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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西九文化周6月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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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世紀拿破侖遠征埃及後，古
埃及文物流散至許多歐美國家，他們
還幾乎壟斷了古埃及文明研究的 「話
語權」，但此次大展呈現的是中國學者
視角下的古埃及文明。同時，隨着更
多中國專家能深入埃及當地參與相關
考古研究工作，展覽也首次呈現了中
國與埃及學界交流合作的最新成果。

逾95%文物首次亞洲展出
神秘的古埃及文明，一直是人氣

長盛不衰的展覽主題。僅在中國內
地，每次古埃及相關展覽都會吸引大
批觀眾。上海博物館曾於1999年舉
辦了大英博物館藏古埃及文物珍品
展，兩個月內吸引了66萬多觀眾。這
次的 「金字塔之巔：古埃及文明大
展」 自開幕以來更是一票難求。上海
博物館館長褚曉波介紹，預計到
2025年8月展期結束，展覽的觀眾人
數會超過250萬人次，總收入有望接
近1億美元，將創全世界展覽之最。

區別於以往很多展覽的展品來自
歐美等國，本次大展是中國的公立博
物館首度與埃及官方直接合作。得到
了埃及最高文物委員會的支持，所有
展品均為中國團隊在埃及當地挑選，
涵蓋了埃及國家博物館、盧克索博物
館、蘇伊士博物館等七家埃及重點博
物館的重要藏品，以及不少從薩卡拉
考古現場「新鮮出土」的文物，並通過
包機運抵上海，超過95%以上的文物
為首次來到亞洲。在總面積達3000
平方米的展陳空間中，觀眾可以近距

離觀賞史前彩陶，埃及眾神和王后雕
像，法老鍍金面具，神秘的荷魯斯之
眼，最早的肖像畫，繪畫水平極高的
彩繪木棺，紙莎草《亡靈書》等。

特別展示動物木乃伊
上海展覽的第二主題 「薩卡拉的

秘密」 ，是即將到香港展出板塊之
一。古埃及人將定都孟菲斯作為其歷
史的開端，薩卡拉正是整個孟菲斯墓
區最重要的環節。2020年，薩卡拉
考古有了新發現，包括修建於公元前
600年的貓女神神廟遺址及貓神祭司
地下合葬墓穴中的完好遺存等，被列
為當年世界十大考古發現之一。

走進上海博物館 「薩卡拉的秘
密」 展廳，彷彿置身特別的動物世
界。動物崇拜在古埃及非常風行，很
多特定的動物會被製成雕塑甚至木乃
伊出售給大眾，作為日常獻祭和供奉
的專用物品。在展覽中，可以看到新
出土的 「動物」 ，如朱䴉、狒狒、禿
鷲等雕塑，以及此前很少見到的動物
木乃伊：牛、鱷魚和猴子。當然，最
為豐富的還是與貓有關的各類展品。

巴斯泰特是古埃及神話中的貓
神，常常以貓首人身或直接以貓的形
象出現。對貓女神的信仰最早可以追
溯到第二王朝時期。薩卡拉是古埃及
三個重要的貓女神崇拜中心之一，此
次展出了兩個貓女神像，其中優雅的
貓首人身像還被複製了大的立像在展
廳 「迎賓」 ，女神身着飾滿圖案的長
裙，右手拿着古埃及重要樂器和儀式

用具的叉鈴，左手拿着裝飾着日輪和
神首的盾形護符。

此外，薩卡拉地區也是重要的貓
墓葬集聚地，預估有數十萬具貓木乃
伊埋葬其中，這次的展覽中，也有很
多薩卡拉新出土的貓木乃伊，加上特
別策劃的動畫視頻環繞，使得整個展
廳彷如一座聲光齊全的貓神聖殿。

埃及法老「隨處可見」
古埃及文化展覽，法老當然不能

缺席。在本次上海的展覽中，埃及法
老可謂隨處可見。在上海博物館大門
口，就按照埃及當地習俗，請來了原
本收藏於盧克索博物館（Luxor
Museum）的古埃及第十九王朝法老
Merneptah（內地稱 「麥倫普塔」 ）
雕像作為 「迎賓使者」 ，這尊2.4米
高的雕塑，也是數千年來首次離開埃
及。為了確保他的安全，上博還特
別為他定製了玻璃罩。

當然，最為著名的法老之一、年
少去世的圖坦卡蒙是當然的 「C
位」 。展覽的另一個重要主題 「圖坦
卡蒙的時代」 相關展品也將在年底到
香港展出。在上海的展覽空間，觀眾
通過狹長走道進入環繞式的展廳，可
以目睹年輕法老的生命祭典、共情公
元前14世紀的生死別離。再往裏走，
迎面就能看到一尊圖坦卡蒙大型雕
像，這座雕像原本有6米多高，但在
發現時已經殘缺了下半部，不過呈現
在我們眼前的2.85米高的上半身，已
經足夠震撼。就在他的對面不遠處，

有父親阿蒙霍特普四世，後改名埃赫
那頓（Akhenaten）雕像與之對望。
父子二人中間的玻璃櫃中，還有一尊
殘缺的納芙蒂蒂（Nefertiti）頭像。
納芙蒂蒂是埃赫那頓的王后。

