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步西班牙古城萨拉曼卡的街头，

庄重古朴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的建筑

使用了一种取自附近小镇比利亚马约尔

的石块，在艳阳的照耀下反射出金色光

芒 ，给 萨 拉 曼 卡 带 来“ 黄 金 之 城 ”的 美

名。建于 2000 余年前的萨拉曼卡罗马

桥，至今仍完好无损地联结托尔梅斯河

两岸，见证着这座城市跨越风雨的沧桑

岁月。

在西班牙，若要选出风景最优美的

城市，也许会众说纷纭，各有所好。但若

要选文化气息最浓厚的地方，多数人会

脱口而出“萨拉曼卡”。这座城市的辉煌

历史可以追溯至古罗马时代，它曾是罗

马人“白银之路”上的战略重地之一，也

是西班牙语和卡斯蒂利亚文化的主要发

源地。叠加着历史与美景的魅力，萨拉

曼卡于 1988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为 世 界 遗 产 ，2002 年 被 评 为 欧 洲 文 化

之都。

“黄金之城”的文化底蕴还来自萨拉

曼卡大学。这座大学始建于 1218 年，是

西班牙有史料记载以来最为古老的高等

教育机构，也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高

等学府之一，众多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

景的人来此追求知识和真理。穿过老

城，你会发现不少古建筑上都印着或深

或浅的红色标记。这是萨拉曼卡大学延

续 800 多年的传统，也是无数学子所追

求的荣耀：当你在该校获得博士学位，并

于某一领域取得突出成就时，就能用赭

红颜料和专属于萨拉曼卡大学的字体在

古老的外墙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15 世 纪 至 16 世 纪 时 ，萨 拉 曼 卡 已

成为欧洲的学术文化中心，城市建设也

随之进入高潮。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古

城面貌便脱胎于那一时期：宏伟的古迹

群融合了罗马式、哥特式、巴洛克式以

及当地独有的银匠式等建筑风格。从

萨拉曼卡出发，西班牙文学、哲学、航海

学等领域的精英引领西班牙开启了“黄

金时代”。文学巨匠塞万提斯就曾在此

深造，他将萨拉曼卡的风土人情和逸闻

趣事融入《堂吉诃德》等作品，尽情抒发

着对这座城市的喜爱与怀念。也是在

这一时期，意大利探险家、航海家克里

斯托弗·哥伦布专程来到萨拉曼卡，寻

求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的广泛支持。在

萨拉曼卡大学圣·斯蒂文修道院里，哥

伦布慷慨激昂地向西班牙国王陈述自

己的航海计划，与社会名流就“地圆说”

展 开 激 烈 探 讨 ，并 于 此 确 定 了 航 海 路

线，蓄势扬帆起航。

随着全球化不断发展，东西方交流

日益活跃，不少中国学生也将萨拉曼卡

选为学习西班牙语、融入当地社会的第

一 站 。 每 年 有 超 过 400 名 中 国 留 学 生

在萨拉曼卡学习，其中攻读博士学位的

近百人。萨拉曼卡大学不仅建立了西

班牙最全面的东亚研究学科，还开设了

甲骨文、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影视文化

等通识课程。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交流，

令 这 座 城 市 变 得 更 加 开 放 、包 容 和

多元。

“黄金之城”萨拉曼卡
颜 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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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巴桑塔布尔

