڙ៖ǒᄺ

ڏԄǓὊसභဣ 200� 年૬ᡃᄊఀॴቐዠ॑ᚧಱጯၫǍ

上海博物馆馆᫂ঃѸښन࣫र上᛫ᇨὊవ展览ښՔТॷ

֗ஃે上海博物馆ԧ展ᄊਫ਼ద૬ᡃᏨὊՔඈʷͯЙЙˊˊᄊ物博

物馆ࢺͻᏨὊՔѹᤵǌ͜ǌ߶Ӽᄊҷү̡ඟˁ̡̥ঃܣᒱ̿

˗మ̭Ցᑟ֗ఞܳ૬ᡃᏨʷᡑὊ˞࣏͜ᰴᄊஜਓǍ上海博物馆

Ө͖ሒ͜ፒӑǌү物博物馆̃ˊԧ展थͻѣఞܸ᠈Ǎ
ຍ˿ᬠ�ఀॴቐᗰڡᩐ॑ಱ౧ጯၫ

˭ተև ���0 年૬ᡃ
�፲ˍͺᔉᲚڏ

ऋ፥ǌऋ֗ܙǌऋܙᇼ ���2 年૬ᡃ

ሗொర�ᴏΥ
ෛՏ഼ǌᮏഡǌᮏͺǌᮏተၗǌ
ᮏተ ǌᮏተု ���� 年૬ᡃ

ຍ�ᡏ˨៝þᇲᕮÿᆃቦ
ʸྎಁ ���� 年૬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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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日期：202���0�20�2022�2���

展览地点：پഎኄʼ展Ԋ

展览ၮᤥ上博馆ᘩڎ٩᭟ᨷ٨Ὂࣳ˗ࠒڎڎ博物馆ǌᬤ࣊ࢷ

博物馆ǌᦀࢷ博物馆ǌӯ࣊物ᏦԱᆑቃਫ਼ˁሓ̡ᘩࠒᄊη

͊ˁԒਓὊᐑᬷ �0 ͈ � ጸድॷᥕᤥᄊڎ٩᭟ᨷ٨Ὂᫎᡵएᒭ᜵և

ொరᒰሗொరὊ̿᭟ᨷ٨˞ᣒʹὊᩇЯࠔͻፃጤὊ߹டնဘڎ٩

᭟ᨷ٨ᄊԧ展ᑢፏὊ˞͕ᤇԔڎ٩ᄊԋԾ᭧᠂Ǎ

汉淮传奇：噩国青铜器精粹展

᜵ևொర��٩Υᴀ
ᬤ࣊ࢷ博物馆ᘩ

᜵և௹ర��ฉజጯ࠴
ӯ࣊物ᏦԱᆑቃਫ਼ᘩ

ሗொర��٩Υܨ
ӯ࣊物ᏦԱᆑቃਫ਼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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ࠒԋԾళᣒ̆ԾвὊ᫂ˤ̿ˀ˞̡ᅼǍ展览Ѭ˞þ٩Υڎ٩

ீÿþڎ٩ˁևဍࠉᄊТጇÿþڎ٩гဘÿʼᦊѬǍኄʷᦊѬþ٩Υ

ÿ˟᜶̮ፁ̀ீࠒ 200� 年ຬӒᬤࡐ߷ࢷᎽࡣߕѣژᄊ᜵ևொరܖᗌ

.�˗ᄊ᭟ᨷ٨Ǎᤈڎ٩᭟ᨷ٨̿Ы᭧þ̡ᄬÿþ̡ᴋÿᄊ݉

លጯನὊѹᤵѣ࿘ಞʷࣚǌፐ̩దᄊᓨష᮳ಫὊੇڎ٩̀ࡃொర᭟

ᨷࢺᓨᄊᰴǍኄ̄ᦊѬþڎ٩ˁևဍࠉᄊТጇÿ˟᜶ᤰልᴀ֗٩

Υ᯲வᴀː͈᧘٨Ὂᝯᤘ̀᜵և௹రڎ٩ˁևဍࠉᐏލὊ̿ԣ٩Υ

᯲வԭևՑᜂևԌဍ༤ڎᄊԋԾǍኄʼᦊѬþڎ٩гဘÿ˟᜶̮ፁ

̀ 20�2 年ӯ࣊ழइ˹ܮᯕᩔԧဘᄊ᜵և௹రᒰሗொర٩Υீࠒ

༤̒̆٩ΥڎᄊԧဘὊஈѝ٩ڡܖᯕᩔ٩Υܮᄊ᭟ᨷ٨Ǎژѣڡܖ

᯲வԭԫ˨੍ᄊ͜ፒᄺขὊ˞̀ᝍڡڎ٩ေͯᎶˁԋԾԧ展᫈ᮥଢ

ῚழᄊጳጊˁకАǍ

上海博物馆ڎ˗ښဘ̽ᏦԱߦមၷ �00 և年˨ᬅˡҩవ展览Ὂ

௧־ऄ̀˸˺ᝮþूܙԋԾΎ֑ਖ֗᠊͊ਖὊԧੴˑරࠄǌᓣ

ᔫǌஜˊᄊ͖ᓢ͜ፒὊፙ፞ଊጊళᅼǌଫᇨవູÿᄊ᜶රǍ

上海博物馆࣏మᤰవ展览Ὂፌ͕ࣜʷᬲᄊ上ԱԋԾʹᰎ

ˁᓨష̚ԪὊ̰ᏫᝣគǌབྷྖੈৣڎˤᄊԋԾ֗༬ᄊԱ̽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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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日期：202���0�2��2022�����

展览地点：ʷഎኄʷ展Ԋ

上海博物馆ˁขڎՍᎿڎቡ̎ฯᓨష博物馆ՌͻὊᐏՌᒭ �

ᄊࠒڎ˔ �2 ᅼՐ博物馆ԣஆᘩˡҩþˌ᜵ලᚸ˗ൗᬝၬˁࠒ

ӑ交流ྲ展ÿǍ

ᤈ௧Ⴏৱԧၷ̿ڎЯˡҩᄊڎᬅ博物馆ႍԠˁڡӝతࣹǌԠ

展ಫౝᰴᄊ展览ᮊᄬὊ௧Ⴏৱ˨ʾЛု博物馆ҧ᧚ˁڎᬅՌͻᄊድ

॑ವΓǍ展览Ὂ上海博物馆̿Лழᝈ֗ኖ展ေঐὊᝯᤘொరЛ

ုӑ˗ᄊ˗ൗˁӑ交流Ὂලᐑ 20� ͈ጸ᧘᧚ጟ˗ܱᬝၬ

ˁ෴ႇͻֶὊϚҧ੪ᤵЪᮏߦషᑢፏˁᠶᡚ֊ᄊ展览Ǎ

�� ˇጢनݽὊᬤᅌൗ̎交ᤰழᓈጳᄊनᣰὊ˗ൗˁ交流ெ

ຒᮠጓǍၬ٨ͻ˞తЦ˗ྲڎᓤᄊֶ˨ʷὊູູˀலڡᣥѣ海ܱὊ

ˀ̩̀ຍర˗ڎˁൗฯᄊԧ展Ὂ˷ᝮै̀ेڏϸǌ

ᝠǌషˁঐᄊ交流Ὂ௧ˌ᜵ӑᫎࠫភˁ̉үᄊ᧘᜶ᣒʹǍ展览

̿ᬝၬ˞̮Ὂնဘेᄊˇႍ֗ொరЛုӑ˗ᄊˌ᜵ලᚸǍ

东西汇融：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展

展览Ѭ˞ʼ˔ኽቦǍþ˗᜵交ᤰÿኽᤩ物ԾὊᤰဣᄊൗฯ

ᝡ҄ၬ٨˙ᐏᡑ߹டᄊொర˗᜵ԾὊܱ̿ᩙၬ٨᭧᠂ᄊԫ展ဘ

�� ᒰ �� ˇጢ˗ൗˁ交流ᄊԋԾԧ展Ǎþ˗᜵交ᚸÿኽᤩ෴ႇ

ͻֶࣜᮗ͕൦Кၬښ٨᜵வᄊΎၹৱܒὊᤰౝࠝѹਓᄊൗฯҫ

॑ǌ᫁ࢦԣࠉЯ陈ၬ٨Ὂ展ᇨ˗᜵٨ၹǌࠆᎿ֗ᝠᄊᇌୣˁ交ᚸǍ

þ˗᜵交ලÿኽଫᇨˁ交ड़ࣜᄊᓨԣঐ交ලὊድᤥᡕӯǌ

ெవǌᗈᖭྥǌᕳРǌขڎǌॴڎǌᔮ֗ڎ˗ˌڡവ͌˗ڎᄊֶ̗Ὂ

ᤰድॷጸՌඋࠫնဘቐˊషᄊ̉鉴Ὂଫᇨ˗ڎᓨࠫˇႍ物᠏

ᄊ᠈Ǎ

వ展览ᄊ˟ᮥ௧ொరЛုӑ˗ᄊˌ᜵ලᚸὊᏫ展览వᢶఞ௧

Лု博物馆ҧ᧚ᄊලᚸǍ展览ᐏՌขڎՍᎿڎቡ̎ฯᓨష博物馆ǌข

Чᘩǌ̎ڡቡ博物馆ǌӵڎၧభ៙Ꮏష馆ǌࣹˌᄵ博物馆ǌᕳРڎ

Ꮏܸڎᦐ͘ᓨష博物馆ǌᗈᖭྥᬁጪள܉᜵ݘ·᠈ᖼ࠷፥ள博物馆ǌ

ᗈᖭྥࠒڎԱ̽ᓨష博物馆ǌᗈᖭྥॴᎭ·ᬁ࠷博物馆ǌᔮڎ

ܸ፥ॴ˗ڎᓨష۳͘ǌᔮܸڎᔮ博物馆֗ᔮڎ፥ܳѾ̎ˁᓪྲͤ࠷

博物馆ὊښႯৱ˨ʾὊ̿ӑфᆡᬦὊၹᓨషᐏፇˇႍὊСՏ៨и

ᤈʷˌ᜵ලᚸᄊ݉͜Ǎ
ሀ��᭟ᔉ܈М̸ᄦᇂ

ขڎՍᎿڎቡ̎ฯᓨష博物馆
ጞ ����–���� 年��᧕上॑˗࣎˭ڎϸ

Ꮏܸڎᦐ͘ᓨ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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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日期：202������0�2022����

展览地点：ʷഎܸԊ

展览展ѣᄊː͈海ܱԤ̡૬ᡃᄊڀ流物ᯫ̝ᄱǍ202� 年Ὂ

ᎿڎҫѾሉࢷ̎ࡉᔚဢޛ·ᓸઢڏளܣݙᐏጇ҂˗ڎ᯿ைࡣᮗ̃

馆Ὂ᛫ᇨ᜶Ք上海博物馆૬ᡃː͈ᬝίὊᝨ߲̓ॆڀ᧗Ǎࠒڎښ

物֗ࡍ上海࣊物ࡍᄊஃેТॷʾὊ上海博物馆߹ੇ̀ᤈː͈ڀ流

物ᄊ૬ᡃ流ሮὊࣳࠫХᤉᛡ̀ξܭǍኖѳˡҩ̀þ́៶ʺӢ̽॑

ᓤ᧕ᬝίྲ展ÿὊࣳᤰ海ܱᤌጳὊˡᛡጳ上૬ᡃ́रǍ

仪象万千：明代彩色釉陶俑特展

ᤈː͈物ˁ上海博物馆

ਫ਼ᘩʷݓ̽ᬝίᄊᑂ᠏ǌ᛫

᭧ஷҫᄊͰພᨥ᧕ࢺᓨᄱՏὊ

ᤵیԣ҄ͻ᮳ಫˁХ˗ᄊࣥ࠹

ቡίౝ˞ᄱͫὊऄ˞Տʷరǌ

ՏʷڡӝᄊͻֶǍͻ˞ऄὊ

Տర展ѣᄊᤈݓ馆ᘩ̽॑ᓤ

᧕ᬝ̶́ίСᝠ �� ͈Ὂద̡物

ίǌᰑᯱί̶֗́ਫ਼ᭊ᜶Պ

ᓤ̡ὊᤇదᦊѬᇪ́֗ၷำ

ၹֶὊ列ଆनὊᗾ˞ܥǍ



交 流 展 览·境 内

2021 年，上海博物馆努力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因素，积极推动文化传播交流。

共参与国内展览 22 个，参与文物出境展 4 个。

2020/6-2021/6

2020/9-2021/1

2020/10-2021/1

2020/12-2021/3

2020/12-2021/3

2020/12-2021/3

2020/12-2021/3

2020/12-2021/5

2021/2-2021/8

2021/2-2021/5

2021/4-2021/9

天地同和：中国古代乐器展

沧浪帆影：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出土文物展

闲来弄风雅：宋朝人慢生活镜像

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

云间三友，逸笔丹青：董其昌、陈继儒、莫是龙书画艺术特展

家在黄山白岳之间：渐江书画艺术展

霜满龛红：傅山的生平、思想与学术展

大海就在那：中国古代航海文物大展

华章重现：曾世家文物特展

金石力·草木心：吴昌硕与上海

抽象艺术先驱：康定斯基

中国国家博物馆    2 件 / 组

青浦博物馆    20 件 / 组

湖南省博物馆    7 件 / 组

辽宁省博物馆    1 件 / 组

董其昌书画艺术博物馆    7 件 / 组

安徽博物院    14 件 / 组

山西博物院    12 件 / 组

中国航海博物馆    3 件 / 组

湖北省博物馆    4 件 / 组

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    6 件 / 组

西岸美术馆    5 件 / 组

2021 年上海博物馆境内展览

S H A N G H A I  M U S E U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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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5-2021/8

2021/5

2021/6-2021/12

2021/6-2021/9

2021/7-2021/10

2021/9-2021/10

2021/9-2021/12

2021/9-2022/1

2021/9-2022/1

2021/12-2022/4

2021/12-2022/3

畸人青藤：徐渭书画作品展

通向共产主义大道：
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上海市文物交流中心藏书画作品展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

万物生灵：丝绸之路上的动物与植物

与古为徒：容庚的学术与时代

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

发现中医之美：中国传统医药文物特展

品物游心：中国文人的生活与艺术

四海通达：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文物联展

大明·宫瓷：十五世纪的明代宫廷用瓷

元代的江南

绍兴博物馆    4 件 / 组

上海市文物交流中心 1 件 / 组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12 件 / 组

中国丝绸博物馆    5 件 / 组

深圳博物馆    2 件 / 组

中国国家博物馆    1 件 / 组

成都博物馆    3 件 / 组

上海交通大学    125 件 / 组

南越王博物馆    20 件 / 组

深圳博物馆    14 件 / 组

苏州博物馆    18 件 / 组

* 所标展品数为参展件数

展览日期：202�������202���0�2�

展览地点：˗ࠒڎڎ博物馆

� థ �� ெὊ˗ࠒڎڎ博物馆ˁ上海博物馆˟ҩᄊþᇪ֗ʺவ

博Ӓڎښև᭟ᨷᴀྲ展ÿ � 展Ԋन展Ǎ展览ලᬷ̀ᤃپӡ͈

ևరౝЦ̽᛫ভᄊ᭟ᨷᇪ٨ԣХ̵ဣ物ὊፇՌᬝᔵǌЛॎὊ

̰ၹᴀ҄एǌᤵیᓨషǌጯᯏጯನǌᩇЯࠔǌ҄ͻࢺᓨவ᭧

፬Ռնဘև᭟ᨷᇪ́ᄊູᤊ流᫂Ὂ展ᇨ˗Ө͜ፒӑᄊ博

ܸድງǍ

ᇪ௧˗͜ڎፒӑᄊ᧘᜶ጸੇᦊѬὊ̽᛫̀˗ڎԱ̽Џښזஈ

ᤵᒭཀྵሮ˗ܹࠫڡሢऀˁʺ物֗ៈᄊʹৢǍ᭟ᨷᴀͻ˞և᭟ᨷ

ᇪ٨ᄊॷዝیὊᣒᅌᢶ͋ǌጟǌᇪ́ǌӑܳவ᭧ЯὊ

ԡʹဘ̀ᥧ˔̽ᄊঐǌࠆᎿᓨష֗ሙੇࡃὊڎ˗ښԋԾ

ӑԧ展ᤉሮ˗੶ᅌӡѬ᧘᜶ᄊᝈᓤὊᏫᴀ上ᩒ҉ᄊᩇ˷ੇ˞

ԋԾ͈̃ˁ҄एᄊ᧘᜶物Ǎ

ᴝߕ博物馆ਫ਼ᘩࠒڎڎ˗ᴀ˗Ὂړ᭟ᨷیܸ̽ᄬҒਫ਼ᄊښ

ᴀ௧ʹ᧚తܸᏨὙևܸ̽ی᭟ᨷړᴀѷ̿˗ࠒڎڎ博物馆ਫ਼ᘩܸᄚ

ᴀǌ上海博物馆ਫ਼ᘩܸБᴀ̿ԣԼӒࠍ博物ᬓਫ਼ᘩඐНᴀత᠇ᄩ

ՐǍ˗ࠒڎڎ博物馆上海博物馆ѣþᇪ֗ʺவև᭟

ᨷᴀྲ展ÿὊࡃ௧᜶̿ߕᴝᴀǌܸᄚᴀǌܸБᴀʼ࠴ևరܸی

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

᭟ᨷړᴀ˞ѭКགὊ̰ၹᴀ҄

एǌᤵیᓨషǌጯᯏጯನǌᩇ

Яࠔǌ҄ͻࢺᓨவ᭧展ᇨ

᭟ᨷᴀᄊ˘ࠝӑЯὊ展ᇨ

˗Ө͜ፒӑᄊ博ܸድງǍ

వ展览展ѣᄊܸᄚᴀǌ

ܸБᴀ֗ߕᴝᴀˀ̩௧˗ڎԱ

̽᭟ᨷړᴀᄊፃЧ˨ͻὊ௧ொ

ర˗Ө༬ੇࡃᄊ᧘᜶物

ὊᏫ˅߲̓ښᤃ̽ѣژǌ流

ᣁ֗ॆᘩᄊᮬ֑ᤂὊ˷ЍѬ

̀˗ӨඟீᡌՔܭУᄊᣝ

ཬԋሮǍవ展览ळ͕ງ

К̀ᝍ˗ڎԱ̽ၹᴀ҄एਫ਼

ᣒᄊ˘ࠝᇪ́ӑὊᤉʷ൦ڲ

˧˟ӑᒭηὊ˞थᇫ͘ࠀ

ӑूڎǌࠄဘ˗Өඟீܸ͛

Уලᐑᇔᇧҧ᧚Ǎ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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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日期：202����2��202���2���

展览地点：上海交ᤰܸߦ博物馆

� థ 2� ெὊþֶ物ॷ˗ڎ̡ᄊᓨషˁၷำÿ˟ᮥ展ښ上

海交ᤰܸߦᛡಣӝ博എઢन࣡࣫Ǎ展览ႀ上海博物馆֗上

海交ᤰܸߦ˟ҩǌ上海交ᤰܸߦ博物馆ҩὊၮᤥ上海博物馆馆ᘩ

物 �2� ͈ � ጸὊ̿ࣼᠡ上海交ᤰܸߦѹಣ �2� և年ὊՏͻ˞上海

交ᤰܸߦ博物馆न馆ᇪ˨ͻǍ展览ᤥԩþࣸಠঃÿþᓨ࠙Уÿþಫ

物४ᡚÿþྊᫌপৱÿپ˔፥एὊᤰ឴物ˁৱఀгဘᄱፇՌᄊவरὊ

展ဘ̀˗ڎ̡ᄊ᮳ᬶၷำˁድᇸᡚǍ

展ѣᄊ �2� ͈ � ጸ物ᄦࠒЦǌၹֶǌ˺ႇǌԱዚǌ

ᬝၬǌ٨ǌဌ٨̿ԣ͌Ա᭟ᨷᇪ٨Պ˔᫃ዝǍ展览ྲڡᥕᤥ

̀交ܸಣԤǌӑܸ࣎ౄԨՏᄊʼ͈˺ขͻֶǍӯภНߦ௧ౄԨ

ՏኄʷଌԪᤃ̽ဘ̽ᅼគஔᐲᄊߦಣὊ௧Хࠄဘႀ͜ፒߕܣՔ

ᤃ̽ᅼគѬߕᢶ͋ᣁ૱ᄊ᧘᜶ὊࠫХட˔̡ၷ᥋֗ߦషੇ

ງᤊǍ־ॖࡃ

上海博物馆ˁ上海交ᤰܸ̆ߦ 20�� 年 �� థኤᎸ̀ՌͻөᝬǍ

వþֶ物ॷ˗ڎ̡ᄊᓨషˁၷำÿ展௧ՌͻөᝬՑѣᄊ

ᯫ˔展览Ǎవ馆ಣԥவງएՌͻὊ上海博物馆ᬔ̀ᣥ展览ЯࠔὊ

品物游心：中国文人的艺术与生活

展రЯᤇ࠲上ጳᦡិݓሮǍ上

海博物馆˄࠲˷ࠒᤰ۲ᝫߦ

ၷঃਝᏨὊࣟҰ̵̓ઞᡑ展

览ᄊᝯᝍࢺͻὊ̿展览˞ݏὊ

ᄊࣱԼǍࠄၷଢΙᇫ࣎͘˞

上海博物馆֗上海交ᤰܸ

ድᇸ̿ಞ̡܈ᦐᐫ᠇ᅌ᧘ߦ

ॴᐲ̡ᄊΎ֑Ǎ̭ՑὊ馆ಣԥ

வ࠲ᤉʷ൦ҫूՌͻ交流Ὂງ

Кଈ˗Ө͖ሒ͜ፒӑ˗ᄊ

ӑ͉ϙ֗ࠆᎿ͉ϙὊԒೲۢ

ድᇸǌڎ˗ݞӑअᘔὊ᧖࣊

ҧ᧚Ὂ̿ᓨషڎ˗ϙǌ͉ڎ˗

ਖԸ̡ॷὊଢӤጉЩὊၹ

ᄊАᓵི̝ҒǍ

ʺԋ�ఀॴቐ᭟ᔉᴂܜ

ຍ�ቬᬿቬޡڏᯮኔ



2021/2/2-2021/3/7

2021/9/16-2021/11/14

2021/10/6-2022/2/12

2021/12/21-2022/3/20

牛年中韩生肖展

中国古代青铜文明

龙与凤：天朝与天方的千百年艺术交融

漆，髹饰亚洲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2 件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67 件 / 组

