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18 日，是第四十七个国际博物

馆日。

习近平主席指出，“博物馆是保护和

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

现在、未来的桥梁，在促进世界文明交流

互鉴方面具有特殊作用。”近年来，故宫

博物院秉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理

念，通过“走出去”“引进来”，持续与各国

博物馆开展合作，在开放交融中向世界

展示故宫文化遗产蕴藏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精髓，在互动往来中促进民心相通

和文明交流互鉴。

中 华 文 化“ 会 客
厅”走向世界

作为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木结

构宫殿建筑群，故宫博物院藏有 186 万

余件（套）各类文物珍品。这是中国古代

劳动人民的智慧创造，是中华五千年文

明的重要承载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汇聚地。这里的智慧、这里的传承，

应向世界更好地讲述。近年来，故宫博

物院在全球举办各类中外文化交流展

览，共享文化成果，共促交流对话。

2018 年，故宫博物院在希腊雅典举

办的“重文德之光华：重华宫原状文物

展”，以陈设记录为依据，将乾隆皇帝为

皇子时的潜邸升级而来的重华宫风貌

“搬迁”至雅典，从一个侧面展现清朝宫

廷生活。同年，应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

馆邀请，故宫博物院与上海博物馆一同

赴美举办“吉金鉴古：皇室与文人的青铜

器 收 藏 ”展 。 古 人 将 青 铜 器 称 作“ 吉

金”。伴随中国古代礼乐制度日渐成熟，

青铜器逐渐成为社会制度的具象化身，

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道德标准和政治秩

序。展览穿越数千年沧桑，勾勒出一部

恢弘的青铜器收藏史，有助于海外观众

更好地理解中国器物文化背后的深刻意

蕴和时代变迁。

故宫博物院还举办了丰富多样的数

字化成果展和文创产品展，向世界展示

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魅力。2022 年，为

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故宫博物

院先后在日本举办“故宫的世界——特

别数字展”和“四季礼赞——中国故宫摄

影和日本插花艺术展”等。其中，“故宫

的世界——特别数字展”是故宫博物院

首次在海外举办全数字形式的展览，以

高质量数字影像展示故宫的珍贵藏品、

庄严建筑和文化底蕴。 20 余种具有紫

禁城建筑元素及故宫藏品纹饰特征的文

创产品也同期亮相，深受日本观众喜爱。

积 极 引 进 国 外 优
秀展览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

因互鉴而发展。近十来年，来自亚洲、欧

洲和美洲地区的 18 个文物展来到故

宫博物院，描绘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

文交流图景。

自古以来，中亚地区便是丝绸之路

沿线商旅往来的必经之地，也是东西方

文明交汇的桥梁纽带。 2020 年故宫博

物院举办的“绝域苍茫万里行——丝绸

之路（乌兹别克斯坦段）考古成果展”，是

我国首次对外展示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开展的中乌联合考古的阶段性工作成

果。展品为观众进一步理解古丝绸之路

以及中国与中亚地区的交流交往史提供

了丰富的实物佐证。

2012 年，为庆祝中墨建交 40 周年，

故宫博物院与墨西哥国家人类学与历史

局共同举办“山川菁英——中国与墨西

哥古代玉石文明展”。此次展览展出的

100 件（套）中国玉石器跨越 8000 年中国

玉器史长河，墨方的 100 件（套）玉石文

物展品穿越了墨西哥 3000 多年的历史

文化。虽然中国与墨西哥地处太平洋两

岸，相隔万里，但考古发掘获得的资料表

明，以玉石为代表，早在数千年前，两地

之间可能就有文化往来。

在引进展中，中外文物同台展出，体

现 了 人 类 文 明 的 交 融 互 鉴 源 远 流 长 。

2019 年举办的“天下龙泉——龙泉青瓷

与全球化”展览展出了来自境外 6 个国

家和地区的 11 家博物馆、考古所约 120
件文物展品，以中国龙泉青瓷的流布为

线索，立体化展现宋元以来陆上及海上

陶瓷之路的兴盛发达。当时，海内外对

龙泉青瓷都有很大需求，可以说在那一

时期，以瓷器为载体，全球展开了一次影

响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

2023 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 10 周年。3 月 15 日，故宫博物院与巴