塔的最高层，可见远处大朵的白云飘

浮在绵延的山脊上，山巅的斯瓦扬布

纳特寺看去十分清晰。往下望去，小

贩们在杜巴广场上热闹地摆着摊，身

穿雪白校服的小学生从胡同里跑出来

嬉闹。一阵清风吹过，屋檐上的风铃

清脆叮咚。

杜巴广场与其他六组历史遗迹和

建筑群共同构成加德满都谷地文化遗

产 ，它 们 是 尼 泊 尔 首 个 世 界 文 化 遗

产。其中，巴桑塔布尔塔高约 32 米，被

称作“九层神庙”。2015 年 4 月 25 日，

当地遭遇 8.1 级强烈地震，整个九层神

庙建筑群震损严重，神庙上部三层完

全倒塌。尼泊尔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

援助请求后，中方立即派遣专家团队

赴 尼 开 展 相 关 修 复 工 作 。 经 过 中 国

“文物医生”数年努力，九层神庙建筑

群本体维修任务圆满完成，项目已于

2022 年 12 月通过中期验收，尼泊尔文

化瑰宝重焕生机。

神庙建筑群损毁严重

九层神庙建筑群占地面积约 1300
平方米，现存建筑面积约 5600 平方米，

始建于公元 17 至 18 世纪，是尼泊尔唯

一以佛塔形式居住使用的宫殿建筑。

庭院四角各建一塔，砖墙承重，木构披

檐，木雕门窗十分精致。尤其是用于

支撑披檐或屋顶的斜撑上刻满各式印

度教神像，具有极高艺术价值和历史

价值。在地震发生半年后，中国文化

遗产研究院援助尼泊尔工作队首次前

往当地进行可行性调研。当时的杜巴

广场布满残垣断壁，破损构件散落一

地 ，废 墟 中 依 稀 可 见 精 美 的 木 刻 神

像。亲历地震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伴随巨大的轰鸣，烟尘四起，我们眼

睁睁看着九层神庙上部三层塌落到院

子里，心痛不已。”

中国工作队在勘察时，发现包括

西南角塔七至九层、东北角塔六层在

内，大约 550 平方米的局部建筑完全倒

塌；东南角塔整体向主干道方向歪闪，

最 大 倾 斜 量 为 170 毫 米 ，险 情 严 重 ；

80%的墙体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形和开

裂，万余件木构件散落损坏。同时，建

筑 还 出 现 了 基 础 沉 降 、排 水 不 畅 等

问题。

2017 年 8 月，由中国政府援助、河

北省文物与古建筑保护研究院担任管

理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承担整体

修复任务的“援尼泊尔加德满都杜巴广

场九层神庙修复项目”在中国国家文物

局指导下正式开工。这是中国在尼泊

尔开展的首个大规模文物援外项目。

震 后 修 复“ 急 难
险重”

九层神庙建筑群的震后修复，可

以用“急难险重”四个字来概括。“急”