卢浮宫阿布扎比博物馆    5 件 / 组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24 件 / 组

交 流 展 览·境 外

本年度，上海博物馆积极克服疫情影响，参与出境展览。赴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举办“牛年中韩生肖

展”“中国古代青铜文明”展，参与“漆，髹饰亚洲”展；赴卢浮宫阿布扎比博物馆参与“龙与凤：天

朝与天方的千百年艺术交融”展。此外，以影像方式参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扬州八怪”展和香港浸

会大学“吉金熠耀—上海博物馆、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青铜器图像展”等。

2021 年上海博物馆境外展览情况

* 所标展品数为参展件数

S H A N G H A I  M U S E U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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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日期：202�������202�������

展览地点：᭾ڎڎቡ˗ܽ博物馆

� థ �� ெὊþ˗ڎԱ̽᭟ᨷÿ展ښ᭾ڎڎቡ˗ܽ博物馆न࣫Ǎ

వ展览௧۳̆ 2020 年 � థˁ᭾ڎڎቡ˗ܽ博物馆ኤᝡӑ交流Ռ

ͻөᝬ˺Ὂፙ 2020 年 2 థ 2 ெᒰ � థ � ெྦ年˗᭾ၷᐟ展˨ՑὊ上

海博物馆ˁ᭾ڎڎቡ˗ܽ博物馆Ռͻˡҩᄊኄ̄˔展览Ǎ

展览С展ѣ上海博物馆物 �� ͈ � ጸʷጟᘩֶ � ͈ � ጸ̿

ԣ�ጸᔵᩒവیὊᄦܮ௹రᒰ᜵రᄊ ǌྗ ǌ᱄ǌᝊǌᝑǌᝎǌ ǌ

ǌܨ ǌ鉴ǌ࠴ǌǌᴀǌዎǌ᧿ǌ ǌӷǌᨷ᪫᭟ᨷመዝὊڊ

ፉ˗ڎԱ̽᭟ᨷ٨ᤵیǌጯᯏǌᩇ֗ᩒᤵష˟ᮥὊѬੇܸپڱ

þ᭟ᨷ٨ᄊមၷÿþ᭟ᨷ٨ᄊԧ展ÿþ˭٨֗列ᴀÿþ᭟ᨷ٨ᄊԫӑÿὊ

ښՔ᭾ڎԣ海ܱ͕ᣗ˞Л᭧̮ڡፁᤈʷ˗ڎత˞᧘᜶ᄊԋԾ

ӑ᥌̗Ǎ

中国古代青铜文明

展览ԠིႯৱర̡ᫎր交流ਅΓὊ᧔ԩ物ᤂᣥઙᤂ̡

ր̿ԣጳ上࣋展ᄊவरǍ� థ �� ெᒰ �� ெጳ上࣋展ႀ交ҩጸጻࣳ

҄ͻ࣋展ૉӯὊηৌ˗ॷଢΙషஃેὊ᭟ᨷᦊᆑቃրᯱ̭ห᠇᠊

˄ˊૉǍ᭾ڎڎቡ˗ܽ博物馆ᤰϸᰴຍથག交ǌ࣋展ဘڤὊ

᭾ڎڎቡ˗ܽ博物馆ࢺͻ̡ր΄ਖ਼Ꮄǌݓᤉᛡဘڤ୲ͻὊ̰Պ

வ᭧ᆸδག交࣋展ࢺͻదऀǌюᆸǌ߷ЛڡᤉᛡǍ

వþ˗ڎԱ̽᭟ᨷÿ展ᜂ˗᭾ːڎ列Кþ˗᭾ӑ交流年ÿ

ᮊᄬຍӭ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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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日期：202����22�202������

展览地点：ெవܸ࣊ቡᎿష馆

� థ 22 ெὊԪႯৱॖ־ᏫܳᤍᄊþੴࢷМরÿྲ展ښெవ

ܸ࣊ቡᎿష馆न࣫ǍᄊþੴࢷМরÿ展௧ܸ࣊ቡᎿష馆

ᬦ �2 年˨Ցгएˡҩᤈʷ˟ᮥᄊ展览Ὂ展览ලᬷ̀ெవڎЯӊˌ

ቡᎿష馆࣊博Ա馆ǌܸࡔቡ博物馆ǌڎቡ博物馆ǌ̛ᦐڎ̛

͕ܳᓨషᄊᄱТஆᘩ �� ͈ � ጸὊ上海博物馆ͻ˞þྲѿөͻவÿ

௧海ܱʷʷࠒԠˁǍ

Ԕᝠѳ上博࠲ድॷ્ᤥ �� ͈ � ጸੴࢷႇึᘩֶᡎெ展ѣὊӊ

馆ᘩድֶసᐂǒࡣඵᔉᲚвǓǌᆃǒጺᭁᙃڏᣉǓǌкǒࡣ

ඵ̡物вǓǌᛶǒˌڏڇԄǓὊͮڂЛုႯৱᄊે፞ॖ־Ὂᘩ

ֶข̞ᡎெవǍ˞̀δ展览Яࠔᄊ߹டভὊښԥவᄊ᧘ழኖѳ

ˁСՏұҧʾὊ上博展ֶ̿ॖϸॎरԠ展Ǎ

上海博物馆ˁெవܸ࣊ቡᎿష馆᫂రδેᅌᓢݞᄊՌͻТጇǍ

ᬔ̀展览ՌͻܱὊʼӡܳ年Ὂː馆̡ښր̉ǌ˄ˊᆑቃவ᭧˷

δેᅌឱܳᐏጇǍԪЛုழлႯৱᄊॖ־Ὂڎᬅ展览Ռͻ᭧˚ᅌឱ

प۫Ὂ᮳థՏܹÿὊ博物馆ᫎ߶మᄱࢶࡣþݠᬲ્੍֗Ὂͮڈܳ

ҰᄊৱែΚைǍ

以影像方式参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扬州八怪”展

展࣋

ᴝˁљܹయˁܹவᄊӢᄈ年ᓨష交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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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ၷᐟ展



文 物 保 藏

S H A N G H A I  M U S E U M



文 物 收 藏

2021 年，制定《上海博物馆关于做好文物文化类资产纳入国有

资产管理系统的工作方案》，完成 2000 年至 2020 年的文物文化类

资产清单。完善文物藏品管理制度，健全文物盘点机制。截至 2021

年 底， 上 海 博 物 馆 现 有 藏 品 1,023,548 件 / 套， 其 中 珍 贵 文 物

144,715 件 / 套。

S H A N G H A I  M U S E U M



文 物 征 集

2021 年，上海博物馆新征集文物 52 件，包括中东、欧洲仿中

国陶瓷 31 件，黄耀忠古埃及蜣形印 1 件，刘翔明代银锭 1 件，王趁

意战国铭文镜 2 件，上海文物商店近代竹骨成扇 2 件，金允臧捐赠金

西崖设色画 2 幅，岐岖捐赠东汉封泥 2 件，埃斯肯纳齐家族捐赠汉代

陶俑 9 件，苏珊娜·芙拉图斯捐赠明代陶俑 2 件等，大大丰富了上海

博物馆的馆藏。

S H A N G H A I  M U S E U M

东汉

纵 3.05 厘米，宽 5.35 厘米

岐岖先生捐赠

“黄神越章”封泥呈土黄色；品相完好，基本无损。正面印文

笔画清晰，为典型东汉时期印章文字风格；线条间含沙质，印文边

框线内有白色物质。泥背形态应为封缄织物所形成。“黄神”即黄帝。

“黄神越章”非神 尊号印，是奏请神 （黄神）的法术及其文辞

契章的特称，用以施法。《抱朴子》：“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

章之印……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

此泥的入藏填补了本馆此类封泥的空白。

黄神越章封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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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釉陶

约 1650-1700 年

高 39.5 厘米

17 世纪，具有明末清初“转变期”风格的中

国民窑器大量销往欧洲，展现戏曲、小说情节的人

物故事图是这些瓷器的特色之一。由于荷兰东印

度公司大量进口中国瓷器，加上明清易代造成的

贸易瓷器短缺，促使代尔夫特陶工模仿中国瓷器。

17 世纪中后期，代尔夫特陶工对景德镇“转变期”

瓷器的仿绘已非常熟练。此瓶所绘芭蕉、山石、“V”

形草地，乃至以“椿叶点”画法描绘的植物，皆

为“转变期”瓷器典型的装饰特色。不过，在人

物具体刻画方式上，当地陶工仍流露出自身传统，

其尖鼻明显带有西方人种特征。

荷兰代尔夫特白釉蓝褐彩人物图八棱瓶

战国

直径 21 厘米，缘高 0.6 厘米，重 610 克

直径 21 厘米，缘高 0.6 厘米，重 649 克

新入藏两枚铜镜，形制、纹饰、铭文相同。

桥形钮，双圈同心圆构成圆座。镜心上以柿蒂纹

作为主纹饰，勾连云雷纹铺地，纹饰与扬州战国

墓出土的铜镜相似，尺寸硕大。难能可贵的是镜

钮周围有一圈铭文：“方华蔓长，名此曰昌。”

迄今发现战国带铭铜镜数量极少，此镜铭文

字数较多，纹饰华美细腻，寓意吉祥深妙，不仅

增添馆藏品战国铜镜的品项，且具有重要学术研

究价值。

方华镜（2 件）

熔块胎陶器

17 世纪

口径 26 厘米

中东地区对青花瓷的仿制可追溯

至 14 世纪末，为使陶器胎体细腻、

洁白，接近中国瓷器的质感，当地陶

工使用石英粉末作为胎泥的孱和料，

这一配方在 15 至 17 世纪几乎未发

生较大改变。16 至 18 世纪伊朗萨非

王朝（1501-1736）时期，中东地区

对中国瓷器的模仿达到高峰，仿制惟

妙惟肖，产量极大。葡萄牙、荷兰、

英国都曾在此订制模仿中国青花的陶

器。据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该公司

于 1652 年至 1683 年向波斯定制陶

器，并希望这些仿品可以乱真，弥补

当时市场上中国瓷器的短缺。

此盘即为萨非王朝时期，中东模

仿克拉克瓷的典型代表，盘心绘博古

图，陶工掌握了景德镇工匠的用笔及

混水技法，绘制速度极快。更有趣的

是，盘底还描摹了中文款识，但波斯

陶工无法识别汉字，只是模仿了方块

字的造型和横竖交错的笔画。

伊朗蓝彩开光博古图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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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3 日，上海博物馆举行“吴华新、吴淳皓先生文物捐赠仪式”。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为捐赠者颁发了证书。

吴华新是“宫廷镶嵌家具传统制作技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

承人，从事红木家具手工制作技术及明清家具的收藏。此次捐赠的清

代红木镶黄杨雕番莲龙凤瓜果纹香几是清代广作家具，工艺优良、纹

饰精美，在艺术风格和雕刻工艺上具有代表性，具有研究和陈列价值，

弥补了上海博物馆在广作家具收藏上的不足。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表示，上海博物馆是世界上收藏中国古

代家具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很多馆藏古代家具都是由著名收藏家

捐赠。此次捐赠对丰富上海博物馆古代家具收藏大有裨益，也有助于

推进相关研究与展览陈列。杨志刚馆长代表上海博物馆感谢吴华新、

吴淳皓二位先生对中国古代家具文物的保存和保护，以及对上海博物

馆、对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关心和支持。上海博物馆必将一如既往妥善

保藏并认真研究每一件文物藏品，更好地发挥其社会价值。

吴华新、吴淳皓先生捐赠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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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2 日，潘裕翼等潘氏家族亲眷代表 10 人，向上海博物馆赠

送新修潘氏家谱（三册）。杨志刚馆长代表上海博物馆接受捐赠，并

表示，盂克二鼎藏宝、护宝与捐赠的事迹集中体现了晚清以来收藏家

对文化传承的热忱和诚挚的爱国情感，以及新中国建立以后，收藏家

爱党爱国、积极参与建设新中国的情怀。经过修订的这批潘氏家族资

料既向我们展示这个名门望族的历史，也让我们有机会深入地了解学

习潘氏的优秀家风。潘氏家谱将收藏于上博图书馆，供阅览研究。

潘氏家族赠送新修家谱

12 月 13 日，国家文物局主办文物捐赠入藏仪式，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苏珊娜·芙拉图斯（Suzanne Fratus）女士捐赠我国的两尊明

代陶俑入藏上海博物馆。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在北京会场出席仪式

并致辞。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周茂义在线出席，捐赠人苏

珊娜女士视频致辞。

关强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工作取得

突破性进展。此次美国加州居民苏珊娜女士将两尊陶俑送还中国人

民，国家文物局协调联动我驻美大使馆、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和上海市

有关方面，共同促成文物顺利回归祖国。苏珊娜女士将陶俑送归故土

的义举，展现了令人钦佩的崇高品格，展现了美国普通民众对中国人

民的友好情谊，表达了各国人民携手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共同心愿，

必将带动更多社会各界人士关注和支持文物追索返还工作，促成更多

流失文物回家。

苏珊娜·芙拉图斯女士捐赠明代陶俑

苏珊娜·芙拉图斯
（Suzanne Fratus）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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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文物局副局长褚晓波出席仪式并致辞。他表示，近年来，

在国家文物局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海外文物返还工作取得显著进

展，促进文物返还原属国已成为广泛共识。上海作为我国文物进出境

最大口岸，深度参与了文物返还、回流工作，自首届进博会以来，已

经成为国际文物艺术品回流的“主通道”“主阵地”。

仪式上播放了文物捐赠人苏珊娜女士的简短视频，并由工作人员

代为宣读致辞。她表示，非常荣幸将这两件陶俑归还给中国人民。两

件陶俑的离散，见证了百年历史，启迪人们要与人友善、彼此尊重、

彼此帮助。她敬仰中国的优美文化和艺术成就，决定将其送归故土。

两件陶俑回归，不是通过金钱或政治的手段，而是因为爱的力量和对

中国人民的尊重。

苏珊娜女士的祖父约翰·赫伯特·韦特（John Herbert Waite）

20 世纪初在中国行医，一位病人被治愈后，将两件陶俑馈赠给他以

表感激，她的祖父携此物回到美国，后交苏珊娜女士继承。1983 年，

为庆祝上海与旧金山缔结姐妹城市，上海博物馆赴旧金山亚洲艺术博

物馆举办“上海博物馆珍藏—六千年的中国艺术展览”。苏珊娜女

士发现参展的一套仪仗俑与其所藏陶俑极为相似。上海博物馆随展负

责人告知，陶俑应出自中国被盗贵族墓葬。苏珊娜女士素爱中国古代

科学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此后近四十年间，始终期待以合适的方式

将文物送还给中国人民，终于 2021 年得偿所愿、玉成义举，尤显珍

贵感人。

按照国家文物局要求，上海博物馆组织专家开展实物鉴定，确认

两尊陶俑为明代陪葬明器，是研究中国古代墓葬制度和制陶历史的珍

贵实物资料，具有重要收藏价值，确定为三级文物。上海博物馆按照

国家文物局要求，精心筹备“仪象万千：明代彩色釉陶俑特展”，将

两尊受赠陶俑与当年在旧金山展览的馆藏明代彩色釉仪仗俑队共同展

出，再谱佳话。



文 物 保 护

2021 年，配合特展与东馆展陈需求，全年保护修复文物 145 件，

保养保护文物 132 件 / 套。

为本馆全年特展进行环境监测与调控，并为绍兴博物馆、绍兴徐

渭艺术馆、上海交通大学博物馆等多家文博单位展厅、库房进行环境

调控。为本馆以及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华南师

范大学、浙江省博物馆、四川考古研究院等单位检测分析文物和样品

470 余件 / 次。为馆藏文物制作无酸纸囊匣 200 个，继续改善保存

微环境。

负责《文物消毒技术规范 低氧》等 12 项文物保护行业标准的编

制；参与《文化遗产保护—馆藏文物防震管理》等 2 项国际标准制

订、《博物馆照明设计规范》1 项国家标准修订、《文物激光清洗技

术规范 第 1 部分：青铜器文物》等4项文物保护行业标准的制定工作。

S H A N G H A I  M U S E U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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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矿物颜料光老化实验样品制作

待修复清代宫灯 X-CT 检测

赴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考古工作站测试出土原始瓷胎釉成分 “黑石号”沉船出水文物检测分析正在 X-CT 设备前摆放文物

显微镜下对青铜器进行超声波清洗除锈

广富林遗址出土器物待测样品拣选



文 物 修 复

上海博物馆的修复师们在以师带徒、传承工匠技艺的基础上，坚

持与时俱进，积极探索新的修复材料和技术，让各工序变得更为便利

和安全，使修复兼顾审美与科学的高水准。

S H A N G H A I  M U S E U M

《清代陈国礼人物轴》全色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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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修复·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

瓷器断面污染物清洗

修复《清代冒弼工题冒四肖像图》

西藏博物馆藏《哈利玛长卷》修复前调查检测分析

以师带徒，传承工匠技艺

对陈列室家具进行保养

修复石刻佛像

修复汉代四灵纹染炉

修复浙江省博物馆藏《近代吴昌硕花卉赵之谦行书扇》

修复陶俑



科 学 研 究

S H A N G H A I  M U S E U M



学 术 会 议

科学研究是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基础。2021 年，上海博物馆持续

拓宽研究领域、深化学术积淀，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各类

会议及探讨，为重要学术活动提供了有力支撑。

S H A N G H A I  M U S E U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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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7 日，上海博物馆组织召开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风险防控关键技术研

发示范”项目启动暨实施方案论证会，会议采用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来自科学技术部社

会发展科技司、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国家

文物局科技与信息处的有关领导，以及项目领导

小组、项目咨询专家组、项目承担单位、课题承

担与参与单位的七十余位领导、研究成员和管理

人员出席会议。会议由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

中心黄河主任主持，项目咨询专家组组长、中国

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杨晓飞高级工程师主持实

施方案论证。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风险防控关键技术研发示范”项目

启动暨实施方案论证会

改进开发的藏展材料评估筛选装置

基于 QCM 传感器的环境污染物综合
评价监测终端样机

丝织品模拟老化

纸张加速模拟老化

会上，项目负责人吴来明研究馆员汇报了项目研究目标、内容、

考核指标、技术路线、任务分解、进度安排、管理对策等整体实施方案，

上海博物馆、华东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

技术经济研究所和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的课题负责人或代表分别

汇报了 5 项课题实施方案。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杨晓飞高级工

程师、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曾滨教授级高工、北京化工大学

王明明教授、四川博物院韦荃研究馆员、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

院有限公司葛家琪勘察设计大师、浙江大学董亚波教授和上海锦航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薛辉高级会计师所组成的项目咨询专家组，

认为项目实施方案目标任务明确，技术路线可行，关键技术逻辑清

晰，考核指标明晰，管理机制可控。同时，也对项目的研究交叉协调、

有关研究重点、示范研究应用、项目实施管理等提出了建议和指导。

本次会议标志着项目的正式启动，项目组将充分吸收领导和咨

询专家对于项目实施提出的诸多意见和建议，完善实施方案，强化

协调管理，积极推进，高质量完成项目目标任务。

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风险防控指标体系

项目整体协调推进会

学术会议·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



学术会议·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 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科学研究

78 79

4 月 1 日，上海博物馆召开“怀玉守正：纪念徐森玉、汪庆正先

生学术座谈会”。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党委书记汤世芬，中国

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陈振濂，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主席丁申

阳，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陈燮君，原副馆长顾祥虞、陈克伦，徐森玉、

汪庆正先生家属及业内同仁五十余人参与座谈会。

2021 年是徐森玉先生诞辰 140 周年暨逝世 50 周年、汪庆正先生

诞辰 90 周年。徐森玉先生于 1960 年至 1966 年间任上海博物馆馆长。

汪庆正先生于 1985 年至 2005 年间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曾任徐森

玉先生的学术助手。两位先生为上海博物馆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在上海博物馆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纪念座谈会现场，徐森玉之子徐文堪、女夏庄如，汪庆正夫人

薛惠君追思了徐森玉、汪庆正两位先生的生活经历与工作事迹。与

会嘉宾共同深切缅怀了两位先生高尚的学品和人品。美国旧金山亚

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许杰、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施安昌通过视频方式，

表达了对徐森玉、汪庆正先生的深切怀念。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表示：召开本次纪念座谈会，旨在追忆

徐森玉、汪庆正先生在金石碑帖方面的学术成就，缅怀他们对上海

博物馆和中国文博事业的卓越贡献，希望通过发扬他们的实干精神

和学者情怀，激励后来人追寻前辈足迹，不断奋进，为上海博物馆

的事业发展，为我国的文博行业繁荣贡献力量。

怀玉守正：纪念徐森玉、汪庆正先生学术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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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1 日至 23 日，由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