基斯坦国家遗产与文化署考古与博物馆

局联合举办的“譬若香山：犍陀罗艺术

展”开幕。犍陀罗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交

通要道，犍陀罗艺术是希腊、波斯、印度

等多元文明碰撞融合的产物，展现出丝

路沿线文明交流互鉴中焕发的创造活

力。展览选取 173 件（套）巴基斯坦文物

和故宫博物院的 30 件（套）文物，在向观

众展示犍陀罗文化艺术魅力的同时，激

发文化共鸣，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在 考 古 修 复 领 域
打造“中国名片”

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的考古学，要努力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

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

近年来，故宫博物院与多国联合开展考

古、国际文物修复，加强中外文化遗产交

流研究，通过丰富的考古成果，展示中华

文明辉煌成就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故宫博物院与德国考古研究院、英

国杜伦大学等世界研究机构合作，多次

选派考古人员赴阿联酋、肯尼亚、乌兹别

克斯坦等国开展联合考古，取得丰硕成

果，展示了中国考古学的理念、方法与技

术手段，提升了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学术

影响力和话语权。

2019 年，应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

院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邀请，故宫

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及多家国内考古文博

单位参加了在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州举办

的“费尔干纳盆地四国联合考察活动”。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

塔吉克斯坦的考古学者共同对吉尔吉斯

斯坦境内费尔干纳盆地区域的文化遗产

进行实地调查并开展合作交流，对该地

区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图景有了初步认

识。不同时期城市与人口迁移的遗迹，

也为探讨及研究丝路沿线城市分布规律

提供了有益启示。

在文物修复方面，故宫博物院与意

大利文物保护修复高级研究院于 2014
年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共同对院藏纸本

油画《弘历骑马戎装像》的病害勘察与保

护开展合作。双方经过互访、考察和调

研，对该画作进行全面检测，绘制病害

图，最终确定科学的保护修复方案，并将

于近期开展第三阶段的修复合作。2015
年，故宫博物院与国际文物修护学会合

作，成立国际文物修护学会培训中心，以

期推动亚太及世界文物保护修复技术与

研究事业的发展。

人才是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资

源，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传承的

基础。故宫博物院积极促进国内外学者

交流，与德国、斯洛文尼亚、韩国等多国

文博机构建立人员交流合作机制。2016
年至今，故宫博物院已举办五届“太和论

坛”，努力推动各方共享文化遗产保护

经验和理念，守护人类共有文物瑰

宝，守望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以文载道、以文传声，让中华

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中国审美走

向世界，是中国博物馆人的历史使

命。新时代，故宫博物院将以更加开

放的姿态，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将故宫博

物院打造成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华文化

“会客厅”，为保护文化多样性、为创造全

人类的美好未来作出应有贡献。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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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巴黎奥赛博物馆 5 层，《罗纳

