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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这样一条路，它跨越高山和沙
漠，突破地理的限制，连通古代中国、周边
国家和西方。驼铃声声，载着丝绸、瓷器、
羊毛、玉石的商队络绎往来；怀揣梦想，传
播信仰和文化的僧侣、使者们辗转奔波。这
条东西方交流的大通道，曾以中国输出的丝
绸最具代表性，因此被称为丝绸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在“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说：“古丝绸之路
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
路精神。”“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实施，让
丝绸之路精神焕发时代光彩。

为进一步践行“和平合作、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同时纪

念“丝绸之路：起始段和长安-天山廊道的
路网”跨国申遗成功六周年，6月19日，由
国家文物局和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的“2020
丝绸之路周”主场活动在中国丝绸博物馆拉
开序幕。开幕式当天，“一花一世界：丝绸
之路上的互学互鉴”特展同时启幕。来自国
内19家丝路沿线博物馆及学术机构的丝绸之
路主题文物齐聚一堂，讲述丝绸之路上文明
交流互鉴的故事。

丝路通达，
文明因交流而多姿

丝绸之路是古代连接东西方经济、文
化、军事等交流通道的统称。1877年，德国
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的概
念。经过百年来的研究，人们逐渐明确，丝
绸之路不是一条简单的线路，而是一张网
络。丝绸之路一般来说分为三条主道：自西
汉张骞“凿空”西域而正式开通，起于长安

（今西安），经中国西北、中亚、西亚，最终
到达罗马的“沙漠绿洲丝绸之路”；从广
州、泉州、宁波、扬州等沿海城市出发，经
过东南亚、南亚再到西亚甚至远达非洲东海
岸的“海上丝绸之路”；横跨欧亚草原的

“草原丝绸之路”。此外还有经成都和青藏高
原通往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等。

在“一花一世界”特展的“丝路”单
元，呈现了 4组展品，分别代表丝绸之路几
条不同线路。来自大同市博物馆的花卉人物
纹金盘，金光闪闪，异常夺目。盘内锤揲出
生动的图案，两个半马人拉一战车，战车上
立着两个神话人物。所有人物均深目高鼻，
须发卷曲浓密，肌肉隆起，健壮勇猛，具有
明显的希腊罗马雕塑风格。经考证，位于图
像中间的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葡萄酒之神狄奥
尼索斯，左边的是大力神赫拉克勒斯。酒神
站在中间，总体描绘的也是饮酒的场面，很
可能是在庆祝酒神节，这一节日也是西方狂
欢节的由来。

“沙漠绿洲丝绸之路”自开辟后，因为
战乱几度中断。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国
地缘政治呈分裂状态，丝路上的交往断绝了
很长一段时间。北魏定都平城 （今山西大
同） 后，在扩张中统一北方，“沙漠绿洲丝
绸之路”重新畅通。西域的商旅、使节、僧
人频繁往来，中西交流日盛。大同地区有诸
多北魏时期的西域遗存，是这一时期丝路盛
况的见证。

你来我往，
文明因互通而繁荣

丝绸之路是一条贸易之路，中国的丝帛
锦绣、瓷器、漆器等相继西传，西方的石
榴、葡萄、香料等也纷纷东来。鎏金石榴花
结纹银盒、银鎏金莲花宝子香炉等展品，反
映了石榴、香料等舶来品对中国文化产生的
影响。

粟特人是丝绸之路上一个活跃的民族，
以擅长经商而闻名。在展览的“互通”单
元，展示了来自宁夏博物馆的“镇馆之
宝”——唐代石刻胡旋舞墓门。墓门1985年
出土于宁夏盐池县苏步井乡窨子梁唐墓，墓
主人是“昭武九姓”中何国的粟特人。两扇
石门正中各浅雕一胡人形象的男子，站在小

圆毯上双人对舞，画面以黑色涂染，十分清
晰。考古人员认为，这是中国唐代墓葬中首
次发现的胡旋舞形象。

胡旋舞是源于西域的一种旋转性舞蹈，
在唐代非常流行。《旧唐书》 曾记载安禄山

“作胡旋舞疾如风焉”。胡旋舞从遥远的中亚
来到西北边塞，继而传入中原四方，这是丝
绸之路文化交流的体现，也是民族迁徙与融
合的必然。

来自广东省博物馆的黑漆描金人物纹女
红桌，十分精美，引得观众驻足观赏。这件
19世纪的外销漆器是广州工匠按照西方发来
的货样，运用中国传统髹漆工艺制作而成。
女红桌桌面呈长方形，下承罗马柱式腿，兽
型足，为西式造型。桌面绘有中国传统园林
和人物图案，显示一派宁静祥和的岭南官宦
人家生活场景。打开桌盖，盖板内绘制了一
位头戴花翎、身穿官服的年轻男子和一位身
着华服、手执纨扇的娇羞女子相互对视。桌
身内配有各式精致漆盒，放置象牙制纺锤、
线轴、线梭、顶针等女红工具。这件女红桌
既有西方家具的形制，又以中国风的纹饰表
现欧洲人对神秘东方的憧憬和想象。它是