文物分析检测技术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地理学会地

理测年技术工作组联合主办，由南京大学承办、

上海博物馆协办的“第十七届中国释光与电子自

旋共振测年学术讨论会”在南京举办。

本次会议采用线下和线上直播相结合的方式

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地震局、

中国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及上海博物馆等的

近二百名代表参加了线下会议，香港大学、澳大

利亚伍伦贡大学和部分国内外代表一百十余人参

加了线上会议，参会人数创历届会议新高。会议

围绕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的最新进展、新技

术探索及其在地貌过程、环境演变、考古等领域

的新应用等主题进行了学术交流，集中展示了近

年来我国在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领域所取得

的最新成果。

本次会议共有 56 位专家作了学术报告，充分

展示了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技术的新进展和

新成果，促进了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技术在

第十七届中国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学

术讨论会

当前的一些热点和前沿科学问题上的学术探讨。

会议邀请了北京大学周力平教授、香港大学李盛

华教授、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易朝路研究

员和南京大学王先彦教授作大会报告，分享其近

年来在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研究领域的最新

研究与认识。同时，为鼓励学生代表参与交流，

促进青年人才的进步，会议特别设置了优秀学生

报告奖，予以表彰和奖励。

讨论会最后，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文物分

析检测技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张家富

教授对本次会议的情况进行了全面总结。此次会

议的成功举办，将有助于进一步促进释光与电子

自旋共振测年技术的蓬勃发展。

学术会议·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

7 月 13 日至 14 日，“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学术

研讨会”在上海博物馆召开。本次研讨会由上海

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共同主办，与 6 月 18 日

开幕的“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

相配合。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丁鹏勃、上海博

物馆馆长杨志刚分别为研讨会致辞。

古代青铜器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之一。青铜器是夏商周时代森严的等级制度的产

物，也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物质文化的体现。

青铜器的造型、装饰艺术和铭文，从多方面反映

了社会和历史的面貌，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历

史价值，不仅是中国，也是全世界宝贵的文化遗产。

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学术研讨会

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科学研究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来自全国近四十家博

物馆、考古机构、高等院校的近七十位学者围绕

商周考古新发现、青铜器与金文研究、古代文明

研究等议题展开研讨，通过深入挖掘中国古代青

铜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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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对博物馆意义重大，不仅是博物馆

重要业务工作，也是其他业务工作的基石。上海

博物馆将持续努力，夯实学术研究基础，加强对

藏品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挖掘阐发，加强对中

华文明的研究阐发，通过深入挖掘展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跨越时空的思想理念、价值标准、审

美风范，真正实现博物馆强国、文化强国的重要

目标，为不断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国家文化软

实力贡献力量。

学术会议·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 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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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2 日，知名古书画鉴定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上

海博物馆研究员钟银兰先生因病辞世，享年九十岁。为纪念钟银兰先

生在古代书画鉴定方面的成就以及对上海博物馆的贡献，9 月 23 日，

上海博物馆特别举办钟银兰先生追思会。海内外近三十余位专家学

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了会议，共同追思一代书画鉴

定学人钟银兰先生。

钟银兰先生在 1952 年上海博物馆成立之初，就通过招考进入上

海博物馆从事文物工作，是第一代上博人，见证了上海博物馆近七十

年的建设与发展。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不少宋元书画名迹都是经她鉴

定而入藏的，如《宋高宗真草养生论》、董其昌绘画立轴等。她与

上海很多收藏大家也一直联系，不少收藏家的捐赠品经她鉴定而入

藏上博。钟银兰先生为上海博物馆的馆藏作出了重要贡献。

钟银兰先生追思会

作为国家级书画鉴定专家，钟银兰先生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她不

仅书画鉴定眼力好，而且人品高，一生秉持一个文物工作者应有的良

心与正直。国画家了庐先生为钟银兰先生题词“二目神奇，一生清白”，

是对钟银兰先生一生书画鉴定的真知灼见和崇高品质的最好评价。

追思会上，与会代表共同回顾了与钟银兰先生在工作中、生活中

接触交流的印象与感触。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许杰，国家

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杨臣彬，天津博物馆原副

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李凯，上海博物馆捐赠人家属董嘉玫

等无法到现场与会的专家学者，也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从文博理念、

审美意识、史学视野和人文关怀等方面深切缅怀了钟先生对文博事业

的奉献。

与会者表示，钟银兰先生治学的勤奋刻苦和对事业的孜孜追求，

永远是文博工作者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永远的学习目标，她对前

辈关心尊重，对后辈循循善诱，无私、忘我的精神风范令人起敬。我

们将继承她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坚毅执着的事业追求、孜孜以求的

勤勉学风、灵动睿智的研究方法、持续发展的交友方式和潇洒超然的

人生境界，进一步推进文博事业的发展，以实际行动和成果来告慰、

纪念钟银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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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讨会的举办，将有

助于填补上海传统文化中书画

艺术史的研究空白，有助于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近几

年来上海博物馆响应上海市委

市政府加强“上海文化”品牌

建设，传承和发扬红色文化、

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号召的重

要举措。

10 月 28 日至 29 日，“万年长春：海上千年书画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上海博物馆召开。研讨会由上海博物馆主办，中国美术学院艺术

人文学院协办，配合“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从学

术视角对上海历代书画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与研究。

本次研讨会邀请到来自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央美

术学院、中国人民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台北故宫博物院、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在内的 26 家单位，以及来

自美国、德国、荷兰、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 59 名专家学者，以线

上 + 线下的形式共同参与。

“万年长春：海上千年书画国际学术研讨会”分为五个主题。“成

就特色”板块从宏观角度梳理上海地区从古代至近现代书法、绘画

艺术的流变、成就与特色。“个案研究”板块聚焦于对上海地区书

画家的作品、风格及影响的具体考察。“人文互动”板块关注历史

中上海及周边地区乃至海外有关书画创作、鉴赏、收藏的交流与互动。

“书画鉴藏”板块从鉴藏史的角度研究上海的鉴藏家、鉴藏活动与

鉴藏环境。“相关研究”板块具体考察与上海或上海博物馆馆藏相

关的作品及其风格、类型、内涵、背景等问题。

万年长春：海上千年书画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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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视野下缂织艺术与技术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11 月 9 日至 10 日，上海博物馆召开“2021

全球视野下缂织艺术与技术研究国际学术研讨

会”，以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推进国

际博物馆学界和同行交流对话的能力”的指导方

向，并进一步推进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丝绸之路

上出土的缂织物调查、整理和工艺交流研究”。

本次国际研讨会于线上分为两场，每场 4 位

发言人分享研究并留有充分提问和讨论时间。参

会发言代表分别来自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洛杉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

辽宁省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

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上海博物馆 8 家，另有美国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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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尔美术馆、波士顿美术馆、费城艺术博物馆和

纳尔逊艺术博物馆，以及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

特博物馆等 6 家单位代表参与研讨，共计二十余

位专家参会。

本次研讨会促成世界各地学者的汇聚，通过

各方研究人员对于馆藏实物梳理、对比图案和工

艺研究，探讨了缂织物的工艺及工艺相互影响和

促进的交流历史，首次将中国缂织艺术史与世界

相链接，唤起了国际文博学者的研究兴趣和持续

关注，推动了该领域的研究。

“文物保护修复的新视野”学术研讨会

11 月 10 日，“文物保护修复的新视野”学术

研讨会在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召开。研

讨会由上海博物馆主办，采用线上与线下结合的

会议形式，从学术和技术角度就文物保护修复领

域的最新进展进行深入探讨。

本次研讨会邀请了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

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陶瓷大学等 9 家

单位的 10 位专家，以及上海博物馆的 3 位文物保

护修复专家进行了主题报告。包括上海博物馆在

内的全国相关单位文物保护修复工作者以线上或

线下的形式共同参与了本次会议。

“文物保护修复的新视野”学术研讨会分两

个主题专场：陶瓷类文物保护修复专场和金属类

文物保护修复专场。会议深入探讨了出土或出水

文物现场保护修复、现代新技术新材料在保护修

复中的应用、多学科交叉的文物保护方法创新、

传统保护修复技艺的表现形式和传承发展、修复

行业的职业技能等问题。报告人长期深耕于文物

保护修复一线，有“2021 全国十佳文物藏品修复

项目”负责人、国家科技进步奖和国家文物局科

技创新奖获得者、非遗传承人、“文物修复师国

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者、文物保护修复技术专

利发明人，通过分享各自在文物保护修复领域中

优秀的实践案例和创新理念，开拓了文物保护修

复的新视野。

文物保护修复工作需要传承与创新。本次

研讨会的举办，是上海博物馆响应国务院办公厅

《“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加强“上

海文化”品牌建设的有力举措，将有助于加强文

物保护利用和传承中华文化遗产，提升文物科技

创新能力，为助推文物保护修复事业新发展添砖

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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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年度学术交流会”是上海博物馆学术业务的重要

传统，也是专业技术人员展示汇报科研成果，进行学术思想交流的

重要平台。

在为期半个月的时间里，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陶瓷研究部、

书画研究部、文物保护科技中心、考古研究部、工艺研究部、图书

馆等 7 个部门先后召开年度学术交流会。馆内共 79 位专业技术人员

进行了研究成果分享与交流。同时，交流会还邀请到了来自中国科

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的专家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与

现场专业人员进行学术探讨。

近年来，上海博物馆高度重视科研成果的学术交流工作，本次

学术交流会是 2021 年度上海博物馆学术研究成果的汇总展示，得到

了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交流内容围绕博物馆文物研究、陈列展览、

古籍整理、文物保护修复技术和艺术史等领域，涵盖一系列专题研

究。同时，本轮陶瓷研究部、工艺研究部的学术交流会也是陈克伦、

陆明华及包燕丽三位专家的荣休学术报告会。上海博物馆领导出席

交流会，充分肯定了老专家的学术成就，感谢他们为上海博物馆发

展所做出的贡献，并希望三位老师荣休后能继续为青年学者提供宝

贵的治学建议和指导。

科学研究是博物馆各项业务的基础和依托，学术交流会的成功

举办，总结了一年的学术研究工作，促进了各学科之间的交流，启

发了学术思维，浓厚了学术氛围。今后，上海博物馆将继续立足于

馆藏，加强科研队伍建设，促进学术交流，把科研水平提升到新高度，

进一步夯实学术业务基础，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地促进博物馆事

业的发展，努力把上海博物馆建设成为代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引领行业发展的世界一流博物馆。

2021 年度学术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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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术 成 果

S H A N G H A I  M U S E U M
2021 年，上海博物馆延续传统，精心编辑出版特展图录。这些

图文并茂的书籍，既为前来观展的观众提供了一份可翻阅的回忆，

也使无法亲身观展的观众不留遗憾。

图录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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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汇融：中欧陶瓷与文化交

流特集》

书    号：978-7-5479-2711-3

出版日期：2021 年 9 月

页    数：345 页

出 版 社：上海书画出版社

《汉淮传奇：噩国青铜器精粹》

书    号：978-7-5479-2735-9

出版日期：2021 年 10 月

页    数：265 页

出 版 社：上海书画出版社

《丝理丹青：明清缂绣书画特集》

书    号：978-7-5479-2586-7

出版日期：2021 年 5 月

页    数：221 页

出 版 社：上海书画出版社

《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

特集》

书    号：978-7-5479-2610-9

出版日期：2021 年 6 月

页    数：505 页

出 版 社：上海书画出版社

《高山景行：上海博物馆受赠文

物精粹》

书    号：978-7-5479-2710-6

出版日期：2021 年 9 月

页    数：211 页

出 版 社：上海书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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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中国之古籍修复》

书    号：978-7-5456-1386-5

出版日期：2021 年 1 月

作    者：陈宁

出 版 社：贵州教育出版社

《上海博物馆藏碑帖珍本丛刊

（第四辑）》

书    号：978-7-5479-2801-1

出版日期：2021 年 12 月

作    者：上海博物馆

出 版 社：上海书画出版社

《如果文物会说话》

书    号：978-9-5708-5748-1

出版日期：2021 年 5 月

作    者：张经纬

出 版 社：台湾联经出版公司

《中国古代礼学论集》

书    号：978-7-3091-5439-9

出版日期：2021 年 3 月

作    者：杨志刚

出 版 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

书    号：978-9-6207-0571-7

出版日期：2021 年 2 月

作    者：张经纬

出 版 社：香港商务印书馆

《六合一统：中华帝国的崛起》

书    号：978-7-2181-4667-6

出版日期：2021 年 7 月

作    者：杨志刚

出 版 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1 年，上海博物馆的学

术出版持续发力。编辑出版了

《上海博物馆藏碑帖珍本丛刊

（第三、四辑）》《吴湖帆书

画鉴藏研讨会论文集》《周亚

吉金文集》等多部著作。

专著出版

《吴湖帆书画鉴藏研讨会论文集》

书    号：978-7-5479-2557-7

出版日期：2021 年 3 月

作    者：上海博物馆

出 版 社：上海书画出版社

《远上青山更一层：上海博物馆

文化交流成果汇编（第三辑）》

书    号：978-7-5479-2751-9

出版日期：2021 年 12 月

作    者：上海博物馆

出 版 社：上海书画出版社

《周亚吉金文集》

书    号：978-7-5732-0210-9

出版日期：2021 年 12 月

作    者：上海博物馆

出 版 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博物馆藏碑帖珍本丛刊

（第三辑）》

书    号：978-7-5479-2800-4

出版日期：2021 年 12 月

作    者：上海博物馆

出 版 社：上海书画出版社

本年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

于 2019 年出版的《孙慰祖玺印

封泥与篆刻研究文选》荣获“第

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唯一金奖

（理论研究方向）。该书是“上

海博物馆学人文丛”的开山之

作，为该文丛“旨在从一个侧面

呈现本馆的学术积累、传承发

展和创新突破”“展现博物馆

学人在学术追求上的沉潜弘毅”

的定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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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国六谈：一个神秘古国的文

化面孔》

书    号：978-7-5479-2734-2

出版日期：2021 年 10 月

页    数：181 页

出 版 社：上海书画出版社

《江南之魅：美给你看》

书    号：978-7-5586-2187-1

出版日期：2021 年 11 月

页    数：119 页

出 版 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博物之美：探秘中华文化》

书    号：978-7-5586-2186-4

出版日期：2021 年 11 月

页    数：119 页

出 版 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国之族：民族文物与工艺》

书    号：978-7-5325-9933-2

出版日期：2021 年 11 月

页    数：201 页

出 版 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1 年，上海博物馆立足

长三角地区，发挥上海区域文

化和传播优势，组织编写了两

本教材，使博物馆成为家庭与

课堂教育的延伸。

编写《上海博物馆无障碍

探索手册》，考虑特殊学生认

知特点的同时，鼓励自主探索。

向上海市浦东新区特殊教育学

校、上海市第四聋校、长宁特

殊职业技术学校、密云学校、

上海市聋哑青年技术学校等捐

赠共计 600 册。

教育读物出版

《乔玠生集·吴洽集》（古籍整理）

书    号：978-7-3091-5669-0

出版日期：2021 年 7 月

作    者：陈才

出 版 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瓷器中国》

书    号：978-7-5479-2661-1

出版日期：2021 年 8 月

作    者：陈克伦

出 版 社：上海书画出版社

《上海博物馆藏上海方志叙录》

书    号：978-9-8651-8623-4

出版日期：2021 年 9 月

作    者：陈才

出 版 社：花木兰文化出版事业有限

公司

《流动的金石：多维的蜀道摩崖》

书    号：978-7-5671-4319-7

出版日期：2021 年 10 月

作    者：陶喻之

出 版 社：上海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青铜器保护与修复》

书    号：978-7-5586-2109-3

出版日期：2021 年 12 月

作    者：张 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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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完成《上海文博论丛》第50辑、第51辑的编辑出版工作。

出版 6 期《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期刊。正式启动“双语工程中英文

长摘要”项目和“优先发表”项目。本年度，《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

被国际数据库 Scopus（Elsevier）收录，并获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文献中心“2016-2020 年最受欢迎期刊”奖及“2021 中国最具国际

影响力学术期刊”。

刊物出版

2021 年 3 月，学术期刊“走出去”专家委员会暨 Scopus 中国学

术委员会网站公布，由上海博物馆主办的期刊《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

（ISSN 1005-1538）入选 Scopus 数据库，这是该数据库内收录的首

份中文考古类期刊。

Scopus 是全球最大的文摘和引文数据库，数据库收录了来自全

球 5000 余家出版社的近 23,000 种来源文献，遴选标准及程序严格。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被其收录，表明刊物在学术水平和期刊出

版标准化、规范化等方面得到了国际同行认可，对进一步提升《文

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被 SCOPUS 数据库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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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上海博物馆继续开展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馆藏文物预

防性保护风险防控关键技术研发示范”、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上

海广富林遗址考古发掘及多学科合作研究”等十余项国家级科研项

目。推进馆级科研项目平台建设，完成 2017 年度馆级科研项目、

2020 年度馆级科研项目结项工作以及 2021 年度馆级科研项目立项工

作。完成 2019-2020 年度上海博物馆优秀学术成果评选。

研究发表

2021 年上海博物馆课题项目一览表

课题名称 主持人 项目属性 项目情况

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风险防控关键技术研发示范 吴来明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在研

上海广富林遗址考古发掘及多学科合作研究报告 陈杰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在研

文物知识聚合与传播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李峰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基于知识图谱的
文物知识组织和服务关键技术研发与示

范”子课题
在研

先秦时期青铜鼎制作技术的发展与演变 廉海萍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在研

上海博物馆藏东周有铭兵器研究 韦心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在研

丝绸之路出土缂织物调查、整理和工艺交流研究 于颖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在研

英国所藏夏商周青铜器的整理和研究 胡嘉麟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在研

玉器白化过程微量元素行为及其对产地溯源的影
响—以福泉山出土良渚文物为例

谷娴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青年基金项目 在研

典型有机酸性空气污染物对馆藏青铜文物腐蚀作用
规律及机理研究

周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结项

上海博物馆藏韐伯庆鼎研究 胡嘉麟 上海博物馆馆级科研项目一般项目 结项

上海博物馆藏上海方志叙录 陈才 上海博物馆馆级科研项目一般项目 结项

文物考古学视野下上海地区佛教与道教 徐汝聪 上海博物馆馆级科研项目一般项目 结项

丝绸之路上的佛教艺术交流
—上海博物馆藏佛教造像中的域外因素研究

师若予 上海博物馆馆级科研项目一般项目 结项

课题名称 主持人 项目属性 项目情况

上海博物馆“一带一路”专题研究信息管理系统 郁健琼 上海博物馆馆级科研项目一般项目 结项

福泉山遗址出土良渚玉器的材质及其与小梅岭相关
性的研究

谷娴子 上海博物馆馆级科研项目一般项目 在研

上海市奉贤区四团镇出土瓷器研究 王建文 上海博物馆馆级科研项目一般项目 在研

馆藏漆器内胎结构研究 丁忠明 上海博物馆馆级科研项目一般项目 在研

沪籍前贤别集经眼录 柳向春 上海博物馆馆级科研项目一般项目 在研

上海博物馆藏品数字化管理探索 龚玉武 上海博物馆馆级科研项目一般项目 在研

新时代博物馆文化传播的模式及策略研究
—以“江南文化艺术展”为例

冯羽 上海博物馆馆级科研项目一般项目 在研

袁樊典藏史研究 钟无末 上海博物馆馆级科研项目青年项目 在研

上海博物馆藏品保养和操作实践 赵岑韐 上海博物馆馆级科研项目青年项目 在研

新技术时代下的博物馆教育研究
—基于观众需求视角

顾婧 上海博物馆馆级科研项目青年项目 在研

珂罗版胶辊传统制作工艺的恢复
及其印刷适用性研究

曹军 上海博物馆馆级科研项目一般项目 立项

东馆图书馆建设及运行策略研究 陈才 上海博物馆馆级科研项目一般项目 立项

文物考古视野下的“从江南文化到海派文化的转型”
研究

陈凌 上海博物馆馆级科研项目一般项目 立项

探索古籍修复非遗技艺的传播与普及 陈宁 上海博物馆馆级科研项目一般项目 立项

上博藏大理国佛教造像的工艺与样式研究 师若予 上海博物馆馆级科研项目一般项目 立项

宋、明出土两款袍衫复制研究 于颖 上海博物馆馆级科研项目一般项目 立项

上海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定位、实施与未来发
展路径之探索—基于东馆新建项目的实践与思考

夏蓓蓓 上海博物馆馆级科研项目一般项目 立项

江西省宋元时期窑址调查、资料整理与研究 高义夫 上海博物馆馆级科研项目青年项目 立项

上海博物馆藏和刻本整理与研究 金菊园 上海博物馆馆级科研项目青年项目 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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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上海博物馆研究发表文章

《建设海洋强国的文化担当—在博物馆展现海洋文

化》，《大海就在那：中国古代航海文物大展图录》，

文物出版社，2021 年 11 月。

《文物在眼里、观众在心里—博物馆的新时代、新

气象、新作为》，《南博讲坛 2017 多样化的博物馆》，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 年 4 月。

《激发活力，提升能力，为建设博物馆强国而努力》，

《中国文物报》2021 年 12 月 7 日。

《马桥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考古学百年

史（1921-2021）》第二卷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 年 11 月。

《广富林遗址》，《考古队长现场说：中华何以五千年》，

三晋出版社，2021 年 7 月。

《明代文人篆刻的生成与印人的文化活动》，《中国

书法》2021 年第 8 期。

《丝绸之路上的货币》，《钱币学讲堂录》，河北人

民出版社，2021 年 4 月。

《大朝通宝及其相关问题》，《货币与王朝：国际视

野下钱币的影响与改变》，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1

年 8 月。

《女受鼎相关问题试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

年 3 月。

《噩金铸史》，《汉淮传奇：噩国青铜器精粹》，上

海书画出版社，2021 年 10 月。

《东晋“颜 ”六面铜印—兼及江南士族的用印风

尚》，《书法》2021 年第 1 期。

《小议北宋钱世瑞木质组印》，《书法》2021 年第 3 期。

《从自然流变到名家书风的主导—隋唐印风的形成

与演化》，《中国书法报》2021 年 4 月 6 日。

《明朱氏父子组印》，《书法》2021 年第 6 期。

《“停云”牙章—文人篆刻前夜的流光》，《书法》

2021 年第 12 期。

《上海博物馆藏京 盘札记》，《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21 年第 6 期。

《释堂、尝—从上海博物馆藏的三版甲骨卜辞谈起》，

《古文献整理与研究》第六辑，2021 年 12 月。

《关于早期龙泉窑青瓷的探索与研究》， 《天下龙

泉—龙泉青瓷与全球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文物出版社，2021 年 11 月。

《中国文人传统与 17 世纪江南文人生活》，《品物游

心—中国文人的生活与艺术》，上海书画出版社，

2021 年 9 月。

《从 “黑石号”出水瓷器、元青花等看海上陶瓷之路》， 

《澎湃 - 古代艺术》2021 年 8 月 25 日。

《瓷器中的文人“雅”与“趣”》，《解放日报 - 假

日悦读》2021 年 10 月 3 日。

《古代航海与中国贸易瓷》，《大海就在那：中国古

代航海文物大展》，文物出版社，2021 年 11 月。

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科学研究学术成果·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

