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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航海博物馆中央展厅，一

艘长达 30.6 米的仿明代福船常年展

出。这艘福船气势雄伟，供八方来客

上船参观体验，感受当时的航海盛

况。福船是我国著名的传统木帆船

船型，主要航行于浙江南部、福建及

广东东部一带洋面，具有高大如楼、

底尖上阔、首昂口张、尾部高耸的特

点，且有多重板、水密隔舱的抗沉设

计。历史上的福船畅行深海，有效地

连通了中国与世界。

源远流长的福船历史

中国航海博物馆中央展厅在展

的仿明代福船，是一艘可下水航行的

大型福船实船，由优质松木、梢木、杉

木等打造。这艘仿古福船以郑和下

西洋船队中的船只为原型建造，采用

了榫卯连接和水密隔舱等传统造船

工艺技术。在船首和船尾处，分别绘

有头狮和鹢鸟，并缚以鲜红绸带，生

动还原了昔日福船的航海情形。

福船的历史源远流长。据清代

《西山杂记·王尧造舟》记载，唐代已

有尖圆底福建海船，宋时则有“海舟

以福建船为上”的评价。唐末以降，

海上丝绸之路日渐繁盛，这一时期的

福船多用作商贸船，畅行于大洋之

上。因此，船型往往有高大、宽阔等

特点，利于载客装货。这种福船促进

了唐、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的繁荣发

展，以及中外海域间的跨文化交流。

一直到帆船时代结束，福船都是

航行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船型。

明代郑和下西洋时期，福船的优良性

能令其承载了这一举世壮举。在《郑

和航海图》所展现的海上航线中，记

载了以南京为起点，经长江下游到福

建长乐五虎门出洋，经南洋海域马六

甲海峡，到印度洋沿岸的港口城市与

航线信息。郑和统率的庞大船队畅

行于印度洋海域，并将航线延伸至东

非，促成了古代陆海丝绸之路的全面

贯通，标志着中国古代造船技术和航

海技术发展到达巅峰。

作为船只专称，“福船”最早记载

于明代系列专论沿海防务的兵书中，

如《筹海图编》《武备志》等。明代嘉

靖时期，倭患愈演愈烈，福船被有意

识地改造成战船，整体船型向着痩窄

轻便的方向发展。翻阅史册，在许多

重要时刻都能见到福船的身影。除

了郑和下西洋的“宝船”，郑成功收复

台湾所用战船、明清册封琉球的“封

舟”，均属福船系。

如今，“福船”用以统称历史上由

福建船匠建造、或以福建造船工艺所

造的木帆船。在海外贸易发展与中

外造船技术的交流过程中，福船得以

不断发展、优化，形成优越的航海性

能，在世界造船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为人类海洋文明作出巨大贡献。

传承千年的造船技艺

福船高大如楼，在海上却不易翻

沉。这归功于其“底尖上阔”的优越

船型，以及独特的水密隔舱建造工

艺。宝贵的技艺传承千年，也影响了

海外工匠的造船工艺。

作为典型的南方海船，福船的突

出特征是有龙骨的 V 形尖底结构。

龙骨位于福船底部的纵向中心线，一

般由两至三段龙骨组成，被称为主龙

骨或首龙骨、尾龙骨。福船底部向下

突出的巨大龙骨，不仅能提高船体的

纵向强度，又能搭配尖底，形成深吃

水，增强抗横漂能力，有利于保持航

向。另外，福船“底尖上阔”“下侧如

刃”，便于在海洋中破浪前行。

在福船的建造工艺中，最为人熟

知的就是水密隔舱技术。所谓“水密

隔舱”，就是由多道完整的横舱壁将

船舱分隔成彼此独立、互不渗水的水

密舱区。设置多道横舱壁，不仅令工

匠在造船过程中便于掌握船体线型，

同时大大提高了船体的强度。船舶

在海上航行时，即使一两个舱体破损

进水，也不会危及全船，从而保证船

只安全航行。

13 世纪末，意大利人马可·波罗

将 中 国 的 水 密 隔 舱 技 术 介 绍 到 欧

洲。5 个世纪后，英国海军工程师按

照这一技术，为海军建造新型舰船。

此后，水密隔舱技术传播至世界各

地，至今仍是船舶设计中重要的结构

形式。2008 年和 2014 年，“水密隔舱

福船制造技艺”分别由福建省晋江

市、宁德市蕉城区和泉州市泉港区申

报入选第二批、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航向世界的仿古福船

时移世易，由福船衍化出的各种

木 船 已 逐 渐 被 钢（铁）壳 船 取 代 。

2010 年，“中国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

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

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在宁

德漳湾地区，这一古老技艺至今完整

保留。匠人们根据历史资料制造出

的福船，承载着友谊和祝福，重新乘

风破浪、驶向世界。

2008 年 6 月，由福建福龙中国帆

船发展中心组织建造的“太平公主”

