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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本 承 载 灿 烂 文 明 ，

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

精神，是文明交流互鉴的

重 要 载 体 。 2023 年 10 月

19 日，老挝人民革命党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参观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

总 馆 。 在“斯文在兹——

中华古代文明版本展”展出

的清代贝叶刻本《粘响》前，

通伦驻足观摩并感慨道：

“老挝也有很多贝叶经，现

在在老挝的寺庙里，也得到

了很好的保护和收藏。”清

代贝叶刻本《粘响》同传世

的万千珍贵贝叶经一样，是

生发于古印度、流传壮大于

我国西南地区的贝叶文化

的重要见证。《粘响》以贝叶

为书写载体，内容是明代傣

族诗人帕拉纳创作的英雄

史诗，讲述猛粘响公主之子

苏年达的传奇故事，被称为

傣族叙事长诗“五大诗王”

之一，体现了丰富厚重的傣

族文化。从清代贝叶刻本

《粘响》，可以窥见古代中国

与南亚古国文明交流的悠

远历史。

从陶石兽骨到金属竹

木，从实物纸张到虚拟数

字 ，书 写 的 载 体 缤 纷 多

样。在东南亚、南亚及我

国西双版纳等热带、亚热

带地区，生长着一种常见

的棕榈科木本植物——贝

叶 棕 。 古 印 度 人 称 之 为

“pattra”，汉译为“贝叶”，其树叶狭长而耐潮湿。在中国发

明的造纸术传到南亚次大陆以前，贝叶如同两河流域泥板、

古埃及莎草纸和古代中国的甲骨简牍一样，被用作书写材

料。因产生之初记载内容多为佛教典籍，以贝叶为书写载

体的文献统称为贝叶经。

贝叶经的制作与刻写方法十分考究，包括取材、修整、

蒸煮、晒压、弹线、制匣、刻写、上色、装帧等复杂的工艺流

程。贝叶经过传统特殊工艺处理后，能防水、防腐、防蛀，可

保存千百年。装帧制作贝叶经时，按顺序整齐叠放一套长

条形散叶，上下夹持以木质或竹质经板，再以棉质或丝质经

布包裹经书外部。我国纸质书籍装帧中的梵夹装正是由此

发展而来，清代贝叶刻本《粘响》也采用了这种装帧形式。

2008 年，贝叶经制作技艺被列入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贝

叶经肇始于古印度，公元 1 至 10 世纪，古印度佛教徒携带

大批贝叶经弘扬佛教。公元 7 世纪前后，贝叶经传入斯里

兰卡，复经缅甸、泰国，传入我国西南边疆傣族地区。傣

族先民以老傣文刻写贝叶经，经过选择、加工、整理和改

编后的贝叶经不仅包括佛教原典等宗教作品，也包括傣

族天文历法、社会历史、生产生活、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

的世俗性作品，被称为“傣族文化的百科全书”“具有民族

特色的经典典籍”。

贝叶经的复刻传播千百年来从未间断，数量庞多。据

统计，在我国，西双版纳地区珍藏有 5000 多部、2000 多种贝

叶 经 ，西 藏 珍 藏 有 梵 文 、藏 文 和 巴 利 文 等 贝 叶 经 古 写 本

1000 余函（种）、约 6 万叶（页）。灿若星河的贝叶经形成了

信奉南传佛教的傣泰民族保存的传统文化——贝叶文化。

贝叶文化以贝叶经为重要载体，以贝叶经所记录的佛教典

