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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长城，人们第一时间可能会想到雄伟
壮观的北京八达岭长城。实际上，远在万里之
遥的英国，也有一段非常著名的古长城——哈
德良长城。1987年，八达岭长城和哈德良长城
同时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9 月 30 日至 10 月中旬，由北京市延庆区
委宣传部主办、延庆区文旅局、八达岭特区
办事处等承办的“八达岭长城与哈德良长
城：世界文化遗产对话展”在八达岭长城景
区望京寺举办，展览以摄影照片、历史资
料、学术研究成果、艺术创作等图片展品为
主，辅以文字介绍、视频资料，从历史底蕴、
文化内涵、建筑美学、文化遗产保护、旅游发
展等多个角度，构建位于欧亚大陆两端长城之
间的隔空“对话”。

展现两国长城文化

长城是历史留给人类的伟大文化遗产，是
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从全球的视角去审视，
中国长城为世界长城之最；但在全人类历史发
展的大格局之下，世界范围内存在大量古长
城。虽然它们的形式、规模存在差异，但它们
都带着遗产的痕迹从历史中走来，又终究打上
文明的烙印向未来拓展而去。如此，世界长城
便成为了同气连枝的文明遗迹。

八达岭长城与哈德良长城作为中国和英国
具有同等属性的文化遗产，有着深厚的渊源。
2019年，八达岭特区办事处代表与英国哈德良
长城管理机构——英格兰遗产委员会代表在英
国完成会面交流。这也成为“八达岭长城与哈
德良长城：世界文化遗产对话展”举办的一次
重要契机。

本次展览以八达岭长城、哈德良长城这
两家世界文化遗产单位之间的合作为切入
点，着眼于不同国家世界文化遗产的对话交
流，聚焦长城文化带建设，深化长城景区以
文促旅、文旅融合的产业赋能。展览分为室
内主题展陈、户外剪纸活动两部分。在空间
设置上，策展团队充分利用望京寺的空间结
构特色，设计了篆刻着长城相关诗句的“宫
灯”造型装置、立方体造型灯、回廊垂缦
等，丰富了观众的观展体验。

室内展陈利用望京寺的正房、西厢房、东
厢房，分别展出“文化载体：世界文化遗产
的重要角色”“建筑魅力：凝聚在砖石中的力
量之美”“传承发展：保护与旅游和谐共生”
三大主题板块，展出图片近 200幅。展览同时
配有语音导览，观众在展厅扫描二维码即可
收听。

在正房“文化载体”板块，展示了八达岭
长城、哈德良长城作为文化载体的深刻内涵，
以及与两国长城相关的艺术创作。在西厢房

“建筑魅力”板块，以对照形式展示了两国长
城的城墙、敌楼等建筑结构，展现中英长城在
建筑风格上的共性与特色。在东厢房“传承发
展”板块，呈现了中英两国长城“修旧如旧”
的文化遗产保护措施，以及保护与旅游平衡并
举的经验。

展览的户外互动项目邀请到蔚县剪纸传
承人现场指导，由成人和孩子完成包括“冰
雪冬奥”“长城记忆”“我心目中的长城”在
内的数十幅长城文化主题剪纸作品，学习非
遗技艺，了解长城文化，增进家人之间的交
流互动，并将关于长城的珍贵记忆以实物剪
纸的形式留存。

种下文明交流的种子

作为2020北京长城文化节的主题展览，此
次“八达岭长城与哈德良长城：世界文化遗产
对话展”举办期间恰逢国庆假期，游客来到八
达岭长城景区，既能欣赏到秋意渐浓下的长城
美景，又能了解与长城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
感受中英两国长城的独特魅力，可以称得上是
一场难得的文化旅游盛宴。

展览现场，驻足观看的游客李明印表示：
“今天观展的总体感受就是知识丰富、图片精
美。之前多次登八达岭长城，但没有系统地
去了解它，今天这个展览是一次很好的学习
机会，看完后对两国的长城和遗产保护都有
了进一步的认识。我希望以后能更多接触到
此类展览，也期待有一天可以亲自去哈德良
长城看看。”

展览期间，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一位小
学生一边听着父母手机中的语音讲解，一边认

真地观看展览，他说：“我最喜欢八达岭长城
的老照片，还有有小动物的哈德良长城照片，
我不仅登上了长城，还学习了长城的知识，今
天过得很开心。”

“这些精美的图片展品以摄影者、文化学
者独特的视角，把八达岭长城与哈德良长城那
种深厚的文化底蕴、沧桑的历史以及精湛的建
筑艺术等一一展现在眼前，让我对中英两国长
城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国庆期间，带孩子来
此地打卡，真是不虚此行。”参观完主题展
览，来自重庆的游客王女士兴奋地说。