号仿古木帆船在中国香港启航，于同

年 10 月抵达美国旧金山港。该船长

近 16 米，宽约 4.5 米，共有 13 个水密

隔舱，为 3 桅风帆，全木结构，完全依

靠风力航行。“太平公主”号不仅展现

了中国传统木帆船建造的精湛工艺，

更再现了昔日中国木帆船丝路扬帆

的壮阔之姿。

2019 年 2 月，“福宁”号仿古大福

船在福建宁德建成下水。“福宁”号主

船体由宁德市蕉城区“水密隔舱福船

制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团队执行建

造，长 41.6 米，宽 12 米，3 桅 3 帆，以

全实木建造，并加装机器动力及现代

导航、雷达、测深、通信等配套设备。

今年 1 月 31 日，“福宁”号从广州出

发，追寻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

于 2 月 9 日顺利抵达新加坡，与当地

民众共庆春节。

舟行万里，福航天下。作为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运载工具

之一，福船曾经运载丝绸、茶叶、瓷

器等物品，将来自中国的生活方式和

审美意趣带往异域他乡。如今，这项

古老的技艺正在焕发新的活力，福船

也重新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

流和文明互鉴使者。

（作者单位：中国航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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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5月 6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夫人彭丽媛在巴黎爱丽舍宫出席法国

总统马克龙和夫人布丽吉特举行的欢迎宴

会。习近平主席指出，作为东西方文明的

重要代表，中法历来相互欣赏、相互吸引。

孔子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伏尔泰等人，为法

国启蒙运动提供了启迪。上世纪初的留法

勤工俭学热潮，则为中国的革命、建设、改

革培养了大批人才。今年是中法文化旅游

年，相信两国将以此为契机，从彼此文化中

寻求更多智慧、汲取更多营养。

由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设计的

国家大剧院，外形浪漫梦幻，宛若水上明

珠。2007 年底启幕后，国家大剧院便以

艺术为纽带，与法国结下不解之缘。10
余年来，我们通过文艺演出、艺术展览和

国际论坛等多元交流方式，让中国观众

在了解法国文化艺术的同时，不断推动

两国艺术机构和艺术家交流对话，为中

法文化交流架起一座友谊之桥。

歌剧盛宴，共庆中
法建交 60 周年

今年 1 月 25 日晚，法国作曲家、抒情

歌剧创始人古诺创作的歌剧《罗密欧与

朱丽叶》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开启新一

轮演出。这部歌剧拉开中法建交 60 周

年庆祝活动的序幕，也成为中法文化旅

游年在北京举办的第一项大型活动。

当晚演出由法国文学与艺术军官勋

章获得者、指挥家许忠执棒，中法等多国

艺术家同台献艺，共同演绎古诺歌剧中

动人心扉的浪漫韵味。序曲乐声奏响，

大幕升起，简约的纯白色舞台呈现于观

众眼前，巨大的弧形线条犹如时空隧道

般向远方延伸。据导演斯特法诺·波达

介绍，弧线的灵感来自国家大剧院的外

观，由近至远组成记忆的通道，所有舞台

元素均以环形呈现，寓意一场永恒且周

而复始的旅程。

演出大幕缓缓落下时，现场观众的

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法国驻华大使

白玉堂说：“今晚，我们相聚在最能代表

法中关系创造性和密切性的场所之一

——中国国家大剧院。这座汇聚法中建

筑艺术结晶的剧院由两国团队共同设

计，既是我们合作的标志，也是具有象征

意义的安排。”