《明代龙泉官窑问题的思考》，《天下龙泉—龙泉

青瓷与全球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2021 年 11 月。

《黑龙江克东县蒲峪路古城调查简记》（第一作者），

《北方文物》2021 年第 5 期。

《海上千年书画与文人画史的关系初探》，《万年长春：

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 年

6 月。

《< 畿甸观风图 > 卷作者考—暨以马氏父子为例析明

初上海与吴门画家间的互动及影响》，《万年长春：

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 年

6 月。

《浅析扬州画派的艺术及其时代》，《扬州画派特集》，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2021 年 6 月。

《大美无言中国画》，《人民日报》2021 年 10 月 5 日。

《回忆和继父徐森玉相处的日子》（第二作者），《世

纪》2021 第 2 期。

《追忆汪庆正先生碑帖金石学教诲》，《世纪》2021

年第 2 期。

《钱锺书诗友冒效鲁疑为卧底身份》，《世纪》2021

年第 5 期。

《我与冒氏家族因缘谈》，《〈围城〉中的董斜川：

冒效鲁传》，上海文化出版社，2021 年 8 月。

《一家人与一座岛》，《新民晚报》2021 年 9 月 16 日。

《问渠哪得清如胥》，《山水清音：胥力浦画集》，

2021 年 9 月 17 日。

《写生更写真：高剑父两画上海的爱恨情仇》，《师自然，

创艺境：岭南派宗师高剑父画稿及作品展暨论文集》，

香港理工大学，2021 年 9 月。

《意足不求颜色似：陈燮君的意象油画谈》，《上海美术》

2021 年第 4 期。

《艺坛清口：漫话杨忠明书画篆刻》，《书法导报》

2021 年 11 月 1 日。

《回顾沈尹默诗书交游雅集》，《西泠艺丛》2021 年

第 11 期。

《梅景书屋中的清宫旧藏书画》，《吴湖帆书画鉴藏

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 年 3 月。

《多元化的演进—上海近代美术史钩沉》，《万年

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集》，上海书画出版社，

2021 年 6 月。

《程十发收藏的陈洪绶书画》，《大观》2021 年第 8 期。

《十二月令花》，《书与画》2021 年第 6 期。

《“出塞”与“归汉”—图像、图式及其他》，《书

与画》2021 年第 1 期。

《鉴藏作为一种思想方式：王季迁 < 题画杂录 >》，《上

海书评》2021 年 7 月 21 日。

《东南之美—上海历代书画与鉴藏》，《收藏家》

2021 年第 8 期。

《元末至民初上海地区的书画鉴藏活动》，《大观》

2021 年第 9 期。

《“高斋隽友”的故事—胡可敏捐赠文房供石展侧

记》，《文物天地》2021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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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的风雅》，《品物游心 : 中国文人的生活与艺术》，

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 年 9 月。

《晚明江南的奢靡之风与家具消费》，《大匠之门》

2021 年。

《北美藏中国古玉器述略》，《收藏家》2021 年第 7 期。

《明清缂绣书画源流》，《丝理丹青：明清缂绣书画

展特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 年 5 月。

《丝理丹青·珍罕天工：上海博物馆明清缂绣书画特

展》，《大观》2021 年第 6 期。

《新疆鄯善耶特克孜玛扎墓地出土元代光腰线袍研究》

（第一作者），《文物》2021 年第 7 期。

《宋代缂丝工艺考辨—兼论馆藏 < 莲塘乳鸭图 > 缂

丝画工艺特征》，《南方文物》2021 年第 4 期。

《使命、担当、作为—上海博物馆的考古工作》，《中

国文物报·保护专刊》，2021 年 11 月 12 日。

《广富林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考古学百

年史（1921-202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年 12 月。

《上海青龙镇唐代铸造作坊遗址出土陶范的分析研究》

（第二作者），《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21 年第 5 期。

《上海市奉贤区四团镇出土瓷器整理与研究》，《水

下考古》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年 12 月。

《斯里兰卡贾夫纳地区海上丝绸之路史迹调查》，《中

国考古学年鉴 202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年

10 月。

《地下文物资源的保护困境及探索—以上海为例》

（第一作者），《文化遗产研究》第 4 辑，科学出版社，

2021 年 1 月。

《上海市奉贤区柘林良渚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

年鉴 202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年 10 月。

《3—6 世纪玻璃制品的东传与海上丝绸之路》，《文

化遗产视野下的海上丝绸之路—海帆寻踪》，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21 年 11 月。

《关于“传统与未来”的思考》（第一作者），《远

上青山更一层：上海博物馆文化交流成果汇编（第三

辑）》，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 年 12 月。

《X-CT 技术透视皿方 制作工艺》（第一作者），《江

汉考古》2021 年第 4 期。

《噩侯方 制作技术研究》，《汉淮传奇：噩国青铜

器精粹》，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 年 10 月。

《山东新泰周家庄墓地出土薄壁青铜容器制作特征分

析》（第二作者），《四川文物》2021 年第 3 期。

《上海青龙镇唐代铸造作坊遗址出土陶范的分析研

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21 年第 5 期。

《新型复合缓蚀剂对青铜文物的防腐蚀研究》（第一

作者），《中国腐蚀与防护学报》2021 年第 4 期。

《书画文物修复用纸老化性能的研究》，《中国文物

科学研究》2021 年第 2 期。

Effects on dyed silk of LED lamps used as a 

museum lighting sourse（第一作者）， Transcending 

B o u n d a r i e s :  I n t e g r a t e d  A p p r o a c h e s  t o 

Conservation ICOM-CC 19th Triennial Conference 

Preprints, 2021.5.

《清代牙雕宝塔的修复研究报告》，《收藏与投资》

2021 年第 3 期。

《3D 打印技术在北宋越窑青釉执壶保护修复中的应

用》，《上海视觉》2021 年第 2 期。

《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青花绣墩的考古修复新方法研

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21 年第 6 期。

《结合 3D 打印铸造的青铜器可拆卸式修复研究》，《文

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21 年第 3 期。

《中国青铜器纹饰的特点与规律》，《上海工艺美术

杂志》2021 年第 1 期。

《书画文物原装裱保护性修复—以 < 宋艳艳女史草

虫花蝶图卷 > 为例》，《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21

年第 5 期。

C o m p h o r  w o o d  u s e d  a s  a  m u s e u m  s t o r a g e 

material: an indoor air pollution source harming 

metallic objects（ 第 一 作 者），Recent Advances 

i n  E n v i r o nm e n t a l  S c i e n c e  f r om  t h e  E u r o-

Mediterranean and Surrounding Regions (2nd 

Edition), 2021.

《我国文博类基金会发展现状分析》（第二作者），《中

国博物馆》2021 年第 2 期。

Edo-period bronze mirrors: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a nd  c o n s e r v a t i o n  o f  t h e i r  r e f l e c t i v e  s i d e

（第一作者），Transcending Boundaries: Integrated 

Approaches to Conservation ICOM-CC 19th Triennial 

Conference Preprints, 2021.5.

《精湛技艺 妙手回春—上海博物馆古陶瓷修复传承

记》，《人民日报》2021 年 4 月 3 日。

《以年轻修复师的角度谈谈对修复事业的几点看法》，

《文物修复研究（2017-2018）》，中国文联出版社，

2021 年 6 月。

《上海博物馆馆藏唐寅山水图的修复》，《文物保护

与考古科学》2021 年第 3 期。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中央银行纸币印刷颜料无损研

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21 年第 3 期。

《试论铭文中反书、倒书等特殊书写形式的形成原因》，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 2021 年第 3 期。

《以史为鉴—化学科普中的人文素养教育》（第二

作者），《化学教育》2021 年第 20 期。

《上海市奉贤区四团镇出土瓷器整理与研究》（第二作

者），《水下考古》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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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ancient lime glazes and lime alkali 

g l a z e s - l i m i t a t i o n s  o f  s u r f a c e  a n a l y s i s，

Microchemical Journal, 2021.6.

Provenance Study of Ceramic Sherds Excavated 

from Qinglong Town Site during Tang and Song 

D yn a s t i e s  b y  C ompo s i t i o n  a n d  P e t r o g r a p h y 

Ana ly s i s , J ou rna l  o f  A r chaeo l og i c a l  S c ience : 

Reports 38, 2021.8.

P e t r o g r a p h i c  A n a l y s i s  o f  A n c i e n t  H i g h -

temperature Glazes and Inorganic Restoration 

Materials,tudies in Conservation, 2021.12.

Evaluation of display materials in Shanghai 

Museum: situation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and 

prospect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第一、二作

者 ）, Recent Advance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from the Euro-Mediterranean and Surrounding 

Regions (2nd Edition), 2021.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o f  c i n n a b a r  e x i s t i n g  i n 

different objects using portable coupled XRF-

XRD ,  l a b o r a t o r y-type  X RD  and  m i c r o-Raman 

spectroscopy: comparison of the techniques（ 第

一、 二 作 者 ）,pringer Nature Applied Science, 

2021(12).

《广富林遗址出土周代青铜器合金成分与金相分析》

（第一、二、五作者），《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 

2021 年第 1 期。

《杭州萧山老虎洞遗址出土青铜工具的金相分析及腐

蚀探讨》（第一、二作者），《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

2021 年第 4 期。

《清代莫晋绢本书法立轴的科学分析》，《文物保护

与考古科学》 2021 年第 2 期。

《彩色 3D 打印技术应用于古陶瓷修复的初步研究》（第

一、二、三作者），《河南博物院院刊》，大象出版社，

2021 年 7 月。

《青铜和陶瓷文物修复中环氧树脂粘结剂的脱除试剂

筛选研究》（第一、二、三作者），《文博学刊》

2021 年第 2 期。

《精诚所至，吉金坚永：上海博物馆青铜器修复与复

制技艺》，《中国文物报》2021 年 2 月 26 日。

《守正开新，珍瓷永宝：上海博物馆古陶瓷修复技艺》，

《中国文物报》2021 年 2 月 26 日。

《明正统 - 天顺青花大罐修复中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

实验研究》，《收藏与投资》2021 年 11 期。

《取精用弘：赴意开展激光清洗联合研究记略》，《远

上青山更一层：上海博物馆文化交流成果汇编（第三

辑）》，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 年 12 月。

《他山之石—美国盖蒂文物保护研究所技术交流

记》，《远上青山更一层：上海博物馆文化交流成果

汇编（第三辑）》，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 年 12 月。

《韩国书画文物的保护与修复》，《远上青山更一层：

上海博物馆文化交流成果汇编（第三辑）》，上海书

画出版社，2021 年 12 月。

《中国台湾地区书画修复用纸和传统手工造纸考察》，

《远上青山更一层：上海博物馆文化交流成果汇编（第

三辑）》，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 年 12 月。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地考察见闻与思考》，《远

上青山更一层：上海博物馆文化交流成果汇编（第三

辑）》，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 年 12 月。

《中意文化遗产保护修复合作交流活动小记》， 《远

上青山更一层：上海博物馆文化交流成果汇编（第三

辑）》，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 年 12 月。

《吴兴徐森玉先生年表》，《西泠艺丛》2021 年第 3 期。

《上海博物馆藏沪籍前贤文籍经眼录》，《天一阁文丛》

（第 18 辑），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 年 4 月。

《张廷济清仪阁旧藏文物之流散：以汉伏波将军虎符

为例》，《新美术》2021 年第 1 期。

《王大隆与徐恕两先生交恶事件述略》，《中国文化》

2021 年第 1 期。

《叶遐庵与王欣夫二三事》，《叶恭绰研究》( 第二辑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年 11 月。

《上海博物馆藏上海小志三种叙录》，《澳门文献信

息学刊》2021 年第 1 期。

《上海博物馆藏娄县方志叙录》，《汉籍与汉学》

2021 年第 2 期。

《陈启源 < 毛诗稽古编 > 序跋提要辑录》，《历史文献》

第 23 辑。

《从布衣到达官：唐英》，《上海文博论丛》第 50 期。

《古籍修复有一定的“理”，却没有一定的“法”—

以虫蛀病害修复为例》，《中国证券博物馆》2021 年

第 1 辑。

《端方行实考辨—附佚诗补辑》，《明清论丛》第

20 辑。

《文献库房空气污染物的危害及其防治》，《城建档案》

2021 年第 6 期。

《数字人文方法下的 < 山海经 > 色彩知识研究》，

《2020 年数字人文年会论文集》，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The Experimental Restoration of the Colour of 

Nanjing Brocade from China,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lour Association(AIC)Conference 

2021.

What County-level Factors Influence COVID-19 

Incid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Findings from 

the First Wave of the Pandemic（第三作者）,Cities, 

2021.7.

Destructive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Interpreting 

Authenticity in the Shuidong Reconstruction 

Project, Huizhou, Guangdong Province（ 第 一 作

者）,Built Heritage, 2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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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博物馆教育传播效果—基于上

海博物馆微信公众号的实证研究》（第一作者），《博

物馆管理》2021 年第 2 期。

《博物馆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活动实践探索—

以“手工宣纸”活动为例》，《科学教育与博物馆》

2021 年第 4 期。

《博物馆教育的文化传播担当》，《全媒体时代下的

传播新力量—中国博物馆协会名人故居专业委员会

2020 年年会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年 10 月。

《走梭行针，运丝之理—探营上海博物馆“丝理丹青：

明清缂绣书画特展”》，《上海工艺美术》2021 年第 4 期。

《噩国青铜器里“洪流”奔腾》，《解放日报》2021

年 12 月 30 日。

《后疫情时代，博物馆的形状》，《上海艺术评论》

2021 年第 6 期。

P e t r o g r a p h i c  A n a l y s i s  o f  A n c i e n t  H i g h -

Tempe r a t u r e  C e r am i c  G l a z e s  a n d  I n o r g a n i c 

Restoration Materials（ 第 五 作 者 ）,Studies in 

Conservation, 2021.12.

《万事“如意”》，《中国之翼》2021 年第 1 期。

Graph elements of banknot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detection and recognition based on deep 

learning algorithm（第二作者），第二届信息技术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国际会议论文（ICIBA2021），2021

年 11 月。

《品味经典：“美术的诞生：从太阳王到拿破仑—巴

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珍藏展”》，《上海文博论丛》

第 51 期。

《书苑猎真》，《上海文博论丛》第 51 期。

《浅谈境内借展工作中文物的安全保护》，《文物鉴

定与鉴赏》2021 年第 15 期。

《六朝铭文砖的类型研究—以南京地区为例》，《文

物鉴定与鉴赏》2021 年第 13 期。

《博物馆未来发展趋势与策略》（第一作者），《科

普蓝皮书—中国科普基础设施发展报告（202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年 10 月。

《春风拂过“江南文化讲堂”》，《红蔓》2021 年第 6 期。

《整理复旦大学藏甲骨的一些收获》，《第七届中国

文字发展论坛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21 年 5 月。

《古字新识（十三）：说“邦”“国”》，《书与画》

2021 年第 1 期。

《古字新识（十四）：说“保”“育”》，《书与画》

2021 年第 2 期。

《古字新识（十五）：说“凤”“朋”》，《书与画》

2021 年第 3 期。

《古字新识（十六）：说“美”“好”》，《书与画》

2021 年第 4 期。

《古字新识（十七）：说“世”“易”》，《书与画》

2021 年第 5 期。

《古字新识（十八）：说“无”“亡”》，《书与画》

2021 年第 6 期。

《古字新识（十九）：说“乌”“於”“于”》，《书

与画》2021 年第 7 期。

《古字新识（二十）：说“月”“夕”“肉”》，《书

与画》2021 年第 8 期。

《古字新识（二十一）：说“夏”》，《书与画》

2021 年第 9 期。

《古字新识（二十二）：说“朝”“暮”》，《书与画》

2021 年第 10 期。

《古字新识（二十三）：说“中”“外”》，《书与画》

2021 年第 11 期。

《古字新识（二十四）：说“卒”“终”》，《书与画》

2021 年第 12 期。

《浅析博物馆文创的价值与功能特性》，《中国博物馆》

2021 年第 3 期。

《十五世纪景德镇官窑瓷器的梵文书写》，《美成在久》

2021 年第 1 期。

《千年画卷重现上海文脉》，《中国收藏》202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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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 译

《品物游心：中国文人的生活与艺术》，上海书画出

版社，2021 年 9 月。

专 利

一种丝织品文物用水基清洗剂及其制备和清洗方法（发

明专利）（专利号：ZL201910456744.7），罗曦芸（第

一发明人），2021 年 6 月 4 日。

一 种 青 铜 器 铸 造 模 拟 实 验、 文 物 复 制 用 的 模 范

制 作 制 具 的 制 作 方 法（ 实 用 新 型）（ 专 利 号：

ZL202020936228.2），张凯、廉海萍，2021 年 3 月 19 日。

一种民俗文化全自动打铁花及铁屑回收系统（实用新

型）（专利号：ZL202021330281.4），张凯、廉海萍，

2021 年 4 月 13 日。

文 物 抢 救 应 急 工 具 箱（ 实 用 新 型）（ 专 利 号：ZL 

202121008149.6），黄河、张凯、吴来明、裔传臻，

2021 年 12 月 10 日。



考 古 发 掘

S H A N G H A I  M U S E U M

根据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课题、“海丝”申遗和上海市文物

局的部署，2021 年，上海博物馆对福泉山遗址、柘林遗址、青龙镇

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并参与实施上海市地下文物埋藏区勘探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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柘林遗址 2020 年度发掘执照

福泉山遗址考古发掘属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长江下游

文明模式研究”课题，旨在以聚落考古方法为指导开展田野考古工

作，在扎实工作的基础上进而探讨区域文明的发展模式及其在中国

文明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福泉山遗址的考古发掘是一项长期工作，

2021年度福泉山遗址发掘经国家文物局批复，发掘证照考执字（2021）

第（108）号，领队陈杰，批准发掘面积 600 平方米。 

发掘工作于 2021 年 9 月启动，发掘区位于福泉山遗址西北部的

堰西台地，紧邻 2020 年度发掘区的西部和南部。截止 2022 年 1 月，

发掘面积 537 平方米。发现宋元、周代、良渚时期文化层，共清理

各时期灰坑 48 个，水井 8 个，灰沟 2 条，周代墓葬 5 座。出土遗物

有瓷器、陶器、石器及残损铜构件等。

福泉山遗址作为上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心性遗址，是探

索该区域文明模式的关键，本次发掘将为福泉山堰西台地良渚文化

土台结构、墓地分布、葬具研究提供更多材料。

柘林遗址考古发掘属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长江下游文明

模式研究”课题，2021 年度的发掘工作是 2020 年度项目的延续。发

掘证照考执字（2020）第（138）号，领队黄翔，执行领队郑秀文，

实际发掘面积 1000 平方米。发掘工作于 2021 年 7 月中旬完成田野

工作，2021 年 6 月市文物局进行了现场检查，2021 年 11 月完成验收。

此次柘林遗址发掘区位于 2018 年度发掘区的南部，在 2018 年

度考古发掘的基础上，进一步摸清了墓地的范围和营建工艺，对柘

林遗址的功能分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此次发掘为推进课题研究提

供小型聚落的考古学的材料，从聚落形态、聚落选址、人地关系等

角度为课题研究提供样本。

福泉山遗址考古发掘 柘林遗址考古发掘

福泉山遗址 2021 年发掘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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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龙镇遗址 2021 年发掘执照

上海市地下文物埋藏区调查是上海市文物局组织的考古基础性

工作，上海博物馆作为参与单位，对考古勘探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2021 年度完成了查山遗址考古勘探第一阶段成果的审核，初步确认

了遗址的范围和堆积状况，为后续遗址保护规划的编制提供支撑，

第二阶段工作正有序推进。

上海市地下文物埋藏区勘探

青龙镇遗址的考古工作已纳入上海十四五规划纲要，2021 年度

的工作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青龙镇遗址进行的全面考古勘探，

二是对青龙镇遗址已知重要地点进行的考古发掘。

勘探工作于 2021 年 7 月中旬开始，至年底基本完成田野工作，

进入报告编写阶段。此次青龙镇遗址考古勘探是为了持续推进青龙

镇遗址考古和保护工作，为编制遗址保护规划提供科学依据。勘探

工作范围约8.9平方公里，初步确定了遗址地下文物埋藏的分布范围，

为今后的考古发掘、研究、保护与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此次青龙镇遗址考古发掘经国家文物局批复，发掘证照考执字

（2021）第 109 号，领队王建文，计划发掘面积 800 平方米。发掘

工作于 2021 年 10 月启动，此次发掘旨在探寻当时的港口与码头设

施，充实青龙镇遗址的文化内涵，为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

产提供基础材料。选择通波塘与青龙江交汇处的两个地块进行发掘，

发现多组连续叠压的建筑基址以及水井、灰坑、灰沟等遗迹，出土

大量两宋时期的陶瓷器，对于探索青龙镇北部的市镇布局与贸易有

重要价值。

青龙镇遗址考古勘探及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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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建设工程项目用地中可能存在的地下文物埋藏，排摸文