八达岭特区办事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展览不仅是一场活动，更是一个发端——构
建世界文化遗产之间的对话、交流，促进各
国文保机构之间的合作，增进相互理解，实
现理念共享、经验互鉴。未来，八达岭长城
将持续发起与世界文化遗产单位之间的国际
交流，为合理保护和恢复全人类共同的遗产做
出积极贡献。

在颐和园建园 270 周年和“徽班进
京”230周年相逢的日子，一场名为“颐
和园·戏游记”的演出在颐和园德和园大
戏楼惊艳亮相。十三大戏曲院团的 20位
戏曲名家名角相约古典园林中的古戏
楼，唱响京剧、昆曲、汉剧、徽剧、秦
腔等11大剧种。

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颐和园与
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京剧、
昆曲等传统戏曲艺术“双遗合璧”，是此
次“颐和园·戏游记”的一大亮点。颐和
园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在风
格上因袭传统的帝王园林，同时吸取各
地私家园林之精华，是中国传统造园审
美情趣和艺术追求的重要代表。园内的
德和园大戏楼由样式雷第七代传人雷廷
昌担纲设计，历时5年修建完成，不仅是
现存院落尺度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宫廷
戏楼，也见证了京剧发展成熟的历史轨
迹，是京剧发展史上相当重要的舞台之
一。在这样的时间节点，将这场“戏曲
大会”的地点选在此处，意义自然不同。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生活中极为重要
的一项艺术活动，戏曲集音乐、舞蹈、
美术、表演艺术、文学、历史等多种文
化元素于一体，下至人潮喧闹的市井摊
肆，上到鼓乐筝鸣的宫廷雅集都能看到
它的身影。近年来，我们看到不少园林
开始建构“园林与
戏 曲 ” 的 艺 术 融
合，比如北京园博
园举办中国戏曲文
化周、中国园林博
物馆举办中秋戏曲
文化活动、苏州沧
浪亭引进园林版昆
曲 《浮生六记》，
效果和反响都很不
错，其中一个主要
原因就是戏曲与园
林身上有着极为相
似的审美意境，两者相辅相成、完美融合，给人们带来更为真
实的传统文化生活的体验感和沉浸感。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园林与戏曲有着深厚的历史渊
源，有不少经典剧目就是在园林之中敷演的。如以园林及亭台
楼阁为曲名的就有 《拜月亭》《牡丹亭》《艳云亭》《翡翠园》

《西园记》 等作品，《长生殿》《西厢记》《玉簪记》 等经典剧目
中，园林也都有迹可循。不仅题材上有关联，园林也是戏曲表
演的理想舞台之一。戏曲往往需要移步换景，园林艺术便讲究
移步换景。在园林中演绎戏曲，通过剧目情节的推进、演员表
演的烘托与周边园林环境情景的交融，往往能呈现出戏曲更为
深刻的意境之美。与此同时，观众和游人在体味园林意境时，
也增加了文学、韵律、音乐等戏曲之美。

今天，虽然剧院已成为城市标配，也成为戏曲艺术的主要
表演场所，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鼓励戏曲更多地走进
园林，通过戏曲美与园林美在新时空下的相互激发，让传统文
化之美加倍释放，吸引人们更深入地走进传统之中。

免费借书、制作香囊、展示古琴……今年以
来，位于云南昆明安宁的遥岑书院为市民提供更加
丰富的公共文化体验。从2017年起至今，安宁市已
有 8 个街道建起了“乡愁书院”，遥岑书院便是其
中之一。书院面向市民开放服务，成为当地实施
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载体。“在这里看书，既闻得到
书香，也看得见乡愁”成为市民对“乡愁书院”
的普遍好评。

公共文化服务是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是实施
文化惠民的重要途径。近几年，昆明市启动创建第
四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推出了一大批
富有地方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品牌，逐步建成公共
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完善、服务活动内容丰富、服务
供给均等、服务保障措施得力的国家级公共文化服
务先进地区。

由昆明市首创于2012年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
包”，是昆明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金字招牌”。数
据显示，该服务包的全市人均公共文化事业经费从

2012 年的 6 元提升至 2020 年的 20 元，年均增幅达
29.17%。目前，昆明市实现了市有公共图书馆、文
化馆、博物馆，县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乡镇

（街道） 和行政村 （社区） 建有综合文化站和综合
性文化服务中心。全市139个乡镇 （街道）、1676个
行政村 （社区） 文化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覆盖
率达100%，覆盖城乡的市、县、乡、村 （社区） 四
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已基本建成。