筑巢引凤，法国艺
术瑰宝竞放异彩

中法两国远隔千山万水，孕育出独

特绚烂的文化艺术，彼此充满无尽吸引

力。自建院以来，国家大剧院便与法国

艺术机构联系紧密。在 2008 年国家大

剧院开幕国际演出季，我们与法国图卢

兹市政厅歌剧院联合制作出品的经典歌

剧《国王》亮相。这部歌剧由法国作曲家

爱德华·拉罗创作。为展现作品中“水淹

城邦”的舞台奇观，近 13 吨水从舞台倾

泻而下，场面恢弘，至今仿佛仍在眼前，

亦成为许多观众心中难忘的经典瞬间。

多年来，我们持续将法国文化艺术

瑰宝搬上大剧院舞台，邀请法国巴黎国

家歌剧院芭蕾舞团、法国国家交响乐团、

法兰西喜剧院、法国里昂国家歌剧院等

数十家著名法国艺术院团来华演出，涵

盖歌剧、芭蕾舞剧、交响乐、合唱、话剧、

室内乐、爵士等多种艺术形式。许多法

国戏剧家、法国音乐家的经典作品，如莫

里哀的三幕喜剧《无病呻吟》、柏辽兹的

浪漫主义杰作《幻想交响曲》、圣—桑的

管弦乐组曲《动物狂欢节》和德彪西的钢

琴曲《月光》等登上大剧院的舞台，将法

国浪漫悠远的文化艺术魅力深深印刻在

中国观众心底。 5 月中下旬，法国波尔

多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将携芭蕾舞剧

《仙女》和《堂·吉诃德》第三幕再度登台

献艺，于足尖翩跹中演绎法式梦幻。

在演出交流之外，我们还通过举办

国际论坛，为中法艺术机构交流互鉴搭

建平台。法国艺术同行们在论坛上的精

彩发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2019 年，

国家大剧院首次举办“世界剧院北京论

坛”，出席论坛的法国巴黎国家歌剧院代

表夏曼宁以“年轻人先锋首演夜”和“第

三座舞台”为例，介绍了法国巴黎国家歌

剧院如何通过优惠票价、数字直播等手

段吸引年轻观众。法国广播电台及其乐

团音乐和制作总监米歇尔·奥利尔已经

连续三届参加“世界交响乐北京论坛”，

奥利尔说：“在这里，我能与世界各地的

同行分享经验，汲取养分。中国国家大

剧院搭建的交流平台很了不起！”

开放包容，中外文
化交流多元务实

为中外文化搭建交流平台，拓宽文明

互鉴渠道是国家大剧院重要的文化使命

之一。

多年来，我们秉承开放包容的理念，

每年按照 30%的比例引进国外优秀演出

剧目，为世界多元文化搭建展示平台。

去年，由国家大剧院倡议成立的“世界剧

院联盟”正式揭幕，目前已有来自 21 个

国家的 32 家艺术机构加入其中。在联

盟框架下，我们进一步完善“世界剧院北

京论坛”“世界交响乐北京论坛”“台湖舞

美国际论坛”常态化交流机制，携手织就

全球表演艺术美美与共的精神纽带，推

动全球文明倡议在世界文化艺术领域更

加深入人心。

长期以来，国家大剧院致力于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中华文

明传播力影响力。多年来，我们积极推

动优秀艺术作品“扬帆出海”，国家大剧

院的文化交流走向亚洲、欧洲、非洲、大

洋洲、美洲各地，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去年 4 月，国家大剧

院管弦乐团首次到访南美，与巴西圣保

罗交响乐团联合呈现一场东西文化交融

的音乐会。去年 12 月，我们将自制

歌剧《贾尼·斯基基》《没头脑和

不高兴》带到新加坡和马来

西亚开展巡演，用艺术搭建一座民心相

通的绚烂桥梁。

近年来，我们借助科技赋能，发力线

上演播，通过国家大剧院的海外传播矩

阵，将 20 多场精彩演出和节目向全球同

步播出。还记得“炎黄故事”中国交响作

品专场音乐会结束后，一名法国网友的

留言让我特别感动。他（她）说：“法国现

在是白天，但中国已经入夜。我要向中

国朋友道一句‘晚安’！感谢中国国家大

剧院团队带来如此美妙的音乐会。”

