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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海滩、纪录片……6 月 24

日至 27 日，第三十五届法国国际阳

光纪录片节在法国海滨城市拉罗谢

尔举行，一大批题材各异、风格多样

的中国纪录片集结亮相，其中中法

合作拍摄的纪录片《文明的荣光》

《从法国农场到中国餐桌》等作为中

法建交 60 周年暨中法文化旅游年

献礼，格外引人注目。

讲述中国故事
展现中国价值

本届纪录片节上，中国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央视纪录频道送展的纪

录片在题材和类型方面均十分丰

富，从人文、科技、自然等领域讲述

中国故事，传递中国价值。例如《敦

煌：行走色彩之端》采访中国社会科

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富

学、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

韩卫盟及专职画家雷蕾等 6 位敦煌

学研究者，从诸多敦煌壁画中选取

人物形象这一题材，由学者通过临

摹、修复、复原、展陈等方式，展现敦

煌艺术的色彩之美。再如《野性四

季：珍稀野生动物在中国》，其制作

团队历时近 4 年，深入密林、高山、

雪原，观察和记录野生动物种群的

隐秘生活，真实呈现野生动物在自

然环境中生存繁衍的故事，展现了

中国多年来为恢复并建立濒危野生

动物生态圈所做的种种努力。又如

《从法国农场到中国餐桌》邀请中法

两国多位厨师，深入蔬果、海鲜等 6
类食品核心产地，寻访食物的种植

和生产故事，记录食材从产地到餐

桌的全过程，既展现出中法两国的

饮食文化，也探讨了食物可持续发

展与食品安全问题。此外，《神话般

的货币故事》则探访全球与货币相

关的重要考古遗址和文化遗存，追

溯人类从金银贵金属使用、金银铜

币铸造、纸币发明到虚拟货币出现

的演变历程，讲述货币为社会带来

的机遇和挑战，为观众深入思考当

代货币体系和金融环境提供独特

视角。

科技类纪录片并不单纯是科学

知识的普及，更展示出科学家研究

的价值与方向。例如纪录片《神奇

的真菌世界》囊括世界各地具有代

表性的真菌种类，立足于最新科研

成果，讲述真菌在漫长历史时空中

的发展历程。该片同时深入中国几

大真菌集中区域，探寻这片土地上

的神秘真菌世界和真菌物种所拥有

的奇妙力量，呈现中国真菌研究领

域科学家们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做出

的科研努力。又如《三星堆——古

老的城市》基于 2021 年中国三星堆

遗址三至八号坑新一轮考古发掘令

人惊叹的成果，与数千年前同时期

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文明遗迹

相比较，展示新一轮考古对现代科

技手段和模拟实验考古学研究方法

的精细化运用，试图揭开三星堆文

明神秘的面纱，探寻人类文明的发

展规律。

再如纪录片《生命如何影响生

命》关注中国前沿生命科学，联合国

内多个顶尖实验室，如全球首次应

用碱基编辑疗法治愈血红蛋白病的

上海科技大学陈佳教授团队、建立

更加快速高效的人体细胞化学重编

程体系的北京大学邓宏魁教授团

队、研发肉桂酰菌素的西安交通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刘冰教授课题组

等，聚焦科学家团队及其关注的难

题，带领观众跟随科学家的思考，认

识生命科学的相关现象与机制，记

录下中国科学家将科学研究成果转

化为医疗应用和服务的努力过程与

突出成就。

记录文化交流
折射文明之光

近年来，中国人文类纪录片坚

持扎根中华文明沃土，立足世界文

明宏阔视野，不断改进国际传播观

念和手段，探索中国故事的独特叙

事，在世界纪录片版图中彰显中华

文化自信。一方面，中国人文类纪

录片延续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展

现了中国悠久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

化资源优势；另一方面，人文历史纪

录片跨文化传播难度较大，以央视

纪录频道为代表的中国纪录片制作

传播平台主动迎接挑战，坚持中国

故事、国际表达，中国价值、全球视

野的创作理念。国际视野和他者视

角的融入，使中国人文类纪录片体

现出对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和人类共

通情感的探寻，呈现出开放包容、多

元和谐的中国精神。其中，中外合

拍纪录片日益受到全球观众好评。

纪录片《文明的荣光》跟踪记录

了中国故宫博物院与法国凡尔赛宫

联合举办的中法两国文物与馆藏大

展“紫禁城与凡尔赛宫——17、18世

纪的中法交往”。17 世纪时欧洲掀

起“中国热”，至 18 世纪席卷整个欧

洲大陆。1688年 8月 7日，法国国王

路易十四写下一封致中国康熙皇帝

的信。336年后的今天，影片聚焦这

封当年未能送达的信，同时以紫禁

城与凡尔赛宫的文物为媒，将这段

中法人文交流故事娓娓道来。

中德合拍纪录片《时间，千年之

旅》借由“时间”这一概念，尝试穿越

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讨论人类对

时间的感知与测量，以及当下人们

对于时间的理解。主创团队与合作

方邀请来自中、德、法、英等国哲学、

历史学、天体物理学等领域的专家

对时间这一话题展开讨论，梳理人

类对时间的发现、感知和测量如何

随时代变迁、如何形成不同解读，展

现中华民族“天人合一”“时机时势”

等东方文明思想。

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纪录片为不同国家民众打开一扇相

互了解、交流互鉴、增进友谊的窗

口。中国优秀纪录片正呈现中国璀

璨厚重的历史文化、高速发展的经

济与科技、鲜活有趣的日常生活，传

递中国主流价值观与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

国形象，生动诠释着“中国发展本身

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为解决人

类问题贡献了智慧”。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

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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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渐西垂，暑气稍散，阿曼南部城市