民族团结大舞台、春城少儿艺术节、春城广场
舞大赛、全民阅读推广系列活动……从2014年创办
至今，昆明群众文化品牌活动——春城文化节，全
年活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成为老百姓的文化“必
备品”。以春城文化节为支点，昆明全市充分挖掘
文化资源，通过每月一特色展示、每季一活动主
题、每年一精品展演，形成 365 天全覆盖的群众文
化活动品牌以及制度化的群众文化供给模式，有力
推动全市群众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据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在实施公共文化服务项目中，昆明各县

（市） 区充分发挥文化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积极作
用，形成文化活动品牌。比如，嵩明县非遗刺绣项
目展示传习馆和一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结合，推出

“非遗+网络+贫困户”文化产业扶贫模式，年销售
绣花鞋约 1.8 万双。这一模式不仅很好地保护和传
承了刺绣文化，也引领和带动了当地妇女实现创业
就业，让更多农村贫困妇女走上了脱贫致富路。

另外，昆明全市选派 431 名文化骨干到基层帮
扶，针对农家书屋管理业务、滇剧、花灯、剪纸、
农民画、民族民间歌舞等进行培训与指导。积极开
展脱贫攻坚文化扶贫红色轻骑文艺兵送戏下乡文艺
演出活动，实施民族贫困地区村级文化中心建设全
覆盖全达标工程和非遗传承工程，推动乡村文化与
红色旅游融合发展，使其成为农村文化的主阵地、
乡村振兴的新名片。

昆明市还不断加强对特殊群体公共文化服务的
保障，设有针对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务工
人员、农村留守妇女儿童、生活困难群众的公共文
化服务项目。以拉近亲子距离为宗旨的盘龙区图书
馆“简单蓝”亲子心灵疗愈绘画课程、以解决农村
边远地区群众阅读不便为宗旨的安宁市“流动书
包”、以鼓励社会力量 （新华书店） 参与完善农家
书屋服务效能的“乡愁书屋”等一大批特色服务项
目，大大提升了全市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程度，让
特殊群体得到文化保障，充分享受文化获得感。

由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委网信办指导,湖南省民族宗教
事务委员会合作，芒果TV出品的特别节目《石榴花开》第二季
正在热播。节目将精准扶贫与民族特色相结合，走入少数民族
聚居区，聚焦土家族、壮族、彝族、白族、裕固族、满族、黎
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在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的发展轨迹，共
同见证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重大的历史时刻。

《石榴花开》第二季立足民族乡村区域优势，每期以3位少
数民族主人公为代表，通过少数民族利用特色资源拓宽脱贫致
富新渠道的典型案例，展现少数民族“百姓富、生态美”的美
丽图景和日新月异的生活变化。从海南小岛到武陵山区，从彩
云之南到塞外草原，不同民族的群众通过挖掘民族文化和当地
特色资源，打造民族特色产业，让民族乡村经济发展结出累累
硕果。

节目中，我们看到土家族群众通过直播、编织、乳牛计划
等“先富带后富”的方式实现脱贫；裕固族群众通过制定极具
当地特色文化的“巴尔斯雪山计划”，举办草原歌唱会以及保护
岩画等工作，开辟了传承民族文化和脱贫致富双管齐下的道
路；壮族群众协助政府开发旅游新地标，为建设美好家乡努力
奋斗；满族群众利用满绣技艺创新制作娃衣，开拓旅游文化新
项目；白族群众保护洱海，迎来生态经济双丰收；彝族群众通
过直播带货为家乡的农产品打开销路。我们更欣喜地看到，当
地群众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十分注重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传
承，带动民族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双线并行。

《石榴花开》第二季用镜头致敬在脱贫攻坚道路上奋战的各
族人民，以年轻化的创新表达回应时代命题，是芒果TV近年来
继 《我爱你，中国》《不负青春不负村》《功夫学徒》 等作品之
后，聚力打造主旋律题材纪录片内容矩阵的又一纪实作品。

八达岭“对话”哈德良
郑 娜 丁 宇

图①：八达岭长城南一箭窗 （修复后）
图②：哈德良长城豪斯泰兹罗马要塞的塔楼
图③：遥望八达岭长城 郭 永摄
图④：位于诺森伯兰国家公园中的哈德良长城

图片来自“八达岭长城与哈德良长城：世界文化遗产对话展”
《石榴花开2》

展现各族人民脱贫致富图景
胡一楠

《石榴花开2》

展现各族人民脱贫致富图景
胡一楠

▲节目中的彝族群众 出品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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