“海上丝绸之路”商贸往来的见证，也是中
西方艺术风格融合的结晶。

融合发展，
文明因互学而精彩

丝绸之路是一条文化之路，更是一条发
展之路。丝绸之路的贯通，为宗教信仰和天
文、历法、冶铁术、航海技术等科学技术的
大规模传播提供了可能。

来自旅顺博物馆的贵霜朝石雕礼拜佛陀
浮雕，是难得一见的犍陀罗艺术珍品。石雕
正中为释迦牟尼，左右分别有一名听法僧和
一名供养人，两边饰有科林斯式石柱。释迦
牟尼着通肩长袍，深目高鼻，嘴角深陷，衣
纹呈阶梯状上升，明显是受古希腊罗马艺术
风格影响。科林斯柱常见于雅典神庙，是希
腊古典风格的代表。

犍陀罗地区的核心区域包括今巴基斯坦
西北部和阿富汗东部，此区域曾先后属于波
斯、希腊、印度、贵霜等诸国领地及势力范
围，东西方文化在其境内融合。公元1、2世
纪，第一尊希腊化风格的佛像在犍陀罗诞
生，打破了早期佛教艺术中没有佛造像的传
统。犍陀罗艺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成
为中国佛教艺术的起源。

展览中还有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五代后晋
天福四年具注历，即敦煌地方自编历日。古
代历日除了用于确定时间、安排农活，也用
于指导百姓的日常生活和行事，具有生活小
百科全书的性质。这份历日首尾残缺，仅存
正月廿七日至二月廿三日的部分。每日内容
从上到下大致包括四部分：“蜜”日注、日
期干支等、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物候、吉凶
宜忌的选择。后三部分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
内容，而顶端所注的“蜜”字，体现了由西
方传进来的域外文化。它每隔六天标注一
次，连同“蜜”字所在的那天共是七日一周
期。这个“蜜”日就是粟特语中星期日的音
译。源自西亚的星期制度，沿着丝绸之路东
传，经过粟特人的中转，以粟特语读音直译
的形式，落在了中国人的民用历日上，成为
互学互鉴的代表。

（作者单位：中国丝绸博物馆）

走进山西博物院会展中心一层，展墙
上一幅动态娄睿墓鞍马游骑图映入眼帘。
伸手触摸壁画，山西历史名人、大唐“神
探”狄仁杰以动画形象“走”出来。轻
轻擦拂壁画，画面由暗变亮，狄仁杰化身

“导游”，带领观众穿越时空，开启北朝探
索之旅。

7月 1日，山西博物院首个文物数字化
展览“壁画的平行世界——狄仁杰带你探
北朝”开幕。展览以娄睿、九原岗、水泉
梁、徐显秀等四大北朝壁画墓为依托，通
过数字化展示技术，创新呈现精妙绝伦的
北朝壁画。

北朝时期的山西是北魏和东魏、北齐
的核心统治区域，以平城 （今大同） 和晋
阳 （今太原） 两地为中心出土的大量北朝
文物遗存，历经千年仍熠熠生辉，其中的
墓葬壁画尤为引人注目。

山西博物院副院长范文谦介绍，北朝
墓葬壁画是山西博物院的特色收藏，今年
上半年推出的“壁上乾坤——山西北朝墓
葬壁画艺术展”首次集中展示了这批珍贵
藏品。“之前是实体文物‘裸展’，非常震
撼，推出后便引发了公众热议，微博上有
关该展览的阅读量高达 4600 多万。这次数
字展是‘壁上乾坤’展的延伸，设计了很
多互动体验环节，是一种新的尝试。”

展览分为华彩重生、北朝风貌、壁上
人间、神影仙踪四个单元，从不同角度展
现了北朝时期胡汉杂糅、兼容并蓄的社会
风貌。

朝阳初升，旌旗猎猎，仪仗鲜明的北
朝贵族马队自城门鱼贯而出；男子们在山
间策马奔腾，引弓射箭；狩猎之余，人们
聚在一起欢宴歌舞……“壁上人间”展厅
里，近 15 米的长卷式数字交互体验空间引
人入胜。

“粟特商团快到了，我找人打听过了，

他们这次要大量购买一批丝绸和香料。”
“这些粟特人从小就学着经商，眼光独

到……”
点击画面上的人物，对话就会跳出

来，张竞睿和陈星竹两个小朋友玩得不亦
乐乎。“里面的对话我基本都点了一遍，很
有意思，玩的同时还能学到一些历史知
识。”张竞睿说。

“长卷里的人物、动物等各种元素全部
来自北朝壁画。”范文谦介绍，设计团队将
这些元素串联成出行、狩猎、欢宴三个场
景，向观众展示北朝人的一天。

在“北朝风貌”展厅的“时尚北朝”
板块，江雪正在屏幕前给骑士换装。他选
了一匹棕色的马和红白相间的马鞍，给骑
士穿上红色袴褶服，再配一把弓箭，一个
英姿飒爽的北朝骑士形象呈现在屏幕上。