籍和傣族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以贝叶经的制作、刻写、诵

咏、供奉等相关活动和民俗传统为典型表现形式。贝叶文

化作为一种跨国文化，分布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作为一

种地区主流文化，涉及佛教经典、文学作品、医药、天文历法

及傣泰民族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是珍贵的世界文化

遗产。

贝叶文化的兴起和繁荣，对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

用。贝叶文学不断发展，后期逐渐产生了散文、议论文、传

奇小说、寓言故事等丰富的创作形式，并出现韵文体、散文

体和韵散混合体共同繁荣的新气象。例如在云南德宏和西

双版纳、景谷、耿马、孟连等傣族地区留存的《祝佐玛赖》《召

贺玛》《岩苏岩西和岩披格》均为传奇小说的代表作，一直有

着广泛的社会影响。

文化润物细无声，历史纽带筑友谊。贝叶文化是澜沧

江—湄公河流域国家与族群的共同历史记忆，是凝聚共识

和聚拢民心的纽带和桥梁。2014 年以来，我国积极推动澜

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启动，搭建对澜湄各国文化交流合

作平台。“中国—东南亚、南亚贝叶文化传承与保护国际研

讨会”“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与推广研讨

会”等文化遗产领域国际会议相继召开，我国同泰国、老挝、

柬埔寨、越南签署经典著作互译的出版备忘录，《中国贝叶

经全集》《贝叶文库》等贝叶文献古籍相继整理出版，贝叶文

化的传承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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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意大利两个

伟大文明的友好交往源远

流长。早在 2000 多年前，古老

的丝绸之路就将远隔万里的中国

和古罗马联系在一起。汉朝曾派使

者甘英寻找“大秦”，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和

地理学家庞波尼乌斯多次提到“丝绸之国”，

古罗马作家老普林尼更是在《博物志》中对

万里之外的“丝国”产生联想。虽然彼时的

东方与罗马尚未直接接触，文化上的交流往

来却从未断绝。

今年 6 月 15 日至 10 月 7 日，湖南博物院

与罗马文化遗产监督管理局联合举办“彼美

人兮——两汉罗马时期女性文物展”。本次

特展分“怡然燕居”“巾帼风韵”“花好人团

圆”三个单元，以女性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

及情感生活三个场景为脉络，通过东西方文

物对话的方式，再现 2000 年前东西方文化

中绚丽多彩的女性叙事，揭示不同文化背景

下女性各美其美的文化特色、美美与共的理

想追求。

温婉与奔放：美丽的
多元绽放

汉王朝与罗马帝国

繁盛之时，女性生命图

景呈现出独特的风貌。

本次展览以多种方式展

现历史上的女性声音

和 女 性 身 影 ，述 说

“她”故事的精彩与

多 元 ，展 示 历 史 长

河中的女性之美。

展 览 第 一 单 元

“怡然燕居”围绕两汉

罗马时期女性的家庭

生 活 ，选 取“ 梳 妆 ”