促進中埃文化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展覽中很多

展品的發掘也離不開中國專家的貢
獻。2020年，薩卡拉遺址有新發現
時分，正逢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在
埃及當地求賢若渴之際，中國考古隊
於2021年初抵達埃及，走進薩卡
拉。中國學者的專業素養，以及中國
在文物數字化等方面的先進經驗，在
相關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得到了
埃及各部門的高度認可，這也對這次
展覽的促成起到重要作用。

本次上海展覽的首席策展人、北
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顏海英正是當年
遠赴埃及共襄盛舉的中國專家之一，
憶起當時的情形仍然難掩興奮。她介
紹，中國的埃及學研究起步較晚，作
為學者，有責任在公眾間更好進行科
普，讓大家擺脫獵奇和誤讀，更加完
整、準確地認識和欣賞古埃及文明。
同時，同為文明古國，中華文明與古
埃及文明的比較研究，還能夠加深對
彼此的理解，在 「他者」 中看到真實
的 「自我」 。從這一意義上說，這樣
的展覽只是一個起點，不僅可以把埃
及學者、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更多地
介紹給世人，也將拉開中埃兩國之間
更廣泛合作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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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海博物館、埃及最高文物委員會聯合舉辦的 「金
字塔之巔：古埃及文明大展」 自2024年7月開幕以來，一

直是上海乃至內地最熱門的文化展覽之一。這場迄今為止全球最大規模、亞洲最高等
級的古埃及文物出境展覽，帶來了492組788件古埃及文明不同時期的珍貴文物，有
很大一部分是最近幾年的最新重要考古發現。在結束了上海之行後，部分文物還將於
11月起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繼續展出。

汲寶齋

大公報記者 張帆上海報道（文、圖）

埃及國寶展1111月亮相香江月亮相香江

【大公報訊】 「上海西九文化周」 的開幕式將於6月
18日舉行。亮點活動之一是由西九委約創作、與香港話
劇團共同主辦及製作的原創粵語音樂劇《大狀王》。該劇
將於2025年衝出香港展開內地巡演，以粵語原裝版本於6
月17日至6月29日在上海文化廣場公演10場。上海公演門
票首五場於開賣當日即告售罄，反應熱烈，其餘場次只剩
餘少量門票。

「貝聿銘：人生如建築」4月打頭陣
展覽 「貝聿銘：人生如建築」 由M+策展團隊經七年

籌備，是20及21世紀深具影響力的美籍華裔建築大師貝
聿銘的首個全面回顧展。展覽將於4月26日至7月27日在

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巡迴展出，並於同年11月至2026年2
月移師多哈卡塔爾博物館阿爾里瓦克展覽館展出。

香港故宮將於6月20日至7月31日於上海張園舉辦
「城市脈動─中國傳統文化再詮釋」 展覽（ 「城市脈
動」 展覽），展覽以創新手法演繹中國園林與山水，發掘
香港及上海兩個城市所蘊藏的豐富文化內涵。 「城市脈
動」 展示超過10位新晉及資深香港繪畫、錄像及多媒體
藝術家的跨領域多媒體作品。這是香港故宮首度在香港以
外舉辦展覽。

「上海西九文化周」 期間，西九將策劃三場爵士音
樂會，於上海爵士俱樂部之一JZ Club呈獻多位歷年在西
九舞台大放異彩的香港年輕頂尖音樂人─包括曾奪世
界冠軍的口琴演奏家何卓彥、作曲家及鋼琴家朱肇階以及
唱作人關浩德等。

此外，6月20日及21日，戲曲中心將與宛平劇院合
辦，上演兩場小劇場粵劇《霸王別姬》（新編）。6月21
及22日在上海國際舞蹈中心亦將舉行兩項當代舞表演：
西九與香港舞蹈團協辦、由香港舞蹈團藝術總監楊雲濤編
舞的舞×武劇場《凝》，以及由西九委約及製作，並與上
海國際舞蹈中心劇場合辦、香港編舞家盤彥燊所創作的
《鳴》（獨舞版）。

◀原創粵語音樂
劇《大狀王》將
在上海文化廣場
公演10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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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打造香港文化旅遊品牌，西九文化區管理
局昨日公布，將於6月中旬在上海舉辦 「2025上
海西九文化周」 。當中涵蓋7個頂尖文化藝術節
目，包括M+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展覽，以
及廣受好評的原創粵語音樂劇、戲曲、音樂及舞
蹈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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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聿銘：人生如建築」展覽
日期：4月26日至7月27日
地點：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

「城市脈動─中國傳統文
化再詮釋」展覽
日期：6月20日至7月31日
地點：上海張園

音樂劇《大狀王》
日期：6月17日至6月29日
地點：上海文化廣場

《霸王別姬》（新編）粵劇表演
日期：6月20日至21日
地點：上海宛平劇院

爵士樂演奏會
日期：6月19日至21日
地點：JZ Club

舞×武劇場《凝》
日期：6月21至22日
地點：上海國際舞蹈中心大劇場

《鳴》（獨舞版）
日期：6月21至22日
地點：上海國際舞蹈中心實驗

劇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