塞 拉 莱 的 海 滩 渐 渐 热 闹 起 来 。 海 风 习

习，海浪滚滚，婆娑的椰树间，郑和纪念

碑面朝大海，静静伫立。

塞拉莱位于阿曼南部沿海，是佐法

尔省省会，濒临阿拉伯海，直通印度洋。

优越的地理位置让这座小城成为古代中

东乳香贸易中心之一，也是古丝绸之路

航道的重要港口。中国航海家郑和率领

船队七次远航太平洋和西印度洋，其中

四次造访阿曼佐法尔地区。“土产乳香，

其香乃树脂也”“此处气候常如八、九月，

不冷”……在船队翻译马欢的记录中，有

专门关于佐法尔一带风土人情的篇章。

来自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产自阿曼

的乳香和各种香料，带着双方往来通好

的美好愿望远涉重洋，为相映生辉的文

明交流书写注脚。

阿曼是阿拉伯半岛最古老的国家之

一。中国和阿曼同为文明古国，双方友

好交往源远流长。每每来到这样一个国

家，笔者总会不由自主地探寻来自中国

的历史印记。保存完好的明朝瓷器、远

航中国的航海图、描绘阿曼航海家抵达

中国的画作……走进距离郑和纪念碑不

远的乳香博物馆，琳琅满目的文物中，一

个个中国印记不断出现。一份关于阿拉

伯航海家奥贝德首次抵达中国的记录，

令中阿跨越千年的友谊画卷徐徐铺展。

自 古 以 来 ，阿 曼 以 海 上 贸 易 著 称 。

公元前 2000 年，阿曼已广泛进行海上和

陆路贸易活动，并成为阿拉伯半岛的造

船中心。公元 750 年，奥贝德驾驶木帆船

从阿曼苏哈尔港出发，仅凭风力在海上

航行近万公里，历时 7 个半月成功抵达中

国广州。这艘船后来被人们命名为“苏

哈尔”号，而这段传奇经历在阿拉伯民间

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被演绎成精彩的

辛巴达历险故事，流传至今。“苏哈尔”号

木船为中国带来亚麻、毛毯、金属制品、

阿曼特产乳香，满载中国丝绸、陶瓷、樟

脑、麝香、食用香料返航。自此，两国往

来更加紧密。

为纪念这一历史传奇，20 世纪 80 年

代，仿古制造的“苏哈尔”号重走这条古

代阿拉伯航海家开辟的航路，历经 200 多

天海上航行抵达广州，受到当地民众热

烈欢迎。1995 年，“苏哈尔”号纪念碑在

广州建成揭幕。为世代传递中阿友好，

状如破浪而行航船的郑和纪念碑竖立在

塞拉莱海岸边，纪念两国友好交往历史，

见证未来友谊赓续传递。 2023 年 5 月，

郑和纪念碑正式竣工后，曾经到访广州

的阿曼友人哈提姆专程前去参观，“纪念

碑在这个郑和船队多次造访之地落成，

让阿中文明友好交往的历史和现实穿越

时空连通起来。”他对笔者感慨道。

郑和纪念碑坐落于佐法尔省政府打

造的塞拉莱滨海传统文化、旅游与商务

区的中心地带，周围不少破旧房屋正在

改建修缮。傍晚时分，海滩上的人群熙

熙攘攘，有的躺在沙滩椅上聊天，有的沿

海滩慢跑散步，也有三三两两的民众在

纪念碑前观看介绍、合影拍照。这个标

志性景点既为当地民众和游客提供了一