物情况，评估建设工程对地下文物安全的影响，受上海市文物局委托，

上海博物馆在 2021 年度对 4 处工程建设项目进行抢救性考古调查、

勘探及清理工作。

先后完成姚家圈遗址、吴淞江工程（上海段）新川沙河段、王

昶陆伯 家族墓地、西漾淀遗址等 4 项考古勘探工作，勘探总面积

25.18 万平方米。这些抢救性考古工作为主管部门的决策提供了科学、

详实的依据。

除此以外，还有部分零星的抢救性考古调查和清理工作，先后

完成浦东前滩公园东墓葬等明清墓葬的抢救性清理，极大地支持了

各区文物保护工作。

抢救性考古工作

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科学研究

西漾淀遗址考古勘探

姚家圈遗址勘探

陆伯 家族墓勘探

浦东前滩友诚公园东明清墓葬清理王昶家族墓勘探

吴淞江航道整治工程新川沙河段考古勘探



交 流 合 作

S H A N G H A I  M U S E U M



人 员 交 流

S H A N G H A I  M U S E U M
2021 年，上海博物馆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博物馆馆长、专家、

研究人员与合作机构的交流，在国际平台积极发声，参加国际博物馆

馆长比佐团体（Bizot Group）、巴基斯坦拉合尔博物馆、上海大学

国际博物馆研究与交流中心（ICOM-IMREC）等视频会议；开展科

学研究、文物修复、新技术应用、虚拟展示等线上合作交流。

与巴基斯坦拉合尔博物馆线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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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5 日下午，上海博物馆举办第五期青年沙龙暨出境学习交

流人员汇报会“Hello 十四五”。汇报会上，六位发言人分享了 2019

年至 2020 年期间赴境外参加学习交流的心得体会。

工艺研究部于颖和保管部尤然在 2019 年参加了香港中文大学文

物馆承办的主题为“展览策划与典藏管理”的北山堂基金会第六届

博物馆专业交流项目。于颖以“展览策划与典藏管理”为题，介绍

了在香港聆听专家专题课程、参与互动研讨和微型主题展览方案策

划实践和评估，分享了后期赴日本博物馆机构中参观和交流的所学

所悟。

考古研究部王建文于 2019 年 7 月赴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参加了

“2019 年博物馆界学者研究项目”，对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的

中国陶瓷器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同时在参观新安沉船过程中，通过

比较太仓遗址出土的瓷器，对新安沉船的始发港有了全新的推测。

保管部赵岑 以“作为文化中枢的博物馆：传统与未来”为题，

回顾了 2019 年 9 月赴日本京都参加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第二十五届

大会”。赵岑 作为发言代表，介绍了国际博协大会的基本情况和

此行交流考察的成果，并通过交流会上一项 V&A 的“藏品与研究中心”

东馆筹建计划延伸探讨了“人”与博物馆藏品的关系，以及馆藏文

物如何开放共享的话题。

第五期青年沙龙暨出境学习交流人员汇报会

文物保护科技中心徐方圆以“文化保护需要依靠科技”为题进

行了分享。在上海博物馆与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文化遗产保护修复

研究所（CNR-ICVBC）签订的《科学合作框架协议》下，2019 年 11

月，文物保护科技中心周新光、徐方圆二人赴意大利，围绕文物诊

断技术（高光谱分析）和文物预防性保护为主题与意方开展技术交

流，看到了意大利在文物保护科技领域的最新发展。针对已经到来的

“十四五”，国家文物保护科技应当在“防、修、保、管、用”五个

方面进行发力。

考古研究部章灵就 2019 年斯里兰卡考古整理工作进行了汇报。

2018 年上海博物馆与斯里兰卡文化基金首次合作，对贾夫纳阿莱皮

蒂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2019 年 12 月中下旬，上海博物馆考古部、

陶瓷部、文保中心、出版摄影部一行 6 人赴斯里兰卡，开启中斯联合

工作的第二轮，进行了考古资料整理、器物拍摄、科技分析及田野调

查，并在回国后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考古研究部周云受北山堂利荣森交流项目的资助，于 2020 年 1

月出发前往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进行为期半年的研修活动。因受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研修时间缩短，但收获并不少。周云分享了

亲身参与该馆运营、策展、公众教育等活动的体验，以及不同类型主

题展的观展心得，包括当地疫情爆发后该馆着手开展的线上活动。

杨志刚馆长指出，第十四个五年计划中明确提出，到 2035 年我

们要建成文化强国。博物馆的工作与文化强国的工作是紧紧关联的，

博物馆要起到引领作用。文化强国是诞生于比较之中的，经过在外的

学习和交流，看到了中外博物馆在各个方面的对比。六位发言人能立

足本职工作，为上博“十四五”规划献计献策，十分值得肯定。当下

疫情特殊时期，短期内无法前往海外进行学习和交流，但可以尝试用

不同方式来继续国际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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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4 日至 11 月 26 日，举办第三期“博物

馆里的教师”专题培训班，参与学员包括来自近

十家文博机构的教育工作者和来自中小学校、青

少年活动中心、教研室近四十名历史、美术、自然、

数学等多学科的一线教师。本次培训班邀请文博、

教育领域专家授课，为博物馆从业者、专业教师

提供讨论、研究和分享的平台，为博物馆教育发

展赋能，聚焦博物馆教育资源的利用，推动馆校

合作机制下的交流与共享。

“双减”政策后，作为校外活动场所的博物馆，

更应为学生开拓视野、全面发展、实践锻炼提供

“博物馆里的教师”培训班

人员交流·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

重要平台，让学生群体更好地利用博物馆文化资

源，满足其了解历史与艺术、感受美与智慧的需求，

这是上海博物馆长期专注的重要工作。

2021 年上海博物馆境外来宾接待情况一览表

日 期 国家或地区 团名或职务 人数

1/5 多个国家和地区 希腊总领事夫人及多国在沪领事配偶 25

1/6 新加坡 新加坡驻沪总领事团 35

1/6 韩国 韩国总领事及韩国文化院院长 4

1/7 新加坡 新加坡驻沪总领馆及在沪新加坡企业团 18

1/10 新加坡 在沪新加坡企业代表 2

1/13 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驻沪总领事 2

1/28 土耳其 土耳其驻沪总领事 3

1/29 美国 美国驻沪总领事 3

3/18 斯洛文尼亚 斯洛文尼亚大使团 7

4/14 法国 法国驻华大使 Laurent BILI 罗梁 5

5/14 中国香港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4

6/1 中国澳门 澳门记者代表团 25

6/27 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 华侨大学港澳台侨同学研习营 27

7/8 英国 英国驻华大使吴若兰 7

7/15 中国香港、中国澳门 上海市文旅局港澳大学生暑期文化实践团 25

7/20 中国台湾 上海市作协“两岸青年文学之旅”团 22

10/18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学论坛 108

10/22 中国台湾 上海市文旅局情系青春两岸青年交流团 45

10/29 荷兰 荷兰驻沪总领馆 5

10/31 葡萄牙 葡萄牙大使 3

12/1 法国 之禾卡纷集团 3

12/9 法国 卡地亚中国首席执行官 Guillaume Alix 3

外事接待

2021 年，因疫情持续影响，外事交流缩减，全年总计完成境外来宾（含国际及港澳台）接待 22 批次，

381 人次。在国际人员往来受限的情况下，完善与使领馆的交流沟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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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希腊领事协调展览

中国学论坛代表参观梁振英参观展厅

多国在沪领事配偶参观展厅

接待土耳其总领事

接待葡萄牙大使“情系青春”两岸青年交流活动



合 作 共 建

S H A N G H A I  M U S E U M
2021 年，上海博物馆持续发挥自身优势，推进行业内合作共建。

年内，与日本九州国立博物馆签订学术与文化交流协议书，与香港故

宫文化博物馆签署合作意向书；代表上海市博物馆协会与吉林省博物

馆协会、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签订“博物馆红色文创战略合作协议”；

与上海市松江区博物馆、奉贤区博物馆、嘉定博物馆分别签订合作框

架协议，助力五大新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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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日本四大国立博物馆之一，九州国立博物馆拥有丰富的藏

品，以展现从古至今日本文化的形成过程。自 2005 年开馆至今，九

州国立博物馆受到越来越多观众的喜爱。上海博物馆与日本九州国立

博物馆的友好交往由来已久。2010 年，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千年

丹青—日本中国藏唐宋元绘画珍品”特展中，九州国立博物馆曾慷

慨出借展品。2019 年，上海博物馆携文物参加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

组织的在九州国立博物馆展出的“三国志”特展。 2020 年初，九州

国立博物馆馆长岛谷弘幸拜会了杨志刚馆长，经友好会谈，双方均希

望能够正式建立两馆友好合作关系，便于今后更好地在人员交流、项

目协作等方面加强友好合作。经协商，双方于 2021 年 1 月正式签订

了《学术与文化交流协议书》，为两馆合作开启新的篇章。

8 月 30 日，沪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举行。

会上，沪港双方就 13 个范畴的合作方向达成共识。在香港特区行政

长官林郑月娥率领的港方代表团与上海市市长龚正率领的沪方代表

团的见证下，上海博物馆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签署合作意向书。

双方同意今后在藏品保护、展览策划、学术研究、社会教育、博物

馆管理等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并进行博物馆专业人员的交流培训

与互访。双方将通过高水平、深层次的合作，更好地惠及两地民众，

深化两地文化交流互鉴，共同服务国家改革发展大局。

与日本九州国立博物馆签订学术与文化交流协议书 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签署合作意向书

合作共建·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 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交流合作



公 共 服 务

S H A N G H A I  M U S E U M



开 放 服 务

2021 年，上海博物馆严格按照上级部门部署，落实网上实名制

预约、验“两码一证”和行程卡、测温、戴口罩、限客流等一系列常

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并动态调整每日接待量限额。在实施全员预约的

同时，通过现场自助预约设备及服务点，帮助有困难的人群跨越“数

字鸿沟”，在服务中体现上博的“人情温度”。现场预约服务点全年

帮助 50,661 位观众获取健康码，为 1,169 名观众填写健康承诺书。

2021 年， 上 海 博 物 馆 共 计 开 放 316 天， 观 众 总 人 数 为

880,457 人次，同比增长 46%，其中未成年人 149,614 人次，

外宾 6,477 人次。

全年为观众寄物 37,437 件次，接听各类电话 13,654 次，收

到观众留言 351 份。

S H A N G H A I  M U S E U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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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观众参观情况一览表

11 月2 月 4 月 6 月 8 月 10 月1 月 3 月 5 月 7 月 9 月 12 月

成人
( 万人次 )

学生
( 万人次 )

外宾
( 万人次 )

绿道
( 万人次 )

月总计
( 万人次 )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5 月 15 日，

由上海市博物馆协会、上海博物馆联合主办的“百

年风华—喜迎建党百年博物馆奇妙夜”在上海

博物馆举办，为即将到来的“5·18 国际博物馆日”

奏响红色序曲。活动当日，为期 3 个月的“百年

风华—红色文创展销季”也在上海博物馆文创

商店正式启动。

1921 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上海成为

党的初心始发地和中国的红色起点。独特的近代

城市格局和历史文化让这座城市成为了中国革命

红色基因的发源地，红色场馆众多、红色文化资

源丰富。红色文化主题活动“百年风华—喜迎

建党百年博物馆奇妙夜”分为“星火初燃”“星

百年风华—喜迎建党百年博物馆奇妙夜

与上年度观众人数情况对比表

外宾成人 ( 中宾 ) 学生 ( 儿童 )
0

50

100

25

75

2020 年
( 万人次 )

2021 年
( 万人次 )

71.64

51.20

7.63

14.26
0.96

0.65

火燎原”“星火传承”“初心永存”四个篇章。

上海博物馆、上海歌剧院、上海鲁迅纪念馆、陈

云纪念馆等参演单位分别以情景党课、红歌联唱、

诗歌朗诵、红色访谈等形式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

场精彩生动的红色文化体验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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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的未

来：恢复与重塑”。随着国内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

上海博物馆在“5·18 国际博物馆日”期间推出多

项活动，通过探索传播新模式，以适应新时期博

物馆的发展要求。

本年度“5·18 国际博物馆日”，上海博物馆

特别推出了博物馆日展厅主题导览。导览带领观众

走近青铜、钱币、玉器、印章几类文物，深入挖

掘文物内涵及历史文化背景，从更为专业和特别的

视角对文物进行解读，多维度赏析古代文物精华。

上海博物馆青年志愿者讲解队导览活动则是

上海博物馆青年志愿讲解队首次亮相。讲解队取

名“博文致众”，寓意博文物知识，致公众服务，

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3月，上海博物馆针对少儿群体推出了两版《少

儿导览探索手册》，其中，建议 5-8 岁使用的儿

童版，主题是“博物馆里的形形色色”；建议 9-13

岁使用的少年版，主题是“博物馆里的奇思妙想”。

手册的图案以手绘而成，颜色明快亮丽、文

物形象生动，以符合小朋友们的审美趣味；手册的

语言通俗易懂，文物旁不仅标有年代、还配有简

单的文字介绍，适应小朋友们的认知水平与知识

储备；手册里的互动小环节丰富多样，每件文物

都有相关的趣味小知识、小故事，并有引导小朋

友进一步参观展厅的提示语言和问题，以及填色、

绘画等区域，以期启发小朋友们的探索兴趣和深

入思考。

手册共制作纸质版 6 万份，于一楼中心服务

台供观众免费取阅；并在上海博物馆官网、官方

微信公众号上提供免费线上资源下载。

“5·18 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 《少儿导览探索手册》

致力于打造一支服务到位、不断成长的青年志愿

者队伍。目前讲解队共有来自全馆各部门的青年

37 人，今后将持续与公众分享文物知识，解说博

物馆背后的故事。

同时，配合“第三十一次全国助残日”，上

海博物馆面向听障人群，推出系列手语主题导览。

本次主题导览线上课程主要面向青少年听障群体

和有需要的成年观众设计，每条视频均配备手语

翻译，为听障人群的参观提供便利。上海博物馆

结合自身馆藏特色，以主题路线的形式，精选在

展文物，期待帮助听障人士自主探索博物馆，领

略中国古代艺术的魅力，探寻文物的艺术和历史。

此次手语主题导览，面向特殊群体提供博物馆教

育服务，将成为特殊教育学校的延伸和补充，是

上海博物馆践行“人人都能享有品质生活”理念

的又一次重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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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进 社 区

S H A N G H A I  M U S E U M

为迎接 2021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6 月

8 日，“非遗点亮生活—上海博物馆文物修复

技艺专场活动”在徐汇区 66 梧桐苑·邻里汇开幕。

本次活动由上海博物馆、徐汇区文旅局、天平街

道主办，区非遗办承办，上海博物馆党委委员、

副馆长陈杰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

本次活动为上海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首次“组团”走进社区。上海博物馆在天

平街道开展为期一周的文物修复技艺展示及四场

讲座与体验课。活动汇集了上海博物馆古陶瓷修

复技艺、青铜器修复与复制技艺、古书画装裱修

复技艺、古家具修复技艺四个非遗项目，通过修

复作品展示、讲座、互动体验等形式，带领市民

们走近这些传统技艺，看修复师如何化腐朽为神

奇，重现文物之往日芳华。

非遗代表性项目首次“组团”进社区

活动启动仪式上，陈杰副馆长表示，传统技

艺在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代社会中继续发展，融古

开新、拥抱科技是必然的选择，也是知易行难的

征程。上海博物馆在 1960 年设立了文物保护与科

技考古实验室，2015 年成立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

在传统技术和当代科技的融合上进行了一些成功

的实践，如“3D”打印、激光清洗等，欢迎市民

朋友以后有机会来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

参观。本次活动也是上海博物馆党组织践行“人

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围绕党史学习教育开展的

“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希望通过丰富的活动

把上博的文物修复技艺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并

让大家在活动中感受到快乐与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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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珂罗版书画复制技艺”传承人多

次走出上海博物馆，深入企业和社区，宣传非遗

项目。8 月 20 日，在外滩友邦大厦举办“友邦保

险 X 上海博物馆·IP 合作分享会”，主题为珂罗

版书画复制技艺。11 月 9 日，在华阳路街道进行

珂罗版书画复制技艺授课和印刷体验活动。11 月

24 日，在新华街道进行珂罗版书画复制技艺宣传

和体验活动。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上海博物馆

馆员、珂罗版书画复制专家曹军，为参与者介绍

珂罗版的发展历史、在上海博物馆的传承历史以

及珂罗版制作的流程。此外分享传承工作中的经

历和趣事。现场带去了用珂罗版书画复制技艺复

“珂罗版书画复制技艺”进社区

仿的唐寅《秋风纨扇图》、弘一法师《知止》、

陈洪绶《湖石水仙图》作为展示，并且发放了珂

罗版宣传手册。活动气氛热烈，参与者互动积极，

对珂罗版实际操作体验充满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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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进 校 园

S H A N G H A I  M U S E U M

9 月 23 日，上海博物馆“古代家具修复技艺”

非遗项目的传承人马如高带领徒弟贾涛、王昱文

与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徐方圆，第一次

走进徐汇区教育学院附属实验小学，与师生一起

进行了一场关于出土漆木器保护与明清家具榫卯

的体验活动，宣传古代家具修复技艺非遗项目。

非遗团队带来十余件各类传统榫卯模型，通

过拆与装的环节，让同学们从实践中感受中国传

统榫卯的有趣之处，在上手操作的过程中，体会

传统技艺项目中的工匠精神；此外，通过展示各

类珍贵木材标本，观察不同的木材，运用简单实

用的简易鉴定小技巧，让同学们能够分辨出大叶

紫檀与小叶紫檀的区别。活动尾声通过问答形式，

普及了关于家具修复与出土文物保护的知识。

非遗项目进校园

在此后的一个多月中，“青铜器修复与复制

技艺”“古陶瓷修复技艺”“古书画装裱修复技艺”

非遗团队带领原本神秘的文物修复技艺分别走进

中小学校，让学生在体验这些非遗项目的同时，

感悟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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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4 日，“古代家具修复技艺”非遗进学校活动（上海市徐汇区教育学院附属实验小学）

11 月 19 日，杨蕴为学生作古陶瓷修复知识讲座
（上海中学）10 月 29 日，“古书画装裱修复技艺”非遗进学校活动（上海信息管理学校）

10 月 13 日，“青铜器修复与复制技艺”非遗进学校活动（梅园中学）

10 月 20 日，“古陶瓷修复技艺”非遗进学校活动
（上海城建学院）

走进校园·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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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1 日，上海博物馆在上海市盲童学校小

礼堂为视障学生带来了主题为“齐心协力，体验

非遗”的体验活动。

活动一共有三个环节。第一环节，同学们两

两分组进行触摸体验立体的青铜器和平面的雕版。

全盲的同学读盲文帮助低视同学迅速了解青铜器

以及雕版，然后低视同学协助全盲同学触摸了解

青铜器。在第二个环节中，展示了卷轴装、蝴蝶

装册页和线装古籍。同学们运用课堂知识回答三

种古籍的年代顺序，每人都获得了蝴蝶样式的书

签小礼物。随后，同学们自己动手，将书页按照

正确的方法用固体胶粘合起来，再给粘合好的书

赴盲童学校开展体验教学活动

页贴上封面，完成一本蝴蝶装的制作。最后，大

家一起了解中国四大发明中的印刷术和造纸。低

视同学体验古代的印刷，经过多次尝试最终都获

得了让自己满意的作品。同时，全盲学生则认识

了造纸的环节，工作人员交给全盲同学在造纸环

节中的各种材料，认识从原始的木材到纤维纸药，

体会造纸过程中复杂的工序。

体验活动中，同学们零距离接触了青铜器、

古书籍以及印刷器具，了解这些物品背后承载的

历史底蕴，感受中华民族非遗的魅力。

走进校园·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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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上海博物馆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朱

诚带领由上海博物馆图书馆负责人和员工组成的

志愿者团队，在上海市第四聋哑学校开展主题分

别为“嗨，古籍中的神兽你好”和“看得见的声音”

两场非遗体验活动。

在活动过程中，朱诚向同学们介绍了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并表示，此次活动既很有

意义，也很有意思。有意义，体现在传播了优秀

传统文化，有助于同学们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

有意思，体现在通过生动活泼的形式，激发了同

学们的兴趣，尤其是对于特殊儿童来说，这些课

堂上学习不到的知识，有助于他们进一步接触世

界，缩小他们与社会的距离。

志愿者们借助“PPT”讲述了相关的基础知识，

赴第四聋校举办非遗体验活动

并手把手地辅导孩子们动手体验。每一位同学都

在志愿者和老师的帮助下，亲手制作了一本属于

自己的经折装书籍，并且通过雕版印上不同的图

案，直观地感受到艺术之美和文化之魅。

上海博物馆携手长宁区特殊职业技术学校，

以承办“爱让梦想成真”系列活动的形式，为特

殊青少年搭建展示才艺的舞台，带领着来自特殊

职业技术学校的老师同学们进行一场青铜艺术之

旅。同学们还以大克鼎为灵感，用自己的独特方

式合力创造了一件独一无二的文创作品。

上海博物馆的老师贴心地为孩子们提供了大

克鼎的复制品，让大家用指尖去感触大克鼎的纹

饰，领略这神秘繁复的花纹触感。在专业老师引

导下，同学们选择了传统中式的水墨为载体，纹

章篆刻为装饰，进行大克鼎的“再创作”，以中

国传统的绘画方式，创作出全新的作品。

这一次文创体验活动不但让同学们尽情发挥

了自己的创造力，也助力了特殊青少年文创孵化

基地的进步，获得了同学以及老师、家长们的交

携手长宁特殊职校打造文创体验活动

口称誉，对于推动文创教育多方发展别具意义。

同时，本次活动也是绘画疗法的一次成功实践，

绘画疗法被广泛应用于心理干预的临床实践，有

力促进心理成长，并带来生活状态的改变。对于

来自特殊职业技术学校的孩子们来说，艺术创作

也正是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的绝妙舞台。

走进校园·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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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博物馆进校园示范项目为国家文物局