“ 妆 饰 ”“ 服 饰 ”“ 住

宅”“饮食”“乐舞”6
个生活场景，描绘东

西 方 女 性 的 居 家 情

境，引导观众深入洞

察彼时女性对美好

生 活 的 独 特 理 解

和匠心创造。

在国家强盛、

经 济 繁 荣 的 时 代

背 景 下 ，女 性 服 装 更 多 地 展 现 出 审

美性、表现性、象征性以及增强个性

的 需 求 。 在 汉 代 ，女 性 以 深 衣 为 盛

装，上衣与下裳相连，穿着时，前襟轻

轻 绕 至 背 后 ，不 仅 凸 显 女 性 的 曼 妙 身

姿，更增添几分神秘与优雅。深衣之外

便是襦裙，穿搭比较随意，短上衣“襦”仅

至腰间，搭配下身裙装，可以衬穿在深衣之

下作为内搭，也可以作为日常衣装。本次

展览的重磅展品曲裾式素纱单衣出土于马

王堆汉墓，它薄如蝉翼、轻若鸿毛，视觉效

果飘逸、洒脱，彰显了汉代贵族女性对高级

面 料 和 精 致 工 艺 的 追 求 与 独 特 的 审 美

意趣。

同一时期，罗马女性的着装风格深受希

腊主义风潮的影响。比如悬挂于展厅中的

水彩画《庞贝人物》中的女性穿着独具希腊

风情的长袍“丘尼卡”，享受着悠闲的假日时

光，恬静安然；一尊公元 2 世纪中期的罗马

女性半身肖像有着明显的拼接痕迹，头部使

用白色大理石雕刻，衣服则使用雪花石雕

刻，在外套“斯托拉”之外，又外搭了一件帕

拉披肩，胸前系有一个大结，点缀着灵动的

流苏，凸显衣服的纹理与华丽质感。

在梳妆方面，东西方女性间的爱美之心

彼此相通。比如，第一展柜中的器物都是罗

马帝国时期的女性梳妆用具，有香膏瓶、梳

子、刮刀、镊子、量杯、壶、碗等多种品类，还

有一件雕有神话和盥洗场景的化妆盒，可谓

“百宝箱”。在汉代，女性也拥有同款打扮装

饰的小家什。马王堆辛追墓出土的双层九

子漆奁中有梳子、夹套、

刷子、粉扑、香粉、胭脂等梳

妆器物，它们材料考究、做工精

致。通过这些精巧的梳妆用具，可以

遥想上千年前的东西方女性对镜化

美妆、理云鬓的生活场景。

茶余饭后，女性欢聚一堂，游乐

嬉戏，歌舞娱情，言笑晏晏。古罗马

女 性 身 着 华 服 ，在 宴 会 上 欣 赏 舞 者

翩 然 起 舞 。 汉 代 女 性 在 宴 饮 之 余 ，

同 样 会 欣 赏 俳 优 献 艺 、乐 舞 翩 跹 。

展 品 中 有 一 件 西 汉 晚 期 的 玉 舞 人 ，

它 出 土 于 北 京 大 葆 台 二 号 墓 ，灵 动

飘逸、栩栩如生，是汉代“翘袖折腰”

之 舞 的 生 动 写 照 。 在 欢 乐 的 气 氛

中，女性卸下生活的疲惫，回归轻松

与快乐。

勇 气 与 智 慧 ：
力量的辉煌篇章

展 览 第 二 单 元“巾 帼 风

韵”聚焦东西方女性在社会

生 活 中 的 多 元 角 色 与 贡 献 。

这一单元依据女性不同的社会

角色，分为汉代贵族女性、罗马

贵族女性与普通女性三组，帮助观

众厘清东西方贵族女性不同的社会

属性、发现东西方普通女性之间社会活

动的共性。

罗马帝国时期，贵族女性活跃于家庭与

社会的双重舞台。展厅中的莉薇娅大理石

雕像制作于公元 1 世纪，身姿优雅、神情庄

重。莉薇娅是罗马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的

妻子、罗马帝国的首位皇后，自她之后，女性

在罗马政坛崭露头角；右手中的纺梭体现了

她作为普通女性从事日常劳作的一面。

无论中外，普通女性都以各自的方式，

为社会的繁荣与进步贡献着力量。在医学、

手工业、商业等多个社会经济领域，都留下

永恒的女性背影。历史上的医生大多由男

性担任，而女性作为治疗者同样活跃在医学

领域。展览中名为阿西利亚·波利亚的女医

生墓碑证明了即使面对种种社会限制，仍有

一部分罗马女性在进行医疗活动。在汉代，

平民女性为医者不在少数，如《史记》《汉书》

中提及的汉代妇产科女医生淳于衍和杂科

女医生义姁，均为汉代女性载于史册的光辉

典范。

展览第三单元“花好人团圆”主要围绕

“情思”和“祈愿”两个关键词展开。在这里，

记录着中外女性缠绵悱恻的婚姻与爱情，也

记录着她们对现世和永生的祈愿。这一单

元中，描绘亚马逊女战士的石棺是意大利卡

比托利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也是该文

物百年来首次出馆。石棺上的雕刻栩栩如

生，女战士们或持斧或骑射，身姿矫健，神情

坚 毅 ，激 荡 起 观 众 对 女 性 力 量 的 想 象 与

表达。

这样的场面令人联想到“万里赴戎机，

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的

花木兰。在中国历史文献中，女性参军的身

影屡见不鲜。汉代西北边郡女性颇习兵事，

《后汉书》中有“妇女犹戴戟操矛，挟弓负矢”