河上的星夜》前围满参观者。这幅由梵

高于 1888 年创作的作品，勾勒了法国南

部小城阿尔勒的夜景。河畔小舟、黄色

星火，短促的笔触、浓厚的颜料，展示着

画家创作高峰期时独有的艺术风格。

5 月的法国南部，鲜花盛放，乡村景

致五彩缤纷。沿着梵高的足迹，我来到

阿尔勒。今年正值画家诞辰 170 周年，原

本游人如织的小城更加热闹非凡。

傍晚时分，走进梵高笔下的咖啡馆：

黄色灯光，蓝色夜幕，远处灯影憧憧，色

彩对比中呈现出一派热闹生动的景象。

这里曾经是梵高最常光顾的地方，如今

依然保持着画中的样子。从咖啡馆步行

不到 10 分钟，便到达罗纳河畔。在梵高

笔下，这里是五彩斑斓的：海宝蓝的天

空、皇室蓝的水面，映射在水面上的黄色

灯光，还有一对穿着蓝色调衣服的恋人

在河畔牵手夜行，女子裙摆上的一抹红

色那样醒目……

时间回到 135 年前。1888 年 2 月，未

满 35 岁的梵高厌倦了城市的繁忙生活，

决定前往南方生活，追寻“更灿烂的太

阳”。从巴黎出发，经过 15 个小时的旅

程，梵高在阿尔勒站下了火车。刚抵达

时，冬日寒冷尚未消散，几周后，天气变得

温和起来。他步行游览这座小城，在和煦

的春风和灿烂的阳光中寻找新的灵感。

这里依然保持着古朴的历史风貌和古罗

马遗迹，细窄小巷两侧的彩色房屋别有风

情，小城周边大片向日葵田在热烈的阳光

下格外迷人，夜晚的罗纳河静谧又催生无

尽想象……原本，画家只计划在此短暂停

留，然后前往更南部的马赛。然而一到阿

尔勒，他便感到，这里充足的阳光、迷人的

色彩、多样的风景、安静的生活，正是自己

创作所需要的一切。

当年 5 月，梵高在阿尔勒租下一所黄

房子。这座建筑于 1944 年遭到轰炸，如

今已不复存在。在遗址对面，摆放着梵

高创作的《黄房子》印刷品，从中可以一

窥画家对即将展开的新生活的热切：深

蓝色的天空下，黄色的房子搭配着绿色

百 叶 窗 ，院 子 内 部 隐 约 可 见 一 座 小 花

园。在另一幅《梵高在阿尔勒的卧室》

中，我们可以看到其房间内部装饰极为

简单：一张小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以

及一些生活必需品。梵高想把房子设计

成真正的“艺术之家”，正如他在给弟弟

提奥的信中所说：“房子给我带来了安逸

感，从现在起，我感到我正在为未来工

作”“在这间房子里，我可以生活、呼吸、

沉思和作画”。

对时刻追逐创作灵感的画家而言，

黄房子是个理想的住处，步行几百米，便

可到达开阔的田野，可以尽情描绘令人

着迷的乡村风情。正是在这里，梵高迎

来绘画创作的高峰时期。在 14 个月多的

时间里，他的灵感不断涌现，绘画技法愈

加成熟，色彩也不断明亮起来。他在阿

尔勒创作出大量绘画和素描，《向日葵》

《夜间的露天咖啡座》《播种者》等名垂画

史的杰作，都完成于此。

每天，梵高都顶着普罗旺斯的阳光

去野外作画。他不舍昼夜，尤喜画黄色

的 阳 光 。 那 黄 色 在 深 蓝 色 的 背 景 下 熠

熠发光，如同夜幕下的金子。他直视太

阳，寻找更多亮色，直到眼前的景象开

始摇晃。因为不戴帽子，他的头顶渐渐

被烈日晒秃，周围的居民还给他起了一

个外号，叫做“伏热”，意为“红头发的疯

子”。夏日，他画下收获的场景。梵高

基金会艺术总监彼斯·库里格说：“梵高

寻求在现场作画，贴近在土地上劳作的

朴实的人们，他认为自然、天空和大地

滋养了我们。”

阿尔勒也见证了梵高和高更友谊的

决裂。1888 年秋天，高更来到黄房子，两

人一起工作、相互启发。然而好景不长，

艺术竞赛逐渐演变为愈发激烈的争执。

当年 12 月，在一次激烈争吵后，梵高切断

自己的左耳。高更随后离开阿尔勒，梵

高“艺术之家”的梦想就此破灭。1889 年

5 月，梵高前往位于圣雷米的精神病院治

疗。一年后，梵高在弟弟的建议下，来到

瓦兹河畔欧韦尔，并在这个宁静的村庄

中度过了最后的岁月。

阿尔勒是梵高创作生涯中浓墨重彩

的一笔。“我画太阳时，要画得让人们感

觉到它以可怕的速度在旋转”——阿尔

勒的太阳仿佛成为梵高的“第三只眼”，

把“星空烧成粗糙的河流”，把“土地烧得

旋转”……今天，在阿尔勒，人们沿着梵

高的足迹，探寻这位后印象主义画家短

暂而传奇的艺术生命。在画中，在灿烂

的阳光下，人们更能深深地感受到，这位

伟大画家不仅以浓烈色彩，而且以自己

的全部生命向艺术致敬。

梵高印象
刘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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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是 中 国 — 中 亚 文 化 艺 术