第二批博物馆进校园示范项目之一，通过示范项

目加强长三角地区博物馆的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

深化长三角地区博物馆与中小学校长效合作机制，

促进博物馆资源融入教育体系，全面提升博物馆

教育功能。

截至 2021 年底，上海博物馆已完成长三角博

物馆进校园系列教材的出版，该系列教材由小学

版《博物之美·探秘中华文化》、初中版《江南

之魅·美给你看》组成，以强化学生发展核心素

养的文化底蕴以及德育、美育教育为教学目标，

长三角博物馆进校园示范项目

对标中小学不同学段、学科“课程标准”进行课

程研发及实施。为进一步推进馆校合作工作，已

在上海市 6 所中、小学校开展了各式主题性博物

馆进校园活动，将教材知识立体化呈现，让学生

在实践过程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

上海博物馆向各长三角博物馆征集进校园教育案

例，形成“长三角博物馆进校园特色教育案例汇编”

手册，进一步落实示范项目核心内容，服务长三

角一体化国家战略 , 促进长三角博物馆资源互通、

协同发展。

“从陶器到瓷器：千年的传承与创新”公开课（上海市
文来实验学校 )

“从陶器到瓷器：千年的传承与创新”主题课（徐汇区青
少年活动中心）

“古人热爱的体育运动”课程（杭州萧山区任伯年小学 )

“陶与瓷：合唱土与火之歌”课程（复旦大学附属徐汇实
验学校）

陶与瓷：合唱土与炎之歌（徐汇爱菊小学）

“古人最爱的清凉一夏”（市光新村第一小学）

走进校园·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



教 育 活 动

2021 年，上海博物馆共举办公众讲座、工作坊、艺术欣赏等

线 下 教 育 活 动 312 场， 参 与 人 数 15,545 人 次， 其 中 未 成 年 人

4,165 人次；开展线上教育活动 300 场；开展公众讲解 626 场，

服务观众 11,685 人次。

S H A N G H A I  M U S E U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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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上海博物馆教育活动情况一览表

时间 项目 系列 活动名称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及职称

1 月 3 日 讲座 宝历风物
透视黑石号—唐与大食间的陶
瓷技术交流及深远影响

郭学雷 深圳博物馆副馆长

1 月 9 日 讲座 宝历风物 长沙窑及其外销 李建毛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1 月 9 日 讲座 宝历风物 唐青花的故事 刘朝晖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

系教授

1 月 16 日 讲座 交通中西 中国记忆中的丝绸之路 葛承雍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

1 月 17 日 讲座 交通中西
胡人的眼睛：唐诗与唐俑互证的
艺术史

葛承雍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

1 月 27 日 工作坊 节日活动 玉虎威威

1 月 27 日 工作坊 节日活动 跑来跑去的小老虎

3 月 26 日 讲座 上博讲坛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新考 单国霖 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

4 月 23 日 讲座 上博讲坛 硬木家具的兴起与晚明陈设之风 刘刚
上海博物馆工艺研究部研

究馆员

4 月 28 日 讲座 开放的艺术 清代宫廷绘画的西风东渐 李天垠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研究

馆员

5 月 21 日 讲座 丝理丹青 中国古代织绣画艺术的鉴识 严勇
故宫博物院宫廷部主任、

研究员

5 月 23 日 讲座 交通中西 “一带一路”与中国传统纹饰 沈沉 东华大学服装系副教授

5 月 27 日 讲座 丝理丹青 宋元时期缂绣书画对明清的影响 朴文英 辽宁省博物馆研究员

5 月 28 日 讲座 上博讲坛 另眼相看古陶瓷 熊樱菲 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

5 月 29 日 讲座 交通中西
“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东南亚手
工艺

金晖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6 月 1 日 工作坊 六一活动 牛年手工：牺尊将将

6 月 3 日 讲座 丝理丹青 明清缂绣书画艺术赏析 于颖
上海博物馆工艺研究部副

研究馆员

6 月 5 日 讲座 魔都与新城 魔都与新城—共启寻根之旅
陈杰、熊月之、

陈建勋

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研究
馆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研
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区

县研究中心主任

时间 项目 系列 活动名称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及职称

6 月 10 日 讲座 丝理丹青 明清缂绣书画中的人物 杨海涛
南京博物院典藏部副主

任、研究馆员

6 月 11 日 讲座 江南文化讲堂 锦绣江南与红色文化 熊月之、倪兴祥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原馆

长、研究馆员

6 月 20 日 工作坊 丝理丹青
“丝理丹青”特展顾绣成人工作
坊（一）

石璐微
上海黄道婆纪念馆馆长、

侗族刺绣传承人

6 月 20 日 工作坊 丝理丹青
“丝理丹青”特展顾绣成人工作
坊（二）

石璐微
上海黄道婆纪念馆馆长、

侗族刺绣传承人

6 月 21 日 艺术欣赏 万年长春 海上风华展厅微型音乐会

6 月 24 日 讲座 丝理丹青
故宫藏清代织绣文物的前世今
生—清代宫廷陈设用缂丝文物
的保护修复

陈杨
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研

究馆员

6 月 25 日 讲座 上博讲坛
映像人生—中国古代铜镜面
面观

马今洪 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

6 月 25 日 艺术欣赏 万年长春 海上风华展厅微型音乐会

7 月 2 日 讲座 魔都与新城 青浦—从千年古港到上海之门
周云、李天纲、

诸大建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
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
授；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
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

7 月 3 日 讲座 万年长春
万年长春—上海地区书法大观
（上）

单国霖 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

7 月 3 日 讲座 万年长春 海上千年书画与文人画史 凌利中
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

主任、研究馆员

7 月 10 日 讲座 万年长春
万年长春—上海地区书法大观
（下）

单国霖 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

7 月 10 日 讲座 万年长春
董其昌的 1596：《燕吴八景图》
与晚明绘画

黄小峰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

授

7 月 13 日 讲座 鼎盛千秋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新发现及
主要收获

许丹阳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助理馆员

7 月 14 日 工作坊 丝理丹青 缂织亲子工作坊（一） 石璐微、梁静
黄道婆纪念馆馆长、侗
族刺绣非遗传人；黄道

婆纪念馆社教部

7 月 14 日 工作坊 丝理丹青 缂织亲子工作坊（二） 石璐微、梁静
黄道婆纪念馆馆长、侗族
刺绣非遗传人；黄道婆纪

念馆社教部

7 月 14 日 讲座 鼎盛千秋 问鼎与铸鼎 苏荣誉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

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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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项目 系列 活动名称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及职称

7 月 16 日 讲座 万年长春
海派古典园林的文化基因与其
传承

陆邵明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

授

7 月 18 日 工作坊 万年长春 平版版画成人工作坊

7 月 18 日 工作坊 万年长春 平版版画成人工作坊

7 月 18 日 讲座 展望五个新城 水乡青浦靓江南 王辉
青浦博物馆馆长、研究馆

员

7 月 20 日 工作坊 万年长春 字体与海报设学生工作坊（一）

7 月 20 日 工作坊 万年长春 字体与海报设学生工作坊（二）

7 月 23 日 讲座 江南文化讲堂 大运河与江南文化 王战、郑晶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主席；中国大运河博

物馆馆长

7 月 23 日 艺术欣赏 万年长春 海上风华展厅微型音乐会

7 月 30 日 讲座 上博讲坛
行走的砚学—打卡四个古砚发
现点

华慈祥 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

8 月 6 日 讲座 江南文化讲堂 古代“江南才子”与江南人文
骆玉明、
凌利中

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博物
馆书画研究部主任、研究

馆员

8 月 28 日 讲座 魔都与新城
松江—市镇的繁荣：上海市镇
古今考

黄翔、陈江、
夏南凯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副
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
学系教授；同济大学建筑

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9 月 17 日 讲座 江南文化讲堂 文人雅集和江南曲艺
唐力行、胡建君、

高博文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
史系教授；上海大学上海
美术学院副教授；上海评

弹团团长

9 月 25 日 讲座 万年长春
吴门眺云间—明中叶苏州名家
与上海的翰墨因缘

陈正宏 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10 月 9 日 讲座 江南文化讲堂 咖啡文化和上海印象 徐剑、陈丹燕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
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教
授；上海市作家协会理

事

10 月 16 日 讲座 魔都与新城 嘉定—以文化人到以产兴城
何继英、

冯贤亮、曾刚

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
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

研究院院长

10 月 16 日 讲座 展望五个新城
古代上海历史地理漫谈—三江、
华亭、上海

杨坤 松江区博物馆馆长

时间 项目 系列 活动名称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及职称

10 月 17 日 讲座 高山景行
从私人收藏到公众记忆：收藏家
与博物馆

陈克伦 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

10 月 22 日 讲座 江南文化讲堂 江南的民俗与社会生活
仲富兰、
张经纬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
学院教授；上海博物馆

副研究馆员

10 月 24 日 工作坊 万年长春 山水拼贴

10 月 24 日 工作坊 万年长春 山水装置

10 月 31 日 工作坊 万年长春 海派篆刻工作坊（一） 沈爱良

同济大学客座教授、中
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
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
上海市大学书法教育协
会理事，上海得涧书画

研究会理事长

10 月 31 日 工作坊 万年长春 海派篆刻工作坊（二） 沈爱良

同济大学客座教授、中
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
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
上海市大学书法教育协
会理事，上海得涧书画

研究会理事长

11 月 5 日 讲座 江南文化讲堂 江南的方言 陶寰、钱程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

海滑稽剧团副团长

11 月 6 日 讲座 高山景行 上博捐赠书画（上） 单国霖 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

11 月 7 日 讲座 高山景行 上博捐赠书画（下） 单国霖 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

11 月 12 日 讲座 上博讲坛 货币的起源发展及其艺术表达 王樾 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

11 月 13 日 讲座 魔都与新城 奉贤—贤者之地到江南水乡
郑秀文、毕旭玲、

吴俊范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
员；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
所民俗与非遗研究室主

任、副研究员；上海师范
大学历史系教授

11 月 13 日 讲座 展望五个新城
奉贤博物馆：浦江之南的城市文
化客厅

张雪松 奉贤博物馆馆长

11 月 19 日 讲座 江南文化讲堂 江南水乡 胡晓明、张立行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终身
教授；上海文艺评论家协

会副主席

12 月 23 日 讲座 魔都与新城
南汇—向海而兴：从水乡小镇
到一流滨海城市

王树华、段炼、
王思政

南汇博物馆筹建办主任；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所副研究员；上海市宏观

经济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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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理丹青：明清缂绣书画”特展期间，在

原本微信语音导览的基础之上，特别策划制作亲

子导览，以满足家庭参观需求，营造一个小朋友

也看得懂的展览。亲子导览以母女一问一答的形

式进行讲述，内容涵盖文物本身，并扩展介绍刺

绣的起源等缂绣工艺相关背景知识，拓宽小朋友

的知识面。

特展系列教育活动

“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教育

活动旨在使公众能获得更多沉浸感与参与感。在

学术普及讲座、艺术工作坊、上海艺术考访地图

H5 等基础之上，特别策划了展厅微型演奏会。演

奏者以古琴和萧的合奏呼应展览中古代书画部分

的醇厚，以钢琴和小提琴合奏回应展览中现代部

分的海纳百川。

教育活动·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 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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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1 日晚，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

上海博物馆联合主办的“江南文化讲堂”第二季

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市社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

席任小文，上海博物馆党委书记汤世芬出席启动

仪式并致辞。出席启动仪式的还有中共一大纪念

馆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汤匀，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中共一大会址纪

念馆原馆长、研究馆员倪兴祥等。上海博物馆党

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朱诚主持启动仪式。

任小文副主席在致辞中表示，“江南文化讲堂”

是在市委宣传部指导下，由市社联与上博联合创

办的江南文化传播的全新平台。双方将继续携手

并肩，努力把“江南文化讲堂”办成江南文化传

播普及的标志品牌和特色项目，为推动上海城市

发展、打响“上海文化”品牌、服务长三角高质

量一体化发展作出独特贡献。

江南文化讲堂第二季

教育活动·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

汤世芬书记在致辞中表示，“江南文化讲堂”

正式开讲一年以来，来自社科和文博领域的专家

共同探讨江南文化的重要价值，深度交流江南文

化创新发展，从不同角度诠释了江南文化的内涵

和外延，使市民加深了对江南文化的认识。“江

南文化讲堂”将继续立足国家战略与上海城市发

展需要，搭建好江南文化研究交流的平台，大力

弘扬“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

的城市精神和“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

努力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更加强大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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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上海博物馆与新民晚报共同推出的“上博讲坛”共举

办了 6 期，持续打造一个汇聚上博英才、文博大家的文化传播平台。

时间 主题 主讲人

3 月 26 日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新考 单国霖

4 月 23 日 硬木家具的兴起与晚明陈设之风 刘  刚

5 月 28 日 另眼相看古陶瓷 熊樱菲

6 月 25 日 映相人生—中国古代铜镜面面观 马今洪

7 月 30 日 行走的砚学—打卡四个古砚发现点 华慈祥

11 月 12 日 货币的起源发展及其艺术表达 王  樾

上博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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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都与新城”是上海博物馆和澎湃新闻合作举办的文化项目，

以上海考古为基础，挖掘历史留给五个新城的瑰宝，探寻五个新城发

展脉络和上海的文化之根与文明之源，结合新城建设与城市文脉，传

播弘扬上海“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2021 年 6 月在澎湃

新闻网上线，项目为每个新城拍摄播出了一集专题纪录片，并举办六

场学术讲座。此外，《魔都与新城》专题还有对五个新城的深度调研

和专家访谈。近三十位考古、历史、文化、城市战略规划等方面的专

家、学者参与讨论，为上海五个新城未来发展出谋划策。专题坚持考

古寻根、深度调研、直面问题、提供方案的理念，上线以来获得社会

各界的关注和一致好评。在澎湃新闻获得逾 3500 万次的点击量。

文化是城市发展的内驱力。作为城市文化传承的最重要场所，博

物馆也承载着文化创新发展的历史使命。上海博物馆与澎湃新闻强强

联手，推出了“魔都与新城”这个符合创新文化特质发力点和兴奋点

的项目，讲述的是“五个新城”的文化历史，从而塑造上海城市的精

神品格，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

魔都与新城：共启寻根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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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学院由 2019 年上海博物馆与上海文广互动电视有限

公司 SiTV 合作搭建，是一个服务于全人群的文博普及性教育平台。

通过开展多种教育活动，传承中华文化、传播文博知识，弘扬新时

代精神。学院依托现代博物馆教育理念，展示博物馆馆藏，转化博

物馆研究成果，通过主题探索、实物教学、动手体验等数百门课程，

打造全新的具有上博特色的全年龄段博物馆教育平台。

2021 年，上博学院正式进入成长期。线上视频课程与线下活动

齐头并进， 线下活动在原有课程基础上研发新课107门（包括亲子课、

营学活动、系列课、讲解员活动等）。本年度，上博学院走出上海，

推出了全国各地的文旅研学线路 5 条，全年组织活动超三百场，六千

余人参与。少儿文博线上课程全面升级，依据受众本身的文博知识储

备水平进行分级，共开设 116 期，点击量达 12,654 次。

上海博物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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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为了传承红色基

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海博物馆充分利用

上海的红色资源，结合馆藏文物及特展资源，向

青少年普及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于

2021 年 6 月 26 日起至 10 月 17 日特别策划举办“上

海博物馆·红色小小讲解员系列公益活动”。

本次公益活动分为两期，共招募 200 位观众

（100 组家庭）参与，正式学员 60 位。由专业文

博老师从文物知识、讲稿撰写、语言表达、台风

形体等环节对小小讲解员们进行系统指导，以一

种青少年更易接受、易体会、能收获的方式，帮助

他们切身感悟上海的红色基因，了解文物背后的

历史文博知识，将博物馆故事与上海的城市精神

和城市品格相结合，引导青少年们铭记红色历史，

继承红色精神，把爱国主义精神融入血脉，使红

色文化深入人心。

红色小小讲解员系列公益活动

上海博物馆志愿者工作开始于 1996 年，是全国最早开展志愿者

活动的博物馆之一。经过 25 年的积累和发展，形成了学风严谨、基

础扎实；管理严格、服务规范；风气正，热情高，凝聚力强的鲜明特色。

2021年志愿者服务共计625人次，因疫情原因，志愿者服务时间渐少，

为保证团队凝聚力，于 12 月中旬向所有志愿者发放学习资料并保持

线上交流学习。

在上博东馆开放之际，为更好地开展公众教育服务，于 3 月中

旬发布招募公告，是近年来首次大规模向社会公开招募志愿者，报

名人数达七百余人次，通过笔试、面试、培训、考核后，最终共计

55 位新成员加入上博志愿者服务团队，现团队人数已达 241 人。

同时，于本年度加入上海市志愿者协会，及时发布以及更新志

愿者服务时长，保障志愿者权益。

志愿者风采

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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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H A N G H A I  M U S E U M
2021 年，上海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共推送推文 307 篇。上海

博物馆官方微博共发布博文 364 条。上海博物馆文创公司微信公众

号共推送推文 58 篇。上海博物馆官方网站共发布新闻、展览、活动

项目等数据近 3000 条，回复公众邮件 443 封。

海外媒体运营方面，推特、脸书账号年阅读量约 140 万次，发

帖数量较上一年度增加 9.1%，粉丝数、互动量、阅读量平均增长超

过 200%，粉丝黏度较高。针对海外受众阅读习惯，每两个月发布上

海博物馆英文通讯 Shanghai Museum Moments，逐步形成上博特

色的发布规律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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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宣传·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

2021 年上海博物馆媒体运营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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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监测到平面媒体、

电视、电子报、微信号等媒体

发文 152,345 篇，其中 73.1% 属

于地方媒体，全国媒体占比为

24.3%，中央媒体发布4,023篇，

占比 2.6%。

新闻监测

媒体宣传·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

品牌传播
2021 年上海博物馆新闻监测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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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

仪象万千：明代彩色釉陶俑特展

518 博物馆日

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

汉淮传奇：噩国青铜器精粹展

纪录片《了不起的宝藏 探宝上博》

“艺见·上博”寻迹文明

丝理丹青：明清缂绣书画特展

百年风华—喜迎建党百年博物馆奇妙夜

馆藏文物“长毛”了！上博专家“文物医院”这样说：析出晶体完美，可做标本

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

卓荦迎新：中韩牛年生肖文物交流展

东西汇融：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展

高山景行：上海博物馆受赠文物展

2021“情系青春创想申城”两岸青年文旅交流活动

上海博物馆在新天地“跨界”开了家咖啡馆

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

抽象艺术先驱：康定斯基

打造市民公共体育文化空间 上海体育博物馆红色七月开馆

上海市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十四五”规划发布！十方面任务出炉

2021 年度上海博物馆重点新闻传播 TOP20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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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宣传·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

5 月 18 日，由上海博物馆与 SMG 融媒体中心联合策划的原创系

列短视频节目《了不起的宝藏·探宝上博》第一季正式上线。《了

不起的宝藏·探宝上博》以微纪录片的形式深度讲述国宝的故事。

第一季共 25 集，每集 4 分钟，通过生动的故事旁白和影像等多元化

的艺术表达方式，辅以上博专家的细致讲述，充分展现精妙绝伦的

中国古代艺术，让古老的文物与今天的年轻人跨时空对话，激起观

众的文化认同与共鸣。

节目自 5 月 18 日起每周更新一集，通过微信公众号、新浪微博

等上海博物馆官方账号平台进行推广，同时在学习强国上海学习平

台、乐游上海、SMG 融媒体中心自有电视频道、看看新闻客户端及合

作互联网平台同步上线，进行全网互动传播。

微纪录片《了不起的宝藏·探宝上博》

7 月 1 日，上海博物馆“七一”特别版形象片《勇立潮头新征程》

全新上线，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该片是首部由上博

人自主策划、本色出演的全新形象片，分为“传承”“创新”“再

创辉煌”三个篇章，采用人物画外音串起不同的场景，参演人员全

部为上博在职员工，其中既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术大家，

也有支撑起博物馆各项工作的中流砥柱，还有参与上博东馆建设的

年轻力量，风格写意，精神昂扬，哲思隽永。筹备拍摄历时一载，

不仅记录当下文化热点，展现上博风采，更能传达今天上博人的精

气神，展望辉煌未来。

“七一”特别版形象片《勇立潮头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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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创 发 展

为充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

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重要指示精神，献礼建党百年，

上海市博协联合中共一大纪念馆、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中共四大

纪念馆、陈云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龙华烈士纪念馆等 17 家红

色类文博单位，以各馆的红色文化创意产品为主打，组织策划了为

期 3 个月的展销季活动。活动由上海博物馆承办，上海人民出版社、

英雄金笔厂有限公司、上海久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都市旅游

卡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大隐书局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业共同参展，旨

在搭建红色文创工作跨领域交流平台，在充分挖掘上海红色资源所

蕴含的丰厚历史文化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红色文化资源与文

旅产业相结合、共发展、同进步、共繁荣，为全力打响“上海文化”

品牌，促进红色文化传播添砖加瓦。

本次展销季共征集到近二百五十种红色主题文创产品，在上海

博物馆文创商店设专区进行集中展示和销售。展销期间，还将举办

现场党史答题、红色场馆集章等趣味有奖互动活动，让更多观众有

机会参与红色文化传播，并把“红色文物”带回家。

百年风华—红色文创展销季

S H A N G H A I  M U S E U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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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4 日至 6 日，参加“发现博物馆·思南夜