“我很喜欢这个换装环节，制作很精
美，用观众容易接受的方式介绍了北朝服
饰文化。”江雪是古建筑和壁画爱好者，之
前的北朝壁画实物展他看了六七次，这次
又来看数字展，用另一种方式重温北朝壁
画。

除了骑士，换装游戏还可以选择武
士、乐师进行体验。观众根据自己的审美
喜好挑选服装和配饰，换装完成后扫描二
维码，就能把人物形象下载到手机上。

山西博物院文物信息中心主任薄春燕
说，暑假即将到来，此次展览的受众群体主
要是青少年和亲子家庭。“我们特别注意内
容的科学严谨，为之匹配最贴切的互动体
验，寓教于乐，在游戏中实现知识普及。”

“这次展览是山西数字化文物保护的一
个阶段性成果。数字化保护让文物的生命
力延长，让文物‘活’起来。”范文谦说，

“数字展将持续至 10 月 11 日，欢迎广大观
众前来参观体验，感受多元包容、光彩夺
目的北朝文化。”

朱光亚，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
者之一，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院士，

“两弹一星”元勋。1924年，朱光亚出生于
湖北宜昌，后随父母迁回汉口。家里共有
兄弟姊妹5人，他排行第三。朱光亚的父亲
朱懋功毕业于法语学校，后在外资企业工
作，受父亲影响，朱光亚在少年时就接受
了西式教育。

由于天资聪颖又认真刻苦，朱光亚小
学只读了 4 年，跳了两级升入中学。1942
年，朱光亚考入西南联大，1945年留校任助
教，1946年进入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学
习。1950年，他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回到
祖国，成为北京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日后
逐渐成长为中国核物理事业的骨干。

朱光亚与妻子许慧君相濡以沫五十余
载，育有一女二子，分别是朱明燕、朱明
远和朱明骏。对于子女，朱光亚很少长篇
大论地教导，他更习惯通过身体力行来潜
移默化地影响他们。

朱光亚教育子女要在生活中培养观察
能力和理性思考能力。夏天家里常用蚊香
驱蚊，蚊香摆放在何处最合适？朱光亚认
真考察了多处位置后告诉孩子们，将蚊香
放在房屋门外、竹门帘前的犄角处是最佳
方案。他的理由有三：一是人进出房间
时，不会被蚊香绊到；二是蚊子在房屋外
就被蚊香熏跑了；三是能避免人在室内闻
到蚊香呛人的气味。类似的事情还有很
多，在子女们印象中，朱光亚“做任何事
都像做物理实验一样细致认真”。

朱光亚和妻子经常带领孩子们将家中
物品进行收纳整理、有序存放，装衣物的
箱子会贴上标签，标明是什么衣物、谁的

衣物，文件、报刊资料也按日期的先后顺
序摆放整齐。子女们回忆，这样的家庭教
育培养了自己做事的条理性，“能减少很多
生活中的无效劳动”。

孩子们小时候，家中买了新电器，大
家都很兴奋，常常连说明书都来不及看，
就插上电源让电器运转。朱光亚总是说：

“别急，先看看使用说明书，搞清楚操作流
程再去操作它。”后来成为工程师的朱明
远谈到，他在工作中会遇到设备运行不正
常，大家就乱试一通的情况，这时，他总
是提出要好好看看说明书。朱明远说：“父
亲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如何使用说明书，
而是如何科学地、符合自然规律地做事。”

朱光亚也很重视培养子女的动手能
力，他自己就有一双灵巧的手。家中有物
品坏了，他会利用平时积攒的旧五金件修
补。闲暇时，朱光亚还会带着两个男孩做
木工。他曾与明远、明骏一道，用两块木
板、一段窗帘杆、一些粗铁丝和硬纸壳做
过一个立式阅读灯。他还教明远自己动手
装配半导体收音机。受父亲科学、理性思
维的影响，朱明远后来成为一名优秀的计
算机软件工程师，并开办了自己的公司。

回顾朱光亚的一生，虽然工作忙碌，
与家人聚少离多，但在有限的家庭时光
中，他给予家人的爱却是饱满而丰盛的。
只要有时间，朱光亚就为全家人做饭，他
做的珍珠丸子、夹干肉、排骨莲藕汤，直
到今天，孩子们都念念不忘。他们深情地
说，这份父爱，是“弥足珍贵的心灵馈
赠，它胜过世间一切有价的财富，它是真
正的无价之宝。”

（作者为成都行政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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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博物院首个数字化展览开幕

带你走进北朝人的生活
本报记者 付明丽

◎家风家训◎家风家训

朱光亚：科学思维融入家庭教育
谷 敏

花卉人物纹金盘，大同市博物馆藏

银鎏金莲花宝子香炉，南京市博物总馆藏 本文图片均由中国丝绸博物馆提供

石刻胡旋舞墓门，宁夏博物馆藏 黑漆描金人物纹女红桌，广东省博物馆藏

参观者在展览现场触摸数字化壁画。 山西博物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