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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五四大街 1 号，古朴典雅的中国美

术馆大楼静静矗立。源自敦煌艺术的阁楼飞

脊大气灵动，金色琉璃瓦的屋顶庄重鲜活。60
年来，中国美术馆不断推动高质量收藏、高水

平利用、高品质服务，努力展现东方古典文化

的博大气象，积极呈现中外艺术交流互鉴的文

明之光。

国家典藏不断丰富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记得，雕塑家吴文

家病重之时辗转写信给他，将珍藏已久的著名

画家颜文樑的作品《晚霞雪景》无偿捐赠。

著名画家靳尚谊把自己最珍爱的作品之

一《塔吉克新娘》捐赠给中国美术馆时曾饱含

深情地说：“画家要画出精品，还要把最好最满

意的作品捐献给中国美术馆。”

60 年来，中国美术馆不断丰富国家典藏，

并通过优质的服务，让作品得到保护利用。针

对馆藏缺项、当代学术发展、特定年龄段的创

作群体，开展主动征集，针对特定艺术主题开

展邀约创作征集，目前，中国美术馆接受捐赠

和征集作品已达 1.3 万余件。藏品中有苏轼、

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吴冠中等艺

术家的绘画珍品；也有于右任、启功等书法名

家的佳作；还有刘开渠等雕塑家的作品。

除了中国作品，中国美术馆也收藏有众多

外国艺术家的作品。吴为山说，中国美术馆在

收藏经费有限的条件下，创新举措，通过国际

交流展览等多种形式，新入藏 101 个国家艺术

家的 711 件作品。

2019 年 6 月，中法建交 55 周年之际，“不

朽的传承——法兰西艺术院雕塑院士作品展”

亮相中国美术馆。展览展出法兰西艺术院 5
位雕塑院士的 37 件雕塑作品。展览结束后，

艺术家将全部参展作品捐赠给中国美术馆永

久收藏。

如今，走进中国美术馆，观众总会被正厅

两侧的墙面吸引，墙上是近年来 828 位捐赠者

的姓名。中国美术馆不仅举办了建馆以来最

大规模的捐赠作品展“向捐赠者致敬——中国

美术馆藏捐赠作品展”，还专门在墙上刻下捐

赠者名录。

镇馆之宝“活”起来

2017 年，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美在新时

代——中国美术馆典藏精品特展”刚一开幕，

就吸引了数万名观众。展览从中国美术馆馆

藏作品中精选近现代名家大师作品 200 余件

（套），推动中国美术传统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一大早，中国美术馆免费领票窗口已排

起了长长的队伍，参观高峰期，队伍甚至排到

了美术馆东街的三联韬奋书店。

为不断扩大藏品利用，中国美术馆将 6 层

展厅改造成“藏宝阁”，定期举行小幅经典作品

展，吸引众多观众前往打卡。

“自信从文化中来，镇馆之宝不能‘镇’在

库房里。”吴为山说，艺术家创作的好作品应该

留世，更应该传世，美术馆必须把典藏的作品

活化，发挥作品真正的价值。

中国美术馆注重对藏品资源的梳理、阐

释，通过“典藏活化系列展”“捐赠与收藏系列

展”“弘扬中国精神系列展”“国际交流系列展”

“学术邀请系列展”这五大系列展，体现艺术家

们不同时期的创新、创造。

以美为媒，中国美术馆还积极搭建中外文

化交流的桥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2014 年

至今，中国美术馆共举办 30 余个国际展览，组

织策划赴国外展览 20 余个。“中国写意——来

自中国美术馆的艺术”展览先后走进墨西哥、

法国、希腊等国家。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文化

推广部主任卡斯特奈达说：“看‘中国写意’展

览的作品，只用眼睛不行，必须得用心去感受，

用灵魂去抚摸。”

5 月 23 日，中国美术馆推出“美在新时代

——中国美术馆建馆 60 周年系列展览”，观众

络绎不绝。展览展出了多位中外艺术名家的

近 600 件名作，形象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创新与发展、红色革命文化的弘扬与传承、中

外美术成果的交流与互鉴。“为美术的美情、美

心、美景而点赞！”在留言本上，一名观众这样

写道。

将美传递给更多人

来到中国美术馆，观众可以在服务台免费

领取一个“爱心坐垫”，在馆内，常常能看到不

少小朋友坐在坐垫上画画、休息。“爱心坐垫”

在设计上提取了知名艺术家作品中的元素，小

小的坐垫传递着中国美术馆心系公众、服务公

众的温度。

提供便捷、舒适、人性化的服务，中国美术

馆希望从每一个细节提升观众的体验感。走

进美术馆，观众不仅能感受美，还可以把“美”