市”活动，选取红色文创、珂罗版、优选伴手礼、

文化酒饮和馆藏经典五大系列共百余种文创产品，

助力打造文化夜市。同时带去独特的上海非遗项

目书画复制技艺体验活动，非遗传承人现场介绍

工艺制作流程，并演示珂罗版书画复制过程中的

修版步骤。

9 月 22 日至 26 日，赴深圳参加“第十七届中国（深圳）国际文

化产业博览交易会”，选取“鼎鼎有名”“庆千秋”“万年长春”

三个系列文创产品和“博观悦取”文创餐饮参展，设计制作各类宣

传立牌，取得良好反响。

发现博物馆·思南夜市 第十七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文创发展·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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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9 日，上海博物馆与凯悦酒店集团共同

推出的全新咖啡品牌—“博观悦取”品牌揭幕

活动在装饰一新的文创咖啡体验店举行。位于新

天地太仓路 123 号的第一家体验店于 7 月中旬正

式与公众见面。

2020 年 11 月，在第三届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

博会上，上海博物馆与凯悦酒店集团正式签署战

略合作备忘录，作为“上博 × 凯悦”文旅双 IP 合

作的第一个项目，“博观悦取”文创咖啡品牌由

北宋苏轼所言的“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变

化而来，并选取上海博物馆馆藏《石台孝经》清

拓本中的字体，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时尚咖啡

文化相碰撞，将为公众打造一个多功能的复合文

化空间，集茶歇小憩、文化欣赏和沙龙雅聚为一体，

为上海市民营造更加舒心和动心的文化体验。

位于新天地的“博观悦取”文创咖啡体验店

探索突破博物馆的边界，从馆藏文物中获取灵感，

将青花瓷、缂丝花鸟、顾绣花卉虫鱼等元素融入

饮食中，由金茂君悦大酒店出品，独创了一系列

博物馆联名款中西糕点，令公众在充满海派气息、

江南雅韵的空间中，一边品尝文创咖啡与点心，

上海博物馆在“博观悦取”文创咖啡店举办“上博文化沙龙”，

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时尚咖啡文化结合，为公众打造集茶歇小憩、

文化欣赏和沙龙雅聚为一体的多功能复合文化空间，带来更为丰富

的文化体验。

时间 主题 主讲人

10 月 19 日
古代书画中的上海与人文

—以“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为线索
凌利中

11 月 12 日 吉金重光—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修复与保护 张 琛

“博观悦取”文创咖啡体验店亮相新天地 上博文化沙龙

文创发展·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

一边阅读文化书籍、体验和购买文创产品，感受

博物馆文化和咖啡文化相结合后释放出的独特魅

力。这也是上海博物馆响应上海市委市政府为“厚

植城市精神、彰显城市品格”全面提升上海城市

软实力部署做出的重要尝试，为在上海形成“既

有国际风范、又有东方神韵”的生动图景贡献上

博力量。

上海博物馆作为一座享誉海内外的中国古代

艺术博物馆，始终致力于展示中华文明的源远流

长和博大精深，也努力传递着城市文化的丰富积

淀和精神魅力。未来，上海博物馆将与包括凯悦

酒店集团在内的更多合作伙伴，进行更深入的优

质 IP 资源开发，释放文旅融合新动能，赋能上海

文化品牌，增强上海文化辐射力，带动博物馆以

更多形式走向未来，助力推广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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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上海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情况

类  别 品  名 数  量

卓荦迎新：中韩牛年生肖文物交流展 交通卡、ᮙౣ、黄酒套装、ດ夫ࣥ、围ࣥࣈ等 6

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
丝ࣈ、口Ꮄ、帆布包、᮸带、ш饮、巧克力、特调饮

料等
25

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
文具礼盒、充电宝、笔记本、环保、、抱ౣ、
织פ贴、т箱贴、扩香片、ᨅӓ੮、T ৄ、斜ૌ包
等

37

东西汇融：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展 纸ࣈ盒、收纳盒、方ࣈ等 4

馆藏文物
玻璃大克鼎、十二花神茶具套装、月ᯗ礼盒、收纳盒、

杯具、᮸带、丝ࣈ、T ৄ、帆布包等
307

全年总数 379

2021 年，配合馆内特展并依托馆藏资源，全年开发新品共计 379 件，丰富了上海博物馆文创产品的

品类，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新品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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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大 建 设

S H A N G H A I  M U S E U M



东 馆 建 设

S H A N G H A I  M U S E U M
2021 年，上海博物馆东馆新建工程全面冲刺，强化专班工作机制，

土建、展陈、开办等各项任务协调推进。年内完成主体结构及二结构

施工，并通过优质结构验收；完成展陈概念方案优化整合及展陈方案

专家咨询，编制完成展厅预防性保护方案，并组织实施“上海博物馆

东馆展陈策划专题项目”，推动设计方案与展陈大纲进一步深化提升；

完成“一体两馆多点”人员编制方案与组织架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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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馆建设·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

2021 年 4 月 9 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奇葆率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赴上海博物馆开

展“推进新时代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

并听取上海博物馆东馆建设汇报。年内，各级领

导持续关心上海博物馆东馆项目的建设，多次赴

工地现场调研并指导工作。6 月 1 日，陈通副市长

视察东馆工地；9 月 13 日，市文化和旅游局方世

忠局长视察东馆工地防台情况；10 月 22 日，市发

改委陈石燕副主任考察东馆建设情况。

2021 年，上博东馆项目基本完成了暖通、消防、幕墙、弱电、

泛光照明等专业工程施工图的深化设计。配合景观绿化和室内装饰

工程招标工作完成了招标图及技术规格书的编制工作。

上半年东馆项目完成地上主体结构及二结构施工，并通过了上

海市质监站的优质结构验收。下半年进入大规模幕墙施工、机电安

装和装饰装修阶段。幕墙外立面铝背板安装完成，室内装饰龙骨基

本完成。

7 月，收到关于东馆新建工程电气工程调概的批复，项目投资额

增加 2105 余万元。项目 2021 年收到市财政局拨付专项资金 3.5 亿元。

全年完成雨污水、泛光照明、金库门、厨房设备、绿化景观、室内

装饰两个标段、交通标示标线以及安防顾问单位 9 个暂估价工程的

招标工作。

截至 2021 年底，上博东馆项目累计收到市财政局拨付的专项资

金 17.17 亿元，累计支付资金额 11.52 亿元，累计完成投资约 14.7

亿元。

领导调研 施工推进

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重大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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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馆建设·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

2021年，上海博物馆持续推进东馆展陈工作。

2 月起，组织实施“上海博物馆东馆展陈策划专题

项目”，整合馆内展览策划、形式设计两方面专家，

设立 22 个专项；于 8 月底完成中期汇报，展陈大

纲及概念设计方案等均取得阶段性成果。

继续举办第二轮、第三轮展陈专家咨询会及

海外博物馆专家系列讲座、信息与多媒体系列讲

座，邀请顶尖专家介绍国际博物馆展陈经验及发

展趋势，从不同角度对展陈大纲提出修改意见。

成立基建组、招标管理组、展陈组、视觉统筹组、

内容阐释组、翻译组、展柜灯光组等七个东馆工

作组，全面推进相关工作。成立“青年释展小组”，

与各策展组共同推动展览文本深化。

在 2020 年东馆展陈概念方案国际征集的基础

上，邀请优秀团队完成概念方案优化整合工作及

展厅扩初设计，于年底启动概念设计提升工作。

年内，东馆一期二标段（装饰）工程招标完成，

开始进场施工，一二期对接工作全面展开。二期（展

陈）招标方案基本成形，推进相关预防性保护方案、

多媒体概念方案的编制工作。

展陈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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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群 工 作

S H A N G H A I  M U S E U M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S H A N G H A I  M U S E U M
2021 年，上海博物馆党委严格按照上级要求，结合自身实际，

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形成了上下联动、积极浓厚的学习氛围，切

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党委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贯穿

始终，班子成员分别牵头落实赋能城市发展、提升公共服务能级、智

慧博物馆建设、非遗项目推广、职工医疗健康、办公环境及待遇改善

等方面的 7 个重点项目，取得了较好的阶段性成效。



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党群工作

205204

根据党史学习教育安排和学习重点，党委制

定了中心组学习计划，以专题学习、重点对象读

书班、交流研讨、现场教育等多种方式开展学习。

3 月 16 日，党委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暨党委

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明确要将学习教育与提

高“政治三力”相结合，与工作实践相结合。党

委班子成员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史学习动

员会上的重要讲话、全国“两会”精神、“七一”

重要讲话、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等内容开展

了研讨交流。

认真落实党委书记、党委委员和党支部书记

上党课的要求。

领导干部带头学

6 月 23 日，党委委员、副馆长李峰以《不忘

初心，接续奋斗》为题，为行政第四党支部党员

讲党课。

7 月 8 日，党委委员、副馆长刘文涛以《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博物馆事业》为题，为业务第二

党支部党员讲党课。

6 月 23 日，党委委员、副馆长陈杰以《从党

史学习中汲取前进力量》为题，为业务第三党支

部党员讲党课。

通过讲党课的形式，明确了学习任务、加强

了学习交流、提高了学习实效。同时，领导班子

成员坚持参加中心组学习，坚持以普通党员身份

参加支部组织生活，为党员学习作出了示范带头

作用。

党史学习教育·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

6 月 21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大会”上，党委书记汤世芬为全体党员作了题

为《初心如炬使命在肩，勇立潮头担当实干—

为开创上博事业发展新格局而不懈努力》的党史

学习教育党课报告。

7 月 7 日，党委副书记、馆长杨志刚以《从上

博周边的红色资源感悟历史厚植精神》为题，为

业务第一党支部党员讲党课。

6 月 25 日，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朱诚以《应

运而生的百年大党》为题，为行政第一、第二、

第三党支部党员讲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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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形式，用心感悟红色基因

各党支部积极动员组织党员开展党史学习，

结合支部特点策划“自选动作”。4 月 22 日，业

务第一党支部与松江新城集团公司广富林文旅分

公司党支部共同举行“开课堂 聚底蕴 激活文旅融

合新动能”的党建共建活动暨结对共建协议签约

仪式，深化党建联建，赋能民生工程。5 月至 6 月，

业务第二党支部组织党员聆听巴士党课，从中共

一大纪念馆到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主题展，感受

百年党史路。业务第三党支部开展“非遗点亮生

活—上海博物馆文物修复技艺专场”主题活动，

丰富群众精神生活，展示上博文化品牌。行政第

一党支部前往杨浦滨江毛麻仓库，参观大型主题

性艺术展览，接受党史教育和精神洗礼。行政第

各党支部主动学

二党支部参观中共一大纪念馆，集体重温中国共

产党的初心使命。行政第三党支部赴奉贤参观“三

星堆·金沙遗址出土文物大展”，感悟中华文化；

瞻仰奉贤区烈士陵园，传承红色精神。行政第四

党支部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提高政治自觉，增强信仰信念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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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促学，提升学习成效

4 月至 9 月，党委组织党史知识竞赛系列活动，

坚持经常性学习与集中性学习相结合，线上学习

与线下学习相结合，在“三步走”框架内构建全

面系统的党史知识学习体系。第一阶段，推出线

上答题竞赛版块，坚持“一周一学”，每星期三

在上海博物馆党建公众号上发布一套党史知识竞

赛题，形成“积跬步”“积小流”的常态化学习

机制；第二阶段，连续三天开展线上集中竞赛，

巩固阶段性学习成果；第三阶段，举行由全体党

员和积极分子参加的“明理 增信 崇德 力行”党

史知识竞赛总决赛，以线上线下联动、支部团体

作战与“学习强国”个人大比拼相结合的方式将

活动推向高潮，引领广大党员干部以赛促学，以

学促知，以知促行，在学党史、感党恩、强党性

中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走实走心，转化学习成果

坚持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贯彻学

习教育全过程，解决市民观众和职工群众急盼解

决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领导班子分别牵头

重点部门，覆盖所有在职党支部，实施了 7 个“我

为群众办实事”项目，均得到有效落实。如在提

升博物馆公众服务方面，观众预约系统等智慧化

项目不断升级优化，为公众提供更为便捷、丰富

的智慧化服务。在解决内部职工群众难点问题方

面，与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举行党建

共建签约仪式，为双方深化党建联建，赋能民生

工程开启新的篇章。关注职工的实际困难，切实

采取措施改善办公区域空气质量。关注企业职工

未来规划和发展，积极寻求应对方案。

专题报告，提高政治站位

为进一步提升广大党员政治理论素养，开阔

思路、提高站位，党委邀请各领域专家作专题报告。

4 月 14 日，邀请市委党史学习教育讲师团成员，

中共一大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薛峰做《中国共

产党是怎样炼成的》报告。8 月 19 日，邀请中国

浦东干部学院何丽君教授作“中国共产党党内法

规体系”专题报告会。11 月 25 日，邀请中共上海

市委党校肖昌进教授作“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专题报告。通过专家授课，让广大

党员干部从理论高度对党的理论和历史有更深一

步的认识。

党员干部广泛学 参观研讨，深化学习实践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扎实有序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6 月 15 日，48 位上半年入

党的同志集体赴中共一大纪念馆过政治生日，用

党的奋斗实践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

9 月 29 日，党委组织 35 位党员集体赴上海天文馆

开展政治生日活动，深入学习新时代中国航天工

作者精益求精、永攀高峰、无私奉献的精神，进

一步提振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重 大 决 策 部 署

S H A N G H A I  M U S E U M

为贯彻落实中宣部等部门发布的《关于推进

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以及市委、市政府

关于全力打响“四大品牌”的决策部署，按照《全

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深化建设社会主义国

际文化大都市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

的总体要求，在市委宣传部、市文化旅游局领导

下，为持续推动“上海文化”品牌建设向纵深发

展，助力上海城市软实力的提升，结合上海博物

馆“十四五”发展规划的主要任务与重要工作节点，

在广泛调研、征求意见的基础上，2021 年 8 月，

正式形成《上海博物馆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

牌 助力建设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三年行动计

划（2021-2023 年）》，同时制定了“责任分工

表（2021-2023 年）”“2021 年工作要点分工表”。

全馆围绕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品

牌建设、城市精神品格弘扬、场馆建设与能级提升、

提升上博形象、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策划高品质

展览、馆藏文物保护和研究、信息化建设、公共

服务提升、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加强科学管理 11

个专项行动推动全年工作。确定了 38 项目标任务，

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分解形成 117 项工作责任，落实牵头馆领导与责

任部门。

2021 年是《行动计划》的启动年，上海博物

馆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

精神，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按照“让

文物活起来”的精神，在主动作为中提升红色文

化品牌感召力，在开放创新中提升海派文化品牌

创造力，在传承创新中提升江南文化品牌传播力，

在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跑出上博加速度，

全馆各项工作有序推动。

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党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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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决策部署·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上海博物馆围绕展览、教育

宣传、文创活动、系列学习、庆祝活动五大版块，部署开展 10 项庆

祝活动，与党史学习教育相互衔接、一体推进落实，大力营造共庆

建党百年的浓厚氛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奋勇争先。

庆祝建党百年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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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层 党 建

上海博物馆党委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领导班子牢牢把握

政治方向，以党史学习教育为抓手，坚决贯彻中央、市委的精神和

上级党组织的部署与要求，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每

月一次的党委中心组学习、主题党日活动、干部例会，以党课报告、

参观考察、读书观剧、交流研讨等形式，开展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

体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等的学习，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站位和

政治意识，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

3 月至 5 月，接受市委第六巡视组巡视。上海博物馆党委全力以

赴、扎实有序，以高度政治自觉抓好巡视整改工作，切实将整改成

果转化为改进作风、加快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促进从严治党和各

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政治建设

S H A N G H A I  M U S E U M

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党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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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上海博物馆党委坚持有针对性、分

层次地加强党员干部队伍思想建设。坚持党委中

心组（扩大）学习会制度，着重加强领导班子的

思想建设。

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党委制定了学习教

育方案，坚持领导班子带头学、各党支部主动学、

党员干部广泛学的要求，以举办专题报告会、电

影党课、实地参观交流等形式组织开展了 13 次主

题党日活动。

强化理论武装。围绕坚定理想信念、中国共

产党党内法规体系、“七一”重要讲话、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等内容举行 4 场学习报告会、6 次专

题学习。

坚持党支部书记例会、中层干部例会等制度，

通过党课报告会、电影党课、党史知识竞赛、“学

思想建设

习强国”平台等多种方式，组织广大党员深入学

习党的十九大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全体党员积极参加党史知识竞赛线上答题与

线下 PK，经常性与集中性学习相结合。各党支部

结合实际，开展交流研讨、实地参观学习等组织

生活会，教育引导广大党员深入学习，不断增强

干部队伍党性修养。

6 月 10 日，完成党支部换届工作。结合局党

组季度党建督查、通过每月党支部工作提示，指

导并督促各党支部扎实完成各项学习与工作任务，

不断激发党支部的工作积极性，增强党支部的战

斗力。

组织建设

坚持“三会一课”制度，用好《党支部工作

手册》《党员手册》，不断提升党支部工作的规范化、

科学化水平。规范做好党员发展工作，聚焦重要

岗位、重点人群，抓好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的定期

分析和教育培养，为党员队伍不断输送优秀人才。

年内共发展党员 4 名，预备党员转正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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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事业发展需要，及时修订、完善馆内规章制度。年内制定《上

海博物馆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修订《上海博物馆

干部因私出国（境）管理办法》《上海博物馆文物藏品管理办法》《上

海博物馆文物预防性保护管理办法》《上海博物馆馆藏文物出借展

览管理办法》《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修复工作管理办法》《上海博

物馆文物检测分析工作管理办法》等制度。

不断加强对“三重一大”项目的监督管理，对文物征集、重大工程、

大额资金使用、教育活动等重点领域强化流程管理、跟踪管理和项

目审计，加强对大型项目的绩效评价；严格落实合同审核流程，以

事前财务、审计、法务三重把关，确保合同内容合理、合同流程合规、

资金使用规范。

制度建设

基层党建·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

2021 年 9 月，按照《上海博物馆干部选拔任

用工作流程》完成 13 名中层干部转正工作；11 月，

启动新一轮 7 个岗位的中层干部选拔工作；向市

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选报 3 批优秀

年轻干部；11 月中旬，召开述职评议会，对中层

干部两年来的德能勤绩廉进行全面考核。建立干

部廉政档案信息库，全面掌握干部廉洁从业情况

和本馆政治生态情况。注重干部的日常教育和监

督管理，通过举办参加年轻干部培训班、无党派

人士培训班等，落实提醒教育、诫勉制度，进一

步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加强青年人才的培养力度，

以“上博讲坛”“江南文化讲堂”、科研小组、

“十四五”规划编制小组、东馆建设项目等形式，

搭建锻炼展示平台，推动青年人才的发现与培养。

干部队伍建设

坚持每月召开中层干部例会，通报馆内重大

工作的同时，加强对规章制度、党风廉政、风险

防控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建立“先进中层干部”

评选表彰机制，激励干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

与部门主要负责人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书，凝聚思想共识、确保道路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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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团 工 作

2021 年，在党委领导下，工会、团委纷纷开展形式丰富的活动。

4 月 19 日，工会组织“庆祝建党百年华诞，寻访上海红色足迹”职

工定向走活动，领悟信仰之力、理想之光；5 月中旬，组织开展庆祝

建党百年骑行寻访活动，集中参观了上海凝聚力工程博物馆、中共中

央上海局机关旧址、《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旧址等红色场馆，追寻

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6 月 21 日，组织上海博物馆首届职工艺

术节，展示时代风采，丰富职工文化生活。10 月 27 日至 28 日，举

办2021年工会干部和积极分子培训班，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提升做好新形势下工会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4 月 11 日，团委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组织 2020 年以来新入馆青

年前往龙华烈士陵园开展“缅怀英烈 学史知行”主题教育团日活动；

4 月 25 日，组织青年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进行参观学习，激励

广大青年不忘初心，勇于担当时代重任；8 月 2 日，举办“以青春之

我 铸信仰之魂”青年党校活动；12 月 17 日，举办以“青年干部政

治思想建设”为主题的共青团干部培训班暨青年党校学习活动。各

类学习活动的开展，激发了干部职工的学习热情，取得了良好的反响。

群团工作

S H A N G H A I  M U S E U M

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党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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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团工作·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

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参观学习新春留沪职工座谈会

工会干部和积极分子培训班 举办“以青春之我 铸信仰之魂”青年党校活动

举办以“青年干部政治思想建设”为主题的共青团干部
培训班暨青年党校学习活动

新入馆青年前往龙华烈士陵园开展“缅怀英烈 学史知行”
主题教育团日活动



综 合 管 理

S H A N G H A I  M U S E U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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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8 日下午，“上海博物馆第一届理事会

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主题为“上海博物馆东

馆建设”，由上海博物馆党委书记、理事会理事

兼秘书长汤世芬主持。上海博物馆第一届理事会

部分成员、上海博物馆党政领导班子、相关部门

负责人出席会议。

汤世芬书记通报了《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

展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以及上海市副市长陈通

对上海博物馆机制体制创新提出的新要求。

会上，重大工程办公室副主任葛亮汇报了上

海博物馆东馆建设及展陈情况。理事会成员及与

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召开

会代表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挖掘社

会资源、吸引社会资金、盘活博物馆发展潜力以

及东馆发展定位、体系布局、功能发挥等方面提

出了若干建设性意见。理事会理事长段勇就东馆

展陈和博物馆未来发展作发言，再次强调理事会

职能发挥。

最后，上海博物馆馆长、理事会副理事长杨

志刚感谢各位理事为上海博物馆发展作出的重要

贡献，并再次明确了在新形势、新任务下上海博

物馆的目标定位，以及理事会在赋能新一轮发展

过程中应发挥的重要“桥梁”“智库”作用。

综合管理·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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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 奖 情 况

S H A N G H A I  M U S E U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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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时间 奖项名称 获奖内容 授奖单位

2021/10 2021 全国优秀文物藏品修复项目 上海青龙镇遗址出土文物保护修复 中国文物学会、中国文物报社

2021/10 2021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
子杂志社有限公司、清华大学图
书馆、中国学术文献国际评价研