在于每场暴雨都会造成新的破坏，只

有尽最大可能加快修复进程，才能将

暴 雨 天 气 对 建 筑 的 损 伤 降 到 最 低 ；

“难”在于整体建筑震损严重，勘察阶

段很难了解内部残损状况，“伤情”往

往要在修复过程中发现；“险”在于东

南角塔向主干道方向倾斜严重，摇摇

欲坠，随时有倒塌风险；“重”则在于九

层神庙建筑群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和宗教内涵，在尼泊尔人民心目中地

位崇高，工作队肩负着沉甸甸的责任。

排险支护刻不容缓。工作队首先

对墙体支撑加固，减轻墙身荷载；降低

危险后，再对屋面和漏渗水的地方做

临时防水层，并在罗汉院内院与建筑

外圈分别搭设内、外脚手架，相互勾

连形成整体防护网架，不仅对部分建

筑部位进行排险防护，也为下一步工

程实施做好充分准备。尼方希望，在

修复工程中九层神庙建筑群的庭院继

续开放，工作队也尽可能在保障游客

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确保项目顺利

进行。

考虑到项目修复现场空间有限且

游客众多，我们在 2.5 公里外的尼泊尔

国 家 博 物 馆 院 内 开 辟“ 第 二 工 作 现

场”，用于构件分拣、记录和角塔预安

装。这个过程说起来容易，实际操作

中的困难却超出想象。工作队将万余

件 木 构 件 一 一 清 理 、标 号 ，耗 时 几 个

月。同时，我们广泛收集相关历史文

献、图纸、照片等资料，邀请尼方专家

及工匠对散落构件仔细甄别、比对，凡

能满足结构安全使用的构件均按原位

恢复，并作为缺失构件补配的参考依

据。预安装过程如同高难度拼图，要

反复寻找、搭配缺失构件的各个部分，

直至严丝合缝。最难的是位于楼层交

界处的雕刻，构件数量多且层层咬合，

每个衔接点都需格外耐心细致。完成

坍塌部位预安装后，我们将所有构件

再次拆散、编号，运输至九层神庙修复

现场进行正式安装。

文化遗产国际合
作的典范

文物维修保护讲究“一事一议”。

在海外工作，我们面对的是未接触过

的文物建筑形式、结构和做法，修复过

程也是不断学习的过程。作为典型的

纽瓦丽建筑，九层神庙建筑群将尼泊

尔传统砖石工艺、木刻工艺发挥到极

高水平。建筑群的花窗、斜撑与檐柱

上雕刻的无数神祇、动物和吉祥图案

各具含义。

为更好体现九层神庙的历史与艺

术价值，工作队聘请尼泊尔木雕世家

的工匠们修复构件。他们将几十支大

小 、粗 细 不 一 的 刻 刀 使 用 得 出 神 入

化。修复斜撑时，需要先根据留存部

分绘制残损处图纸，再照图雕刻。一

个巴掌大小的龙木雕，需要一名熟练

工匠精心雕琢七八天才能完成。从檐

柱上小至 1 厘米的裂缝到花窗上震损

的雕像，工作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请当地师傅尽力修补。

“修复老旧构件费时费力，何不换

一 件 新 的 ？ 那 些 存 在 自 然 磨 损 的 地

方，何不趁机‘焕然一新’？”修复工程

中 ，尼 方 伙 伴 曾 经 问 过 这 样 的 问 题 。

中国工作队认为，文物建筑的真实性

和完整性，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老构

件的使用比例上。替换新构件自然容

易 ，却 损 失 了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的 原 真

性。据统计，项目合计重做补配雕刻

构件 3700 余件，约占全部构件的 15%，

老旧构件利用率达到 85%。我们所做

的不是让文物建筑“返老还童”，而是

最大限度保护其原有信息。

在文物建筑的结构补强方面，维

修队同样下了一番功夫。九层神庙建

筑群使用的是一种名为“娑罗木”的硬

质木材，我们深入研究了建筑群的用

材特性、结构特点，经过反复试验，最

终确定采用隐蔽、可逆的钢绳索链接

方式对文物建筑薄弱节点进行加固，

实现建筑整体抗震补强。这种整体补

强结合软性链接的保护措施，体现了

文物修复中“最小干预”和“可逆”原

则，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中国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努力赢得

了尼方朋友和国际同行的肯定。尼泊

尔总统班达里说，九层神庙修复项目

“将尼泊尔古老宗教艺术与中国现代

修复技术相结合”，中国团队对文物采

取的保护性修缮值得学习。尼泊尔考

古局局长高塔姆称赞修复项目保护了

建筑群的真实性与完整性，“感谢中国

政府和中国专家为尼泊尔震后文化遗

产修复所做的巨大贡献，中方工作效

率高、质量好，九层神庙保护修复项目

是文化遗产国际合作的典范。希望文

化遗产成为友谊的桥梁，未来尼中在

文物保护领域展开更多合作”。

如今，修复后的九层神庙建筑群

迎接着越来越多的各国游客。让文物

建筑的历史信息跨越时间长河不断传

承，让文明交流互鉴深化各国人民友

谊，这正是中国文物工作者走出国门、

保护世界遗产的意义所在。

（作者为援尼泊尔加德满都杜巴

广场九层神庙修复项目工作队队员）

图①：修复后的九层神庙木刻。

图②：尼泊尔工匠修补九层神庙

上的木构件。

图③：修复后的九层神庙建筑群

（东北角）。

图 片 均 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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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 月 15 日至 16 日，上海合

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举行。

会议宣言强调，加强文学经典著作互

译、电影摄制、音乐、戏剧、造型艺术、

博物馆事务、展览及其他形式艺术创

作方面合作。

电影是文明交往与对话的重要载

体，是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

的重要方式。光影流转变换之间，传

递的是沿线各国人民息息相通的美好

梦想。回顾过往，中国电影在中亚地

区的传播历时久、内容多、形式活，呈

现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

谐共处、互学互鉴的生动图景。

影像中的“新中国”

20 世纪初期，中国电影诞生。风

雨飘摇的时代，一批批电影人探索着

一个全新的影像世界。1942 年，赴苏

联完成电影《延安与八路军》后期制作

的导演袁牧之因战争原因，滞留哈萨

克斯坦长达 3 年。其间，袁牧之协助

苏联著名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拍摄

了电影史上的力作《伊凡雷帝》，并在

爱森斯坦等人的推荐下，导演拍摄了

关于哈萨克斯坦诗人江布尔·扎巴耶

夫的纪录片。对于一向勤勉的袁牧之

来说，电影的拍摄过程也是语言和文

化的学习过程。他克服重重障碍，凭

借对影片的巧妙构思，获得苏联同行

的一致好评。

新中国成立后，中外文化交流拉

开崭新序幕，一大批中国电影进入中

亚地区。通过举办“中国电影周”活

动，《中华儿女》《解放了的中国》《白毛

女》《龙须沟》《鸡毛信》等一系列影片

走近当地观众。富有生机、蓬勃发展

的新中国形象吸引了他们的目光，不

少影片应邀多次上映，赢得广泛好评，

甚至一些中国影片赶不及译制便在当

地各大文化宫巡回放映。

在这些影片中，《白毛女》中喜儿

的不幸遭遇引起了观众们的共情，很

多人边看边流泪。电影语言跨越了文

化障碍，通过《白毛女》等电影，中亚人

民更加直观地了解到中国社会发生的

伟大变革，明白了什么是“旧社会把人

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多题材市场化传播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外文化传