个休闲娱乐的处所，也为塞拉莱滨海地

区建设发展增添更多文化与历史内涵。

站在郑和纪念碑旁，远眺海岸线，隐约可

见一艘艘货轮排队前行，缓缓驶入塞拉

莱港。商旅络绎，云帆高张，传承千年的

中阿友好正在续写着新的篇章。

海风轻拂塞拉莱
任皓宇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王 迪

电子信箱：rmrbgjfk@peopledaily.cn
版式设计：蔡华伟

法 国 吉 美 国 立 亚 洲 艺 术 博 物 馆

（下文简称“吉美博物馆”），一场盛大的

中 国 瓷 器 展 正 在 举 行 。 展 览 中 文 名 为

“简素为绚：中国 8 至 18 世纪一道釉瓷器

展”，通过 300 件精美瓷器展现了中国古

代瓷器匠人对纯美色彩与浑厚器型的不

懈追求，以及中国瓷器蕴含的独特美学。

本次展览吸引众多法国和其他国家

艺术爱好者前来参观。在刚刚过去的巴

黎奥运会期间，我欣喜地看到，参观者中

有不少中国面孔。作为欧洲最大的亚洲

艺术博物馆之一，我们乐于为各国观众

提供了解中国和亚洲璀璨文化的机会，

通过举办展览和活动促进法中文化交流

与对话。

简素为绚，色彩中
的美学与科学

本次展品年代跨度从唐代至清代，

展览根据色彩分为 9 个部分，分别是白

釉、青釉、绿釉和孔雀绿釉、蓝釉、黑釉和

茄皮紫釉、红釉、黄釉、褐釉、仿大自然的

色釉以及各单色釉组成的彩虹色。中国

古 代 瓷 器 工 匠 不 仅 具 备 高 超 的 烧 制 工

艺，还创造出大量五彩斑斓的颜色，即使

在 今 天 的 工 艺 水 平 下 也 很 难 超 越 。 因

此，在策展时，我们以颜色划分展品，向

这些在艺术史上熠熠生辉的瓷器精品致

敬，并向参观者展示单色瓷器背后的中

外文化、工艺交流史。

展品中，有一件北宋时期的绿釉凤

首壶产自以白瓷闻名的定窑，其形状模

仿了 9 世纪在中国生产的豪华银制酒器，

这些酒器受到波斯萨珊王朝宫廷器皿的

启发，常用于宴会或宗教仪式。另一件

北宋时期的青灰色耀州窑瓷碗格外引人

注目，碗底有人和老虎的纹样，对应了

“孙思邈救虎”的故事。孙思邈是唐代名

医，著有《千金要方》，他不畏凶险救治猛

虎的传说故事广为流传，体现出医者救

死扶伤、视众生平等的仁心仁术。

在白釉展品部分，一对刻有透明米

粒花纹的小碗吸引不少观众驻足欣赏。

这对碗在灯光照射下玲珑剔透，其独特

工艺被称为“玲珑瓷”或“米花瓷”。在瓷

器的生产环节，新技术的发现与应用往

往出于偶然——宋代窑工本想制作镂空

香炉，烧制过程中釉料流淌覆盖了镂空

部分，却意外使釉料在烧制完成后产生

晶莹剔透的装饰效果。

中国古人在自然光下欣赏瓷器，精确

感受色彩间的细微差别。为还原观赏条

件，展厅照明采用白光，突出中国单色瓷

器的纯正优雅釉色。同时，展览每部分均

配说明，介绍瓷器色彩的相关知识：所用

材料、工艺难点、技术发展史和文化寓意

等。我们还展示了绘有瓷器使用场景的

中国古代名画，让观众不仅了解瓷器的用