去年，我曾与白玉堂和法国文化部

部长丽玛·阿卜杜勒—马拉克交流。他

们充分肯定了国家大剧院为中法文化交

流作出的贡献，并邀请中国艺术家赴法

参与艺术节。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国家大剧院的乐团、合唱团能够赴法国

巡演，将精彩的中国作品、中国故事带给

更多法国观众。

值 此 中 法 建 交 60 周 年 之 际 ，我 相

信，两国艺术机构将继续以心相交、以艺

相融。国家大剧院也将坚持弘扬平等、

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为中法交流

互鉴搭建平台，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情

感交流与心灵契合，为促进中法关系凝

聚更多生机勃勃的力量！

（作者为国家大剧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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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匈牙利歌剧院走过两个街口，继续

沿李斯特·费伦茨广场林荫道向东，此起

彼伏、清脆灵动的钢琴声远远传来。在街

角一座风格独特、雕塑精致的建筑前，不

少人正驻足拍照，这就是匈牙利作曲家李

斯特·费伦茨于 1875年亲自创建并出任首

任校长的著名音乐学府——李斯特音乐

学院。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被誉为“多瑙河

上的明珠”，因其美丽独特的城市景观闻

名。如果说蓝色多瑙河给予这座城市美

丽的外表，那么音乐便赋予其纯净浪漫的

灵魂。音乐充盈城市的大街小巷，在浓郁

艺术氛围的滋养下，布达佩斯变得愈加迷

人。不少举世闻名的音乐家都曾在此学

习生活，李斯特就是其中最响亮的名字。

李斯特音乐学院大楼落成于 1907
年，是中欧新艺术风格建筑的代表作。建

筑的外部和内饰充分从植物与自然中汲

取灵感，色彩明艳，雕塑与纹饰融合希腊、

古埃及甚至美索不达米亚的亚述风格，

“这正如李斯特给世界开创了一个全新的

古典音乐世界”，音乐学院的解说员克拉

拉对这座建筑非常自豪。

步入学院主音乐厅，立刻被华丽辉煌

的装潢震撼。这座以希腊音乐之神阿波

罗为灵感设计的殿堂中，月桂枝遍布从地

板到天花板的整片空间，并在侧壁投下点

点阴影，最后以金色叶子覆盖拱顶。这种

辉煌绝非徒有其表，音乐厅最令人惊艳的

是其优越的声学效果，再加上重建后新建

的电子管风琴——恰与李斯特“艺术与科

学融合能够激发学生的想象力”的理念相

符。投入使用后，音乐厅就设立了访问记

录簿。百余年来，全球最负盛名的音乐家

几乎都曾在此演出。

不同于一般音乐学府，李斯特音乐学

院在教学和演出功能之外，还设有一座与

众不同的图书馆，收藏着李斯特等音乐名

家捐赠的众多音乐书籍、乐谱、手稿和录

音等，令这所学院成为探索音乐的先锋

之地。

在学院的课程设置中，除了传统音乐

教育，还有许多科学课程。学生不仅要学

习音乐技巧和专业知识，还需了解音乐背

后的科学原理，如声学、心理学和神经学

等，从而更加全面地理解音乐、创造音

乐。学生还可以参加各类科研项目，与科

学家、音乐家及其他领域的前沿人士展开

专业合作。融合艺术与科学的教育体系，

令李斯特音乐学院跻身世界最佳艺术院

校之列。

近 150年来，李斯特音乐学院的培养

模式获得广泛国际认可，在校的 960名学

生来自近 30个国家与地区。学院与世界

各地的音乐学院及科研机构也建立了合

作关系，定期举办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和艺

术节，这些活动中，不乏来自中国音乐学

府师生们的身影。

李斯特音乐学院副院长费凯德·朱拉

告诉我，学院已经与中央音乐学院、浙江

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等中国高等音

乐学府建立良好合作关系，互派教师交流

访问，每年都有中国学生来此学习深造。

音乐，这一人类最古老、最具生命活力和

最为美丽的语言，已成为中国和匈牙利两

国人民增进了解、拉近距离的暖阳，照耀

着彼此心底最为温暖的艺术园地。

音乐的温度
颜 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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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剧院外景。

法国波尔多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

演出照。

国家大剧院制作古诺歌剧国家大剧院制作古诺歌剧《《罗密罗密

欧与朱丽叶欧与朱丽叶》》剧照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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