的记载。在第二单元展出的骑马女陶俑出

土于陕西汉景帝阳陵，考古迹象表明，陶俑

原本安装有可以活动的木质手臂，身着战袍

铠甲，由于深埋地下致使衣物腐朽、木臂成

灰，出土时出现残缺。女骑兵俑眉脊如山，

颧骨突出，神情冷峻，目光果敢，彰显出英姿

飒爽的气概。

行走在展厅中，两汉罗马时期女性的

生活印记清晰可见。她们多彩多姿，对生

活充满无限热爱；她们勤劳质朴，对社会倾

情奉献；她们天真烂漫，对爱情满怀憧憬；

她们心怀敬畏，为家人祈福祝愿。站在一

组组彰显东西方女性共性的文物面前，倾

听她们的岁月往昔，能够感受到相隔万里

却难得相似的审美意趣与价值追求。

美美与共：交流中的
文明互鉴

湖南博物院与意大利文博界一直保持

着友好交流与合作。 2018 年，湖南博物院

携手意大利、法国等国内外数十家博物馆，

联合举办了“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

13—16 世 纪 中 国 与 意 大 利 的 跨 文 化 交 流

展”。本次“彼美人兮”展是湖南博物院与意

大利文博界的第二次合作，意方展品主要来

自卡比托利欧博物馆，该馆是世界上第一座

公共博物馆，藏品丰富，尤以众多古罗马雕

像闻名。

“彼美人兮”展策划周期较长。2023年 9
月，中意双方共同组建策展小组，开始着手

搜集藏品、筹备展览。在展品选定过程中，

先后更换的展品数量多达 400余件（组）。最

终，意方在文物星辉璀璨的罗马城中，撷取

10 家博物馆和美术馆的 138 件（组）珍品，所

有展品均为首次来华。湖南博物院与国内 8
家文博单位合作，汇集了来自满城汉墓、渔

阳王后墓、南越王墓、大葆台汉墓、汉景帝阳

陵、徒壁山 1 号长沙王后墓以及马王堆汉墓

等汉代贵族墓葬的 81件（组）文物珍品，再现

两汉罗马时期的女性生活图景，展开一场别

开生面的东西方文化对话与交流。

两汉罗马时期的东西方女性虽身处历

史长河的不同流域，却以各自独特的方式，

在历史的织锦上绣出独特的文明图腾。期

待大家以本次展览为契机，欣赏东西方女性

不同的魅力与共同的追求，并以文物蕴含的

丰富文化内涵搭建起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

的桥梁。

（作者为“彼美人兮——两汉罗马时期

女性文物展”中方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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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彼美人兮”展海报。中央为曲

裾式素纱单衣。

图② ：公 元 1 世 纪 的 莉 薇 娅 大 理 石

雕像。

图③：西汉晚期的玉舞人。

图④：马王堆辛追墓出土的双层九子

漆奁。

以上图片均为湖南博物院提供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清代贝叶刻本《粘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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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到苏格兰之前，我就知道，写下《我的

心儿在高原》的诗人罗伯特·彭斯是苏格兰的

象征。

“我的心儿在高原，我的心不在这儿，我的

心儿在高原，追逐着鹿儿。……别了啊高原，

别了啊北国，英雄的家乡，可敬的故国；不管

我上哪儿漂荡，我上哪儿遨游，我永远爱着高

原上的山丘。”