途，还能一窥不同颜色的象征意义。

比如，我们在介绍白釉的展板上引

用唐代陆羽《茶经》中的描述“邢瓷类银，

越瓷类玉”。中国古代文人在大自然中

寻找灵感来源，用诗意眼光看待日常生

活，他们发现瓷器颜色与自然万物彼此

对应，如雪、如玉、如金、如银、如青铜等

等。当然也不难看出，中国文人爱茶、重

视茶杯色彩，喜爱欣赏茶汤在杯中呈现

出的不同色彩与质感。

远渡重洋，瓷器书
写中欧文化交流史

18 世纪时，中国彩瓷在法国备受青

睐，其中以粉彩最为著名，无论在本馆、

卢浮宫还是塞夫尔国家陶瓷博物馆，观

众都能看到大量彩瓷馆藏。相较而言，

中国单色瓷器在欧洲并不广为人知，与

之相关的中文文献直至 20 世纪才译为法

语，本次展览可谓一次“美丽的发现”。

历史上，中国瓷器漂洋过海，连缀起

中 国 与 欧 洲 之 间 的 商 贸 往 来 与 文 化 交

流。早在 10 世纪，中国瓷器便通过阿拉

伯商人传入欧洲，成为稀有与昂贵的代

名词。直到 16 世纪，伴随葡萄牙海上贸

易的发展，中国瓷器大量通过海路运输

抵达欧洲，其晶莹釉色、精巧工艺和优雅

器型令当时的欧洲人深深折服。

在本次展览入口处，有一件来自法国

雷恩美术馆的特别展品：一本绘制于 18
世纪、长达 7 米的画册，通过 20 个场景描

绘了从高岭土开采到成品打包的景德镇

瓷器生产全过程。该画册来自当时中国

的主要外贸港口广州，读者群主要是对中

国瓷器感兴趣的西方人，侧面反映出彼时

欧洲人对中国制瓷工艺的强烈好奇。

法国人对于中国瓷器始终保持着浓

厚兴趣。18 世纪时，法国传教士殷弘绪

将景德镇制瓷工艺写在信中传回法国，

成为当地人解开中国瓷器烧制工艺之谜

的钥匙。在法国利摩日，人们发现了“瓷

器骨骼”高岭土矿，开启法国陶瓷本地制

造的序章。始建于这一时期的塞夫尔国

家 瓷 器 厂 是 欧 洲 最 重 要 的 瓷 器 工 厂 之

一，生产了一系列颇具中国传统艺术风

格的瓷器，大多绘有中国人物形象和故

事情节，或饰以中国传统花鸟纹样。

19 世纪时，收藏中国陶瓷在法国十

分流行。著名收藏家欧内斯特·格朗迪迪

尔 的 藏 品 如 今 就 保 存 在 吉 美 博 物 馆 。

1894年，格朗迪迪尔出版了《中国瓷器》一

书，细致介绍了中国瓷器制造工艺和釉色

等方面的知识，展示出他多年以来对于中

国陶瓷艺术的研究和热爱。

今天，瓷器已融入法国人的日常生

活，利摩日也已成为法国陶瓷制造业中

心。在这一领域，中国始终是重要标杆，

凭借千年以来的工艺技术积累，中国瓷器

在釉色调制和烧制工艺上日臻精湛。如

今，某些先进陶瓷材料因卓越的物理特性

被广泛应用于电子和航空航天领域，瓷器

的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继续发扬光大。

文博对话，促进法
中文明互鉴

2024年是中法建交 60周年暨中法文

化旅游年。在这个重要年份，吉美博物馆