年，中国同中亚国家正以多种形式

开展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进一步

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民心相通。其

中，在歌唱、音乐和舞蹈领域的交

流，不仅在中国和中亚的文化交往

历史中起到重要作用，今天依然活

跃在人们的日常文化生活中，交融

互鉴的步伐始终向前。

丝绸之路带来
艺术交汇

公元 4 世纪前后，以中亚古代

民族粟特人为代表的商队源源不断

地往返于中亚和中国中原地区之间

的丝绸之路。除了携带的香料、颜

料、宝石、乐器外，能歌善舞的他

们还带来盈盈于耳的曲调，推动了

音乐的融合互鉴。

从隋代开始，中亚布哈拉一带

的乐舞与撒马尔罕一带的乐舞相继

纳入宫廷燕乐体系，与代表中原传

统的“清商乐”，以及来自亚洲各

地的“天竺乐”“高丽乐”等交相

汇流。《隋书·音乐志》 等文献就记

载了很多中亚曲名，如 《贺兰钵鼻

始》（舞 曲）、《附 萨 单 时》（歌

曲）、《末奚》（舞曲） 等。

这些来自远方的乐曲曾唤起人

们 怎 样 的 审 美 感 受 ？ 1000 多 年

后，历史的声音已无法聆听，乐谱

也普遍缺失，但文人诗句与历史资

料为我们打开一扇复现历史情境的

轩窗。唐代诗人李坤曾这样描述两

河 （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 流域乐

人曹善才的琵琶声，形容闻之如

“金铃玉佩相磋切”“仙鹤雌雄唳明

月”；唐代诗人李颀形容胡人乐师

安万善吹奏觱篥 （即筚篥），有如

“龙吟虎啸一时发，万籁百泉相与

秋”；与诗人刘禹锡交好的西域米

国人米嘉荣，因善展歌喉闻名，有

“冲断行云直入天”之势。相传，

刘禹锡正是受到这位西域歌者启

发，遂以民歌为基调，创造了诗体

竹枝词。

当时的宫廷燕乐中除了以声夺

人的乐曲外，颇为引人注目的还有

“胡腾”与“胡旋”两种舞蹈。“胡

腾”“胡旋”，这两个汉译名称本身

即 凝 练 刻 画 出 舞 姿 的 显 著 特 征 。

“胡腾”以跳跃为主，刚健雄劲。

在北朝至唐代的大量敦煌壁画中，

舞者大多双手高举过头，或合掌弹

指，或十指相扣。直至今日，在中

国新疆及中亚一带的民间舞中，仍

能见到这种双手交叉弹指的动作。

急转如风者则为“胡旋”，敦煌莫

高窟第 220 窟壁画就生动地展示了

胡旋舞的场面。这两种舞蹈类型既

有舞姿之别，乐曲曲风也不甚相

同。今日虽已无法拟构、还原千余

年前环绕舞者四周的乐音，然而从

存留的壁画与史料中，仍可看到乐

队编制较为齐备：包含金石丝竹、

吹拉弹打，想必乐声自是兼有鼓乐

劲急、箜篌清轻、笛吹朗朗与箫声

吟吟……

音 乐 拥 有 跨 越 国 界 的 永 恒 魅

力，音乐交流拥有丰富的文化内

涵。沿丝绸之路迤逦遥至中原的

不仅仅是某件乐器、某支曲调或

某类舞蹈，更是中亚地区歌舞乐

一体的民俗传统。通过不断演奏

与传播，这一民俗传统与中原本

土乐舞间发生了交流与融合。比

如 ， 许 多 汉 族 传 统 乐 器 ， 如 笛 、

笙、排箫等，为中亚音乐家所使

用；中亚乐人教习、创制新声的

记载也屡见于中国史书。

创造更多新的
艺术果实

视线从历史回到当下，流动的

音符依然如一条纽带，跨越语言的

藩篱将人心相连。

2018 年 ， 作 为 第 二 十 一 届 中

国春节民族音乐会承办方之一，中

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在哈萨克斯

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

地成功举办 《国之瑰宝》 民族音乐

会 。 在 为 期 10 天 的 中 亚 之 旅 中 ，