这是彭斯表达对苏格兰高地热爱的美好

诗句。18 世纪的苏格兰诗人彭斯，是一位人

民的诗人，他热爱苏格兰，也深受苏格兰人爱

戴，在世界读者中享有盛誉。他创作的诗歌，

以自由、抗争的呐喊与苏格兰民族同频共振，

以对劳动、爱情的讴歌和对高地山河的挚爱

与贫苦农民息息相通。特别突出的是，他以

饱满的热情收集、整理了 6 卷《苏格兰音乐总

汇》和 8 册《原始的苏格兰歌曲选集》，使许多

濒临失传的苏格兰民歌继续传唱。他用古老

的苏格兰方言创作可以歌唱的诗歌，他用浪

漫的抒情诗、辛辣的讽刺诗、深情的赞美诗传

承苏格兰的民族魂。今天，苏格兰人每逢新

年都要举办彭斯之夜，诵读他的诗歌《致哈吉

斯》，在风笛的伴奏下唱响彭斯创作的民歌

《友谊地久天长》，向旧年告别。

后来，我发现，风笛也是苏格兰的象征。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文化处举办的招待

会上，一位苏格兰笛子演奏家与中国琵琶演

奏家合奏了《友谊地久天长》《彩云追月》《茉

莉花》，把友好热烈的气氛推向高潮。那位苏

格兰演奏家所用的笛子虽不是风笛，却令我

联想到风笛。

风笛，管乐器，由风囊、吹管和若干簧管

组成。其中一根或两根簧管有按孔，用来演

奏旋律，其它各管仅发出持续的主音与属音，

用以衬托旋律。演奏时，演奏者吹气入风囊，

用手臂压缩之，使气流入簧管发音。

有关史料显示，风笛起源于古罗马，随后

流传至欧洲多国。大约在公元 15 世纪，风笛

传入苏格兰，与苏格兰高地的历史文化紧密

相关。詹姆斯二世时，风笛是苏格兰人行军

集结的必需品，吹响风笛，意味着吹响战斗的

号角和对英雄的礼赞。风笛也是唯一代表苏

格兰地区出现在英国军乐队中的乐器，曾因

防止部落间通过风笛联络结盟而被明令禁

止。1745 年后，苏格兰风笛悠扬的乐声再度

飘荡在高地的河谷山峦。

在格拉斯哥风笛学院，我看到各式各样

的风笛，有些制造于 100 多年前，仍然可以吹

奏。制作风笛的材料来源多样，木管、金属

管、布囊、羊皮囊，不一而足，甚至还有羊胃做

成的风囊。我在现场聆听一位男士演奏风

笛，风笛音量极大，声音沉郁持久，给人以苍

劲豪迈之感。

说起行进中演奏风笛，在爱丁堡皇家英

里大街上，我曾亲眼看到这一场面，至今难

忘。那天晚上，城堡军乐表演临近结束，伴随

一声礼炮，城堡打开表演区大门，一排排军乐

表演队列威武行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

苏格兰警察风笛乐队，明亮悠扬的风笛声在

空中盘桓，震荡人的耳朵，撼动人的心魄。

据同行专家介绍，过去在婚礼、舞会、集

市等城镇居民日常生活和娱乐活动中，演奏

风笛必不可少。几百年过去了，苏格兰人依

然保留着对风笛的热爱。在一些音乐厅里，

经常可以看到身穿格子裙的男士们演奏风笛

的场景。

苏格兰人以会演奏风笛为荣，各行各业

的人们时常来到格拉斯哥风笛学院学习进

修。苏格兰政府外事与文化事务部长琳达·
法比亚尼向我们介绍，政府很重视保护传承

苏格兰风笛演奏技艺，通过定期举办比赛遴

选优秀的风笛手和乐队，并支持乐队前往国

外演出。经过多年努力，苏格兰风笛的国际

影响力不断扩大，在《泰坦尼克号》《哈利·波

特》等电影中，笛声悠扬，那些打动人心的旋

律蕴含着苏格兰风笛的灵魂。

回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苏格兰风笛依

然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对爱丁堡和格

拉斯哥的具象记忆。每当听见风笛声，便会

想起苏格兰高地，想起那里的人们。

苏格兰风笛声悠扬
胡家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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