带回家。近年来，中国美术馆共设计艺术衍生

品 1400 余款、实现投产 180 余款专项经费文创

产品，注册原创图像版权 200 余项，通过衍生

品、趣味应用等多种方式传播美。不仅如此，

中国美术馆还制作短视频、推出纪录片，利用

数字技术手段，使静态的典藏“活”起来。

除了展览，多种多样的活动也在拉近人们

与美术馆的距离。2014 年以来，中国美术馆

举办活动 300 余场，服务观众超过 50 万人次。

中国美术馆以馆藏资源为依托，与各省份文化

机构一道拓宽公共文化服务惠及范围，持续打

造美育课堂，策划“走向西部”等一系列展览，

将经典艺术送至百姓身边，并推出“大师讲大

美”“中国美术馆之夜”等项目助力推动全民

美育。

“下一步，我们要坚持人民至上，做满足人

民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积极行动

者；坚持守正创新，做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的身体力行者；提升办馆水平，做推动美术场

馆高质量发展的探索实践者；坚持交流互鉴，

做讲好中国故事、推动文化交流合作的文明使

者。”吴为山说。

上图为中国美术馆外景。

中国美术馆供图

丰富典藏、活化利用、贴心服务，中国美术馆—

艺术殿堂 与美同行
本报记者 王 珏

接受捐赠和征集作
品 1.3万余件、设计艺术
衍 生 品 1400 余 款 ……
60 年来，中国美术馆不
断推动高质量收藏、高水
平利用、高品质服务，让
艺 术 的 魅 力 浸 润 更 多
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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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9 日至 18 日，第二十五届

上海国际电影节在沪举办。今年

是 上 海 国 际 电 影 节 诞 生 30 周

年 。 作 为 国 际 A 类 电 影 节 ，从

1993 年至 2023 年，上海国际电影

节秉持“立足亚洲、关注华语、扶

持新人”的办节定位，记录历史，

见证时代。30 年间，一幕幕光影

流转、一尊尊金爵奖杯照亮许多

电影人与影迷的追梦路。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谢晋与

张骏祥、徐桑楚、白杨、秦怡、吴贻

弓等电影艺术家就提出“办个中国

人自己的电影节”，希望通过加强

与各国电影同行的切磋和交流，让

中 国 电 影 更 好 走 向 世 界 舞 台 。

1993 年 10 月，首届上海国际电影

节举办。

如今，伴随着中国电影市场

持续发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全

球影响力不断提升。

2023 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全

板块回归线下，受到全球电影业

极大期待。本届金爵奖国际影片

竞赛单元，两个周期内的征片共

收到来自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报 名 参 赛 参 展 作 品 近 8800 部 。

参赛片中，名导新作汇聚，世界首

映 和 国 际 首 映 影 片 占 比 进 一 步

提高。

30 年间，光影连接世界与中

国。作为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上

海 积 极 推 动 电 影 节 持 续 展 开 务

实、多元、国际化的影视合作。上

影节发起成立的“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走过 5 年，已从

首批 29 个国家、31 家电影机构，发展到如今 48 个国家、

55 家机构参与的规模。

电影是技术和艺术的产物。电影节既是艺术“梦工

厂”，也是科创“加速器”。

伴随着上海推进建设全球影视创制中心的步伐，今

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科幻电影周”，以科幻电影

主题放映、科幻电影论坛、科幻之夜、上海科技影都发布

会等形式，助力构建科幻影视文化发展新格局。

“数字影视体验展——超感试验场”活动作为本届电

影节全新首创板块，通过多种前沿视听技术，为参观者提

供别样的互动体验。360 影院全景观影、立式交互体验、

虚拟现实戏剧、扩展现实装置……上影节为参观者带来

一场奇妙之旅。

新趋势、新技术、新潮流，还有更多新鲜血液、更多责

任与担当。

30 年来，立足办节定位，上海国际电影节持续为全

球电影人搭建事业发展平台，经过多年积累，已形成短视

频、金爵短片、创投训练营、电影项目创投、金爵亚洲新人

单元、金爵奖及 SIFF YOUNG 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

的“6+1”阶梯型新人培育体系，为有志于投身电影的年

轻人提供成长路径。

“打造电影人才的培育体系，是电影节一直着力去做

的事。”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主任何文权说。

6 月 15 日晚，第二十五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亚

洲新人单元颁奖典礼，年仅 10 岁的岳昊获得最佳男演员

奖。作为亚洲新人单元最年轻的评委，演员易烊千玺说：

“所有成熟的电影人一开始都是新人，我们希望通过这个

平台，让许多有能量、有活力的年轻电影人，得到一个被

大家看到、被大家给予更多支持的机会。”

每年的电影节，都是一次与影迷的双向奔赴。72 岁

的影迷梅海星从未错过任何一届上影节。他把每届电影

节的票根、排片表统统整理进收藏册中，记录自己与上影

节的 30年时光。

每年，电影节从几千部报名影片中精挑细选出几百

部进行展映，不同类型、风格、题材的电影在银幕上淋漓

展现。第二十五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国际影展共设置 16
个单元，放映逾 400 部影片，放映场次近 1500 场。数据显