艺术家们向当地观众展示了中国不

同 地 域 、 不 同 民 族 的 音 乐 风 格 ，

《边塞行》《火车进侗乡》《十面埋

伏 随 想》《春 江 花 月 夜》《夜 深

沉》 ……不同风格的曲目演绎着古

筝、芦笙、琵琶、京胡、大鼓等民

族乐器的独特魅力。

今天民族管弦乐中经常出现的

乐器管子，源自中亚乐器筚篥。作

曲家赵季平曾专为管子创作了 《丝

绸之路幻想组曲》，法国音乐家克

里斯蒂安·维尔特用 10 年时间，将

这首作品转化为适合萨克斯演奏的

协奏曲，成就一段美谈。作曲家姜

莹创作的民族管弦乐作品 《丝绸之

路》，融汇转化丝路上不同文化背

景下的音乐风格与表现手法，自问

世以来被很多乐团演奏。

中国与中亚国家音乐文化交流

融汇密切。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

艺术是一种融歌舞乐于一体的古老

表演艺术，其音乐形态丰富、体系

庞大、分布地区广泛，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入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

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乌兹别克斯

坦、塔吉克斯坦与中国乌孜别克族

和塔吉克族共享的莎什木卡姆，以

及土库曼斯坦的木卡姆，也都是在

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的古典艺术。

中亚音乐传播到中国后，经由

本土化改编，产生了一批脍炙人口

的作品。比如，作曲家王洛宾在甘

肃民乐县记录了一首哈萨克民歌，

加以改编后配上歌词，并依据首句

歌词将其命名为 《可爱的一朵玫瑰

花》。这首歌的曲调就出自哈萨克

斯坦民歌 《都达来》，讲述了玛利

亚与都山的爱情故事。哈萨克斯坦

的民间演唱更富有阿肯弹唱风格，

即具有一定叙述性的弹唱对歌风

格，节奏紧凑，富于律动，句子之

间衔接更为连贯，而王洛宾版则与

当代哈萨克斯坦流行的版本类似，

即偏重于抒情的民歌风格，情绪舒

缓，充满幽思。

类 似 的 还 有 歌 曲 《玛 依 拉》。

王洛宾在青海西宁收集并编配的

《玛依拉》 在中国民族声乐舞台上

久唱不衰，歌曲主人公及创作者玛

依拉也是一位出生在哈萨克斯坦的

民间音乐家。当代音乐家胡廷江改

编的 《玛依拉变奏曲》 更突出旋律

的推进，新加入的花腔进一步丰富

了乐段色彩，增强了情感表现力。

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曲调 《古

丽碧塔》，则被作曲家雷振邦改编

为电影插曲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后也传唱至今。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

满园。古老而现代的中国与中亚在

文化交融互鉴的道路上御风前行，

必将创造出更多新的艺术果实，必

将进一步拉近心与心的距离。对这

美好的未来，我们共同抱有热切的

期待与信心。

（作者为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中国同中亚国家
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徐 欣

图①图②：“绝域苍茫万里行——丝

绸之路（乌兹别克斯坦段）考古成果展”

展出的文物。

图③图④：“天下龙泉——龙泉青瓷

与全球化”展览展出的文物。

图片均由故宫博物院提供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