在促进两国人文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我们将今年定为“中国文化主题年”，

通过文化艺术展览和活动展示中国文明

的辉煌成就和中国艺术家的思考探索。

今年农历新年庆祝活动后，我们以一

场旅法画家曾海文的作品展览拉开为期

一年的活动序幕。二战后，他定居巴黎，

作品融合了中国哲学与西方艺术，风格独

树一帜。4 月，我们邀请设计师蒋琼耳创

作了《时间的容器》装置展，她以中国的石

窟艺术和神话传说为灵感，在人工智能技

术的辅助下创作了十二神兽。这些雕塑

作品被安置于吉美博物馆顶部和建筑外

立面，并以中国红为外墙底色。9月，我们

将举办明代金器展，展出来自西安曲江艺

术博物馆的精美金器。11月，我们将与中

国文物交流中心合作推出大型唐代主题

展，集纳中国多家博物馆精

品，带领观众走进千年前

的盛唐长安。

几个月来，我

们看到法国观众

对 中 国 文 化 抱

以极大关注：他

们既被单色瓷

器的纯净所吸

引，也对蒋琼耳

创 作 的 雕 塑 作

品和红色外墙感

到 好 奇 。 与 此 同

时，中国观众对吉美

博物馆的浓厚兴趣令我

深感欣慰。越来越多的中国

年轻人正通过微博、小红书等网络平台关

注吉美博物馆，前来参观博物馆的中国朋

友数量明显增多。希望未来有更多中国游

客走进吉美博物馆，看到我们的珍贵收藏。

过去一年里，我有幸访问中国，出席

首届香港国际文化高峰论坛，参加博鳌

亚洲论坛 2024 年年会，与故宫博物院、中

国国家博物馆和敦煌研究院签署合作协

议 。 我 还 有 幸 成 为“ 敦 煌 文 化 全 球 大

使”，为推广敦煌文化艺术做出努力。对

我而言，这是一份重要的责任。

无论在北京、上海还是中国其他城

市，我都被现代化的博物馆和年轻人设计

的各类文化项目深深吸引。我带回许多关

于吉美博物馆发展的新想法，也更加希望

我们的馆藏走入中国城市，走近中国观众，

以文博为纽带，继续促进法中文化彼此尊

重、相互欣赏，彼此借鉴、相互学习。

（作者为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

物馆馆长，本报记者尚凯元采访整理）

图①：当地民众在法国吉美国立亚

洲艺术博物馆参观。

图②：绿釉凤首壶（宋）。

图①、图②均为尚凯元摄

图③：青灰色耀州窑瓷碗。

图④：米花瓷碗（宋）。

图⑤：孔雀绿釉菱花式洗（清）。

图③至图⑤均为法国吉美国立亚洲

艺术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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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第三十五届法国国际阳光

纪录片节海报。

图为中法合拍纪录片《从法国

农场到中国餐桌》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