究中心

2021/10 上海礼物优选经营店 上海博物馆商店
上海市商业联合会、上海市旅游

行业协会

2021/11 2021 年度黄浦区消防工作先进集体 上海博物馆 上海市黄浦区消防安全委员会

2021/11 2021 上海优选特色伴手礼（金榜） “庆千秋”文具礼盒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2021/11 2021 长三角特色伴手礼 莲塘乳鸭玻璃盘 长三角消保委联盟

2021/11 2021 长三角特色伴手礼 江南春茶礼套装 长三角消保委联盟

2021/12
2021 年上海市“中华文化走出去”

专项扶持资金
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中共上海
市委宣传部对外宣传办公室

2021/12
“老凤祥杯”第十六届上海旅游商
品设计大赛商品类最佳艺术设计奖

“礼遇东西”咖啡杯碟 上海旅游节组委会办公室

2021
全国文化创意产品推介活动“全国

百佳文化创意产品”
博物“奇”趣系列文创产品

中国文物报社、中国博物馆协
会文创产品专业委员会、中国
文物学会文化创意发展委员会

2021
五五购物节、六六上海夜生活节最
受欢迎夜生活好去处—夜游博物

馆好去处
上海博物馆

上海市商业联合会、上海市酒
吧行业协会、上海市博物馆协
会、上海市书刊发行行业协会、
上海市健身健美协会、上海市

登山户外运动协会

2021 年上海博物馆获奖情况一览表

获奖时间 奖项名称 获奖内容 授奖单位

2021/1
2020 年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
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览推介

项目
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 国家文物局

2021/4 事业单位集体嘉奖 上海博物馆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2021/4 2019-2020 年度上海市文明单位 上海博物馆 上海市人民政府

2021/5
2020 年度上海市博物馆陈列展览精

品推介
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 上海市文物局

2021/5
2020 年度上海市博物馆陈列展览精

品推介
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 上海市文物局

2021/5
第十八届（2020 年度）全国博物馆
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 国际及港澳

台合作奖
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 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文物报社

2021/5 三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 上海博物馆东馆新建工程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2021/5 2016-2020 年最受欢迎期刊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2021/6 汇创青春红色文创实践基地 上海博物馆 长三角高校文创产教联盟

2021/6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2019-2020 年

度“青年文明号”集体
上海博物馆重大工程办公室

共青团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委员
会

2021/7
2021年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

览征集推介项目
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 国家文物局

2021/9

2021 年“浦东杯”BIM 技术应用创新
劳动竞赛暨全国BIM菁英邀请赛—
“浦东杯”BIM 特色应用项目 / 方案

赛 地方组项目赛 一等奖

上海博物馆东馆新建工程

上海市浦东新区总工会、上海市
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上
海市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
委员会、上海市浦东新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浦东新
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上海市浦
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上海市
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
浦东新区委员会、上海市浦东新

区科学技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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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上午，“第十八届（2020 年度）全

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终评结果

在北京揭晓，上海博物馆“宝历风物：‘黑石号’

沉船出水珍品展”荣获“国际及港澳台合作奖”。

由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文物报社主办的全

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旨在提高博

物馆陈列展览和社会服务水平，自 1997 年以来已

成功举办十八届。近年来，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幽

蓝神采：元青花瓷器大展”（2012）曾获十大精

品奖，“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2017）

曾获得国际及港澳台合作奖等重要奖项。

在本次展览推介活动中，上海博物馆申报的

“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从来

自全国的 105 个展览申报项目中脱颖而出，进入

28 个入围终评项目。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荣膺唯

一一个“国际及港澳台合作奖”。

2020 年是中新建交 30 周年，上海与新加坡开

荣获第十八届（2020 年度）全国博物馆

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唯一“国际及港澳

台合作奖”

启了全面合作机制，“宝历风物：‘黑石号’沉

船出水珍品展”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文化项目。为

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从艺术交流、文明互鉴

角度充分发挥博物馆的人文外交作用，上海博物

馆与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联合举办了本次入境

交流大展。

展览策划历时三年，因疫情四度调整，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正式对外开放，持续近 4 个月。

在限流情况下，参观人数仍接近 25 万人次，超过

了 2020 年度总体参观人数的三分之一。展览相关

媒体原创报道超过 1600 篇，微博相关话题阅读量

累计达 900 万次。

作为疫情恢复开放之后上海博物馆推出的第

一个国际合作展览，展览期间，上博人克服了限

制入境、航班熔断、舱位紧张等困境，严格遵守

入境隔离、实行闭环管理，与新方人员共度时艰，

最终将这场展览成功带给了广大观众。

本次获奖，标志着文博业界及社会公众对上

海博物馆工作的肯定。未来，上海博物馆将总结

经验、不断努力，推进陈列展览高质量发展，深

化国际间交流合作，将更优质的文化内容奉献给

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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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由上海市博物馆协会组织开展的

“2020年度上海市博物馆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

在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举行颁奖仪式。经过初评

和终评，上海博物馆“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

展”和“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

脱颖而出，荣获“2020 年度上海市博物馆陈列展

览推介精品奖”。

“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是上海博物

馆积极响应上海市委、市政府大力发掘和弘扬“江

南文化”的总体要求，努力发掘馆藏文物优势，

策划举办的主题性展览。展览突破单一门类，突

破时间脉络，侧重文物阐释，呈现江南艺术，讲

述江南历史，表现江南基调、江南性情、江南人物、

江南风尚和江南气度，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呈现

风景优美、物产丰饶、人文荟萃的诗画江南。展

览观展人数 16余万人次，相关新闻报道 1200余篇，

同时利用 VR 技术对展览进行数字化推广，实现疫

情时代在线“云观展”。

荣获两项“2020 年度上海市博物馆陈列

展览推介精品奖”

“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

是“黑石号”沉船出水文物在中国的首次公开亮相，

也是上海博物馆自疫情爆发后，推出的第一个国

际合作展览。展览共展出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

精选的“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 168 件，以及来

自上海博物馆馆藏、国内9家借展单位的重要文物。

通过荟萃各类对比物，以丰富观众对 9 世纪唐代

社会生活与海上贸易的全面认识。展览观展人数

近 25 万人次，超过 95% 的观众对展品质量与展览

规模表示满意。

今后，上海博物馆将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助力文化强国建设，努力提升博物馆

陈列展览的质量和水平，更好丰富市民群众的文

化生活体验。



安 全 保 卫

S H A N G H A I  M U S E U M
2021 年，在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的同时，进一步完备物防

人防技防体系，完成消防物联网、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的建设，制定标

准化、要素化管理。通过组织全馆员工消防演练，提升广大员工的安

全防范意识，全力提升安全能级，确保平安上博建设。质监巡查中，

发现硬件设备问题保修处理 969 件次。全年未发生安全事故。





财 务 管 理

2021 年上海博物馆财务决算统计表

类    别 2021 年（万元） 上年同期（万元） 增减（万元） 百分率（%）

总收入

财政补助 53850 61,982 -8,132 -13.12%

事业收入 32033 5,837 26,196 448.79%

其他收入 439 10 429 4290.00%

小    计 86322 67,829 18,493 27.26%

事业支出
基本支出 12901 11,791 1,110 9.41%

项目支出 50167 44,300 5,867 13.24%

小    计 63068 56,091 6,977 12.44%

2021 年上海博物馆文创公司运营情况表

年    度 2020 2021

营业额（万元） 1285 1683

观众人均消费
中宾（元 / 人） 20.63 19.25

外宾（元 / 人） 0.63 2.92

营业情况
平均单笔销售额（元） 446.18 408.46

平均单日销售量（笔） 80 106

新增商品
种类（种） 495 379

自行设计（种） 190 65

2021 年上海博物馆服务部和食堂经营情况表

类     别 营业额（万元）

茶     室 240

观众餐厅 168

食     堂 297

合    计 705

* 以上均为含税收入

S H A N G H A I  M U S E U M



人 才 培 养

2021 年，上海博物馆继续搭建技能提升平台，创新培训形式与

内容，开展业务、技能、通用等各类培训项目。组织新进员工培训班、

新员工文物与安全知识培训班、开放一线员工业务培训班、行政研修

班等，全年参与培训 800 余人次。通过“江南文化讲堂”、科研小组、

“十四五”规划编制小组、东馆建设项目小组等平台，加大青年人才

培养力度。做好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推荐工作，

推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青年拔尖人才、人才发展资金资

助等工作。

S H A N G H A I  M U S E U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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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上海博物馆人才建设一览表

姓名 人才计划名称 项目名称 获批情况

周祥 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 民国纸币数字资源库系统 在研

陈杰 上海领军人才 / 在研

颜晓军 上海市青年拔尖人才 / 在研

为进一步做好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强化新进

员工文物安全意识，上海博物馆于 3 月举办新员

工文物与安全知识培训班，33 名新员工参加本次

培训。

开班式上，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朱诚勉励

新员工要“以敬畏之心做好文物安全工作”，并

提出三点要求：一是牢固树立文物安全意识。二

是严格遵守关于文物安全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

三是熟悉并掌握关于文物安全的知识及技能。文

物博物馆工作者应当掌握扎实的文物及安全知识、

过硬的文物操作技能。

本次培训采取专家授课、展厅导览、现场考察、

交流汇报的方式进行。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原

副馆长陈克伦以“博物馆与收藏家”为题，叙述

了捐赠人与上博的情缘，将上海博物馆与收藏家

之间“亦师亦友”的感人故事娓娓道来。陶瓷研

究部副主任彭涛、青铜研究部副研究馆员胡嘉麟、

青铜研究部副研究馆员吴旦敏分别为学员讲授陶

瓷、青铜、钱币的基础知识和鉴赏知识。保管部

新员工文物与安全知识培训班

副主任赵岑 从敬畏之心和专业之姿两个方面，

讲述了文物基础知识和安全知识，并勉励学员要

在专业领域钻研不止。考古研究部副主任黄翔以

不可移动文物为切入点，讲述了考古中的文物安

全，同时回顾了上博人在上海考古领域的耕耘。

汇报交流环节，学员以小组为单位，自主选题、

互动交流。通过汇报讲演，学员们充分发挥主观

能动性，结合一个月来的所学所思，进一步加深

了对文物博物馆工作的理解，进一步增强了对文

物的敬畏心。学员们还考察了上海淞沪抗战纪念

馆，参观《艰苦卓绝—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主题展》。

结业式上，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朱诚对学

员分享的学习成果给予了肯定，并对今后开展工

作提出三点希望：第一，守牢文物安全底线不动摇，

始终将文物安全放在第一位；第二，保持努力学

习脚步不停留，增强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提

高学习的有效性；第三，提升岗位能力水平不松劲，

在自身业务领域有所创新与突破，努力把自己锻

造成“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

2021 年上海博物馆职工培训情况

培训类别 人数 培训费用（万元）

职称晋升培训 61 3.1

岗位业务培训 322 24.7

技能类培训 16 0.3

继续教育培训 32 0.8

在职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习 2 5.5

出境培训 0 0



人才培养·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 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综合管理

248 249

务制度、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智慧博物馆建设、

服务礼仪与接待、文物安全保卫与消防、文化交

流和外事纪律、文物安全与风险防范及青年工作

等方面进行了授课。培训设置团建拓展环节。通

过团结一心，合力完成各项挑战，新员工们迅速

打破陌生感，建立信任，增强了团结合作的意识。

此次培训安排学员学习参观中共一大纪念馆

和上海气象博物馆。通过馆际交流，新进员工不

仅接受了精神洗礼，而且借鉴到兄弟博物馆的优

势、亮点，为今后在本职工作中发展创新打下了

基础。在情景模拟环节，新员工们以角色扮演的

形式聚焦未来实际工作场景的棘手难题，让大家

意识到工作中多跨前一步，勇于担当以及部门间

团结协作的重要性。

为帮助新进员工更好地了解上博的发展历程，

加深对“上博精神”的理解，增强岗位责任意识，

6 月，上海博物馆举办了 2021 年上半年度新进员

工培训班，共有 21 名学员参加培训。

党委副书记、馆长杨志刚围绕上海博物馆发

展历程与文博人的职业操守进行了专题授课；人

事处、财务处、保管部等部门负责人分别为新进

员工讲授课程。

培训班还设置了团建拓展活动，通过互动交

流和团队活动打破新进员工间的陌生感，感受团

队协作的力量，增进了解、建立信任。现场教学

环节，培训班安排学员参观上海鲁迅纪念馆和中

新进员工培训班

共二大会址纪念馆。通过现场教学，新进员工不

仅得到了思想教育，还学习到兄弟单位的优势和

亮点，为今后做好本职工作打下了基础。情景模

拟环节以辩论赛的方式进行，围绕两个辩题，结

合未来实际工作展开辩论。通过思想的碰撞，调

动主动学习和思考的积极性。

党委书记汤世芬出席结业仪式并讲话。她向

新进员工提出四点要求：第一要尽快融入集体；

第二要立足岗位，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第三要坚

持学习不懈怠；第四要遵章守纪，锐意进取，做

一个守规矩、讲情怀、乐奉献的上博人。

10 月，上海博物馆举办了 2021 年下半年度新

进员工培训班，共有 22 名新员工参加培训。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朱诚以“涵养优秀品

格 做新时代合格的上博人”为题上了第一课。相

关部门负责人分别从内控和制度建设、人事及财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朱诚出席结业仪式并

讲话。他对新上博人提出增强目标认同、价值认同、

情感认同的三点希望，勉励新进员工厚植对事业

的情怀，将上博事业的发展作为自己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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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高窗口服务水平，助力公共文化

服务能级的提升，上海博物馆于 10 月组织了开放

一线员工业务培训。开放部、文创公司、综合服

务部等部门的员工及保安、安检、保洁等岗位的

人员参加了培训。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朱诚以“关于提升博

物馆窗口服务的思考”为题，提出建设“公众友

好型”博物馆的发展方向，并对全体一线人员提

出两点希望：一是坚持服务规范，打造有序环境，

开放一线员工业务培训 守住服务的尺度；二是创新服务措施，提升服务

技能，提高服务的温度。在未来的工作中，要始

终以公众对文化体验的追求为导向，以有温度的

文化服务助力上海城市品格的彰显和城市软实力

的提升。

本次培训特邀黄浦区人民广场治安派出所副

所长张晓路、黄浦公安分局反恐支队警长孙钢、

东方消防学校讲师蔡祎晨作安全保卫专题讲座。

三位专家从各自业务出发，分享实践经验，提示

广大一线员工要始终绷紧安全保卫意识的弦，一

丝不苟地对待日常工作。此外，本次培训注重实

操演练，针对反恐装备、消防预案与应急处置展

开模拟与演练，将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相结合，

进一步提升一线员工的业务能力。

培训还邀请资深心理咨询专家为一线员工提

供积极帮助和指引，引导员工在秉持原则的前提

下与公众进行有效沟通，正确认识无责投诉，及

时排解工作压力。

自 2020 年 3 月 13 日恢复开放以来，上海博

物馆不断完善机制、创新举措，统筹做好疫情防

和开放服务工作，为公众提供安全有序的参观环

境，以有温度的服务提升公众的参观体验。上海

博物馆将以东馆建成开放为契机，不断提升公共

文化服务能级，努力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

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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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台 建 设

2021 年，上海博物馆敏求图书馆共计采购中

外图书 2113 册；订阅中外报刊 290 种 438 份；

新书编目 2163 种 3127 册；期刊装订 413 册；图

书流通共计借出 1897 册次，还回 1364 册次。全

年受赠书刊 1800 种 1890 册，赠出书刊 1196 种

1205 册。

电子资源使用方面：中国知网检索 1,177,479

次，下载 32,261 次；读秀系统访问 65,616 次，下

载 18,298 次；台湾学术期刊库检索 10,491 次，下

载 5,128 次。开通试用数据库 5 个。

图情服务

S H A N G H A I  M U S E U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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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上海博物馆召开数字化转型研讨会，制定《上海博物

馆藏品数字资源采集、梳理与公开工作实施方案》，全面开展现有

藏品图像及数据信息数字化处理工作。进一步加强信息系统建设，

在确保网络安全的前提下，办公效率显著提升，规范性明显加强。

信息化运维项目稳步推进，涉及考古系统网络版、古籍数字化系统

等多个领域。

升级改造官方网站，全年访问量 720 万人次，同比增长 96%。做

好网上云展览和公众文博知识普及教育，推出“赶上春：江南文化

数字专题”“东西汇融：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展”等网上展览及

微信游戏小程序。

信息化项目

为深入贯彻上海市委、市政府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战略

部署，提升博物馆服务能级和核心竞争力，8 月 20 日，上海博物馆

召开数字化转型专题研讨会。上海博物馆领导班子成员以及各部门

主要负责人、民主党派代表、政协委员、专业部门代表等近五十人

参会。会议由党委委员、副馆长刘文涛主持。

杨志刚馆长强调，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工作，是落实“让文物

活起来”的关键性举措。上海博物馆的数字化转型首先要做到人的“转

型”，要不断增强博物馆人数字化转型意识和工作水平，做到从数

字化的外行向内行转变，从内行向精通不断提高。要通过各种手段

和途径，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和基础环境，鼓励员工大力开展数字

化研究，勇于尝试，敢于创新。他强调，博物馆数字化工作相当于“造

楼”，它是博物馆“四梁八柱”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馆要抓

住东馆建设的重要契机，明晰当下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增强推进数字化转型工作的坚定性和紧迫感。

汤世芬书记强调，数字经济时代下博物馆发展呈现新模式与新

业态，数字技术的全面运用对博物馆未来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全

馆要紧抓机遇，深化改革，积极落实巡视整改要求，切实推进智慧

型博物馆建设。汤书记就数字化转型工作提出四点要求：一是夯实

基础，不断推进数字化采集工作；二是提升数字化服务，以项目为

导向，有序开展“文物数字资源公开”“东馆虚拟之旅”项目等，

数字化转型专题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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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强业内信息交流，搭建沟通平台，2021 年，上海博物

馆继续《上海市博物馆协会通讯》及《上海博物馆通讯》两本连

续性刊物的编纂工作。完成英文版上博年度汇编 Shanghai Museum 

Yearbook 的编写与发布，与使领馆、文博机构、海外友人、国际博

物馆同行交流分享上海博物馆发展动态。

资料汇编扎实推进数字化展示、数字化教育；三是加强数字化管理工作，全

馆职工，特别是中层干部，要克服惰性，增强本领，锐意进取，勇

于作为；四是打造数字化经济，以研究为基础，为文创开发、教育

传播提供有力支撑，提升博物馆面向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会上，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围绕博物馆数字化转型，分别从智慧

博物馆建设、馆藏数字资源开放、数字化管理、馆藏数字资源采集

与利用、数字文创等角度作主题发言，同时，就博物馆数字化转型、

智慧文保、数字化展陈、数字化服务、线上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

化以及数字化研究等方面作交流发言。

会上，大家针对《上海博物馆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2021-2023）》

（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认真讨论。

会议明确，博物馆数字化转型要从痛点、堵点、难点入手，找

准切入点和突破口，加强国内外最新趋势研究，增强前瞻性，以宏

观视角对上海博物馆信息化工作进行再思考、再部署，依托现有基

础，梳理现有资源，举全馆之力，全面有序推进博物馆数字化转型，

赋能博物馆事业发展。

赶上春：江南文化数字专题

上海博物馆年鉴 2 0 2 2·综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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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9 日

与日本九州国立博物馆签订学术与文化交流协议书。

2 月 2 日

“卓荦迎新：中韩牛年生肖文物交流展”开幕。

2 月 3 日

“吴华新、吴淳皓先生文物捐赠仪式”举行。

2 月 7 日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风险防控关键技术研发示范”项目启动暨实施方案论证会召开。

3 月 1 日至 29 日

新员工文物与安全知识培训班举办。

4 月 1 日

“怀玉守正：纪念徐森玉、汪庆正先生学术座谈会”召开。

5 月 15 日

“百年风华—喜迎建党百年博物馆奇妙夜”举办。“百年风华—红色文创展销季”同步启动。

5 月 18 日

原创系列短视频节目《了不起的宝藏·探宝上博》第一季正式上线。

5 月 20 日

“丝理丹青：明清缂绣书画特展”开幕。

6 月 5 日

“魔都与新城：共启寻根之旅”文化项目启动。

6 月 11 日

“江南文化讲堂”第二季系列活动启动。

6 月 18 日

“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开幕。

6 月 18 日

上海博物馆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召开。

6 月 21 日

“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开幕。

6 月 29 日

与凯悦酒店集团共同推出的“博观悦取”文创咖啡体验店揭幕。

7 月 1 日

上海博物馆“七·一”特别版形象片《勇立潮头新征程》上线。

7 月 13 日至 14 日

“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学术研讨会”召开。

8 月 30 日

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签署合作意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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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6 日

赴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举办的“中国古代青铜文明展”开幕。

9 月 23 日

钟银兰先生追思会举办。

9 月 24 日

赴上海交通大学博物馆举办的“品物游心：中国文人的艺术与生活”主题展开幕。

9 月 27 日

“高山景行：上海博物馆受赠文物展”开幕。

10 月 11 日至 25 日

开放一线员工业务培训开班。

10 月 19 日

“汉淮传奇：噩国青铜器精粹展”开幕。

10 月 28 日

“东西汇融：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展”开幕。

10 月 28 日至 29 日

“万年长春—海上千年书画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11 月 9 日至 10 日

“2021 全球视野下缂织艺术与技术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11 月 10 日

“文物保护修复的新视野”学术研讨会召开。

11 月 24 日至 26 日

第三期“博物馆里的教师”专题培训班举办。

11 月 30 日

“仪象万千：明代彩色釉陶俑特展”开幕。

12 月 13 日

苏珊娜·芙拉图斯女士捐赠明代陶俑入藏仪式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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