播 快 速 发 展 。 1984 年 至 1988 年 ，我

国电影工作者连续参加了三届塔什

干 国 际 电 影 节 ，并 屡 获 荣 誉 。 1984
年，影片《青春万岁》获得了塔什干国

际电影节纪念奖。 1986 年的参展影

片《流浪汉与天鹅》同样赢得广泛赞

誉。这部影片讲述了心性纯洁、满腔

抱负的男青年“抹桌儿”回乡创业，历

尽考验，最终与同村少女杏花喜结良

缘的故事。电影节上，很多当地媒体

都对影片进行报道，当地观众纷纷向

导演和女主角送上鲜花礼品，直抒对

这部影片的喜爱之情。这一时期进

入中亚地区的中国电影，更多从普通

人的心理情感出发，增强了作品的感

染力和传播力。

1991 年以后，中国与中亚各国的

文化交流步入新的阶段。随着中哈政

府文化合作协定、中吉政府文化合作

协定、中塔政府广播电视合作协定等

文件的签署，一系列国家层面的文化

合作与互动积极展开。这一时期传播

到中亚各国的中国电影，呈现出多题

材、市场化等态势，情感片、武侠片、剧

情片、喜剧片等题材的影片占据越来

越大的市场比重。

1992 年 ，在 土 库 曼 斯 坦 举 办 的

“中国电影周”活动上，参展影片中有

《过年》《龙年警官》等表现普通人生

活的故事类佳作。同年，在乌兹别克

斯坦举办的第十一届亚非拉电影节

上，中国的参展影片为冯小宁导演的

《战争子午线》和夏钢导演的剧情片

《遭遇激情》。在随后的第十二届塔

什干国际电影节上，影片《一棵树》的

主演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中国电

影在题材内容上与大众生活更加贴

近 ，在 中 亚 地 区 得 到 了 更 广 泛 的

传播。

交流互鉴更加深入

进入 21 世纪，随着中亚各国经济

社会不断发展，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

不断拉近，中国电影的影响力不仅体

现在电影节、电影周活动上，而且开始

更多“飞入”寻常百姓家。

2004 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5 周年之际，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

举办了中国电影节，《卧虎藏龙》等优

秀影片给当地观众带来极强的视觉震

撼。同年，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与

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分别成立了中

国文化中心。与此同时，中国和中亚

国家的电视台开展多种方式合作，中

亚观众接触中国电影的渠道进一步打

通，对东方邻国的认识进入一个更加

五彩缤纷的影像世界。

2014 年开始，“丝绸之路国际电

影节”举办。借助该平台，丝路沿线国

家更直观深入地了解和理解彼此的文

化，从对方国家的电影中寻找更多共

通内容。首届电影节上，中国影片《百

鸟朝凤》与乌兹别克斯坦影片《札比

鼓》用各自的方式，共同关注了当今时

代传统文化技艺的命运，获得两国观

众的关注与讨论。这也再次印证，虽

然国别不同，人们对如何更好地传承

和发展传统文化都有着共同的期待。

2019 年 5 月 16 日，在北京举行的

亚洲影视周活动上，塔吉克斯坦瓦尔

济什电视台副台长阿基洛夫·马鲁弗

容表示，通过观看其他亚洲国家的电

影，可以增进不同文化背景人民之间

的相互理解，推动文化交流互鉴。他

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他是中国电影

迷，从小就对功夫电影十分着迷。

如今，中国电影通过互联网传播，

在中亚各国收获越来越多的粉丝。在

新疆大学对中亚留学生的问卷调查

中，留学生对中国历史战争题材影片

的喜爱度超过了喜剧片和剧情片，从

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

识走向更为深入的层面。

相信未来，随着中国与中亚文化

交流互鉴更加深入，电影交流日益加

深，会有越来越多优秀影片进入双方

观众视野，中国与中亚人民的友谊也

将更加深厚。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

学院）

光
影
流
转
，

搭
建
中
国
与
中
亚
国
家
友
谊
桥
梁

张

猛

③③

①①

②②

中国影片《百鸟朝凤》海报。

张 猛供图

首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

展映影片《铁血一千勇士》（哈萨

克斯坦）海报。 张 猛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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