示，今年上影节启动线上售票后短短 1 小时出票数就达

30.9 万张、售罄场次 425 场、25.6 万人同时参与。

在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波兰导演杰兹·斯科利莫

夫斯基看来，在不远的将来，上影节“对世界电影来说会

变得非常重要。它是一个让大家相互尊重、感觉到爱的

地方。好的电影，好的电影节，都是如此”。

走过 30 年，在传承与创新中，上海国际电影节迈向

下一段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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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 6月 25日电 （记者肖家鑫、倪弋、刘温馨）世界互联

网大会数字文明尼山对话会员代表座谈会 25 日在山东曲阜尼山

举行，会议主题为“共迎数字合作的机遇与挑战：信心·复苏”。来

自国际组织、全球互联网领军企业、权威行业机构等领域的近 40
位会员代表应邀参加座谈会。

“数字文明尼山对话是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举办的首场

专题性活动，是大会国际组织业务矩阵不断发展扩大的重要标

志。”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在座谈会上表示，要坚守携手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初心和宗旨，深化交流合作，为世界经

济社会发展增添新动能；要凝聚治理共识，为互联网发展注入更多

稳定性；要繁荣数字经济，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要深化科技

交流，助推全球共享互联网创新成果；要坚持交流互鉴，激发文明

进步新活力。

座谈会上，12 位会员代表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深入交流与探

讨。他们表示，通过数字合作和技术创新，让科技赋能千行百业，

可以为各国商业部门创造更多机遇。推动数字合作，迫切需要在

弥合数字鸿沟、建立健全国际数字合作机制、规范伦理道德等方面

采取行动。呼吁全球各方共同努力，应对挑战、把握机会，推动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文明
尼山对话会员代表座谈会举行

本报太原 6 月 25 日电 （记者刘

鑫焱）打开微信小程序“山西文物数字

博 物 馆 ”，即 可 开 启 观 赏 山 西 文 物 的

“云上之旅”，可以文物鉴赏，还可以导

览解说……这就是山西文物数字博物

馆提供的“云服务”。

山西历史悠久，全省有不可移动

文 物 53875 处 ，其 中 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单位 531 处，世界文化遗产 3 处。山

西 文 物 数 字 博 物 馆 以“ 表 里 山 河 ，臻

藏 晋 显 ”为 主 题 ，通 过 系 统 梳 理 整 合

文 物 精 品 、导 览 资 讯 、经 典 展 览 等 数

字资源，形成“一库两端六应用”的文

物数字化展示利用体系，为公众提供

一 站 式 查 询 、浏 览 、检 索 、导 览 、鉴 赏

等服务。

山西文物数字博物馆上线

本报北京 6 月 25 日电 （记者吴

月辉）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赵刚研

究员带领的国际团队发布了一项重要

成果，研究团队率先在银晕恒星中发

现了第一代超大质量恒星（超过 100 倍

太阳质量）演化后坍缩形成的对不稳

定超新星存在的化学证据。该成果证

实 这 一 超 新 星 源 自 于 一 颗 质 量 高 达

260 倍太阳质量的第一代恒星，刷新了

人们对第一代恒星质量分布的认知。

第一代恒星主导着早期宇宙化学

增丰过程和演化历史。理论预言第一

代恒星的寿命极短，直接观测到第一

代恒星的难度极大。

长期以来，科学家致力于通过极

贫金属星（金属含量低于太阳的 1%）来

研究第一代恒星。中国科学院国家天

文台副研究员、论文第一作者邢千帆

说：“部分极贫金属星可能诞生于第一

代恒星终结时形成的气体云，其化学

丰度完整保留了第一代恒星演化产物

的 特 征 史 ，我 们 能 够 利 用 这 些‘ 活 化

石’揭示第一代恒星的演化历史。”

2022 年，研究团队结合郭守敬望

远镜低分辨率光谱和日本昴星团望远

镜高分辨率光谱数据发现了一颗化学

丰度极为特殊的恒星，其具有目前已

知最低的钠含量，其化学丰度还显示

出了强烈的“奇偶效应”。这一发现首

次从观测上证实了对不稳定超新星的

存在，并为第一代超大质量恒星形成

和演化的观测研究指明了方向。

赵刚说，此项研究从观测上证实

第一代恒星的质量可以达到太阳质量

的数百倍，揭示了对不稳定超新星在

宇宙早期化学增丰过程中的贡献，对

研究第一代恒星的初始质量函数意义

重大，并将对元素起源、宇宙早期的恒

星形成和星系化学演化等方面的研究

产生深远影响。

第一代超大质量恒星化学遗迹首次被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