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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故事之“埃及人眼中的中国：‘一
带一路’中埃陶瓷文化交融”讲座在埃及开罗中
国文化中心举行。这是江西省景德镇市政府代表
团赴阿拉伯国家开展文化经贸交流的一项重要活
动。活动不仅包括中外学者的精彩讲座，还有景
德镇瓷乐队带来的瓷乐演奏。现场座无虚席，气
氛热烈，瓷器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符号，深深地
吸引了当地观众。

“中国瓷乐太神奇了”

埃及首都开罗城西，距离吉萨金字塔不远的
金字塔大街边上，有一条名为伊本·白图泰的街
道。伊本·白图泰街10号，在一处翠绿掩映中坐落
着一栋五层楼建筑，环境幽雅，僻静整洁，那便
是开罗中国文化中心所在地。

伊本·白图泰是阿拉伯历史上的著名学者、旅
行家。他曾在元代时多次来到中国旅游，由其口
述、经人整理成书的《伊本·白图泰游记》中，有
大量关于中国的介绍。这本书不仅是阿拉伯的文
化经典，也见证了中阿文明交往的辉煌历史。600
多年后的今天，在以伊本·白图泰名字命名的埃及
街道上，开罗中国文化中心里传来一阵阵悠扬别
致的音乐。

身着中国传统服饰，景德镇瓷乐队的姑娘们
自信地登上舞台，用瓷瓯、瓷二胡、瓷琵琶、瓷
笛，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瓷乐合奏，为当地观众
献上一场极具中国传统意蕴的音画大赏。

《茉莉花》的音符回响在空中，如清风拂过耳
际。紧接着，悠扬的琵琶声响起，《青花瓷》的旋
律似潺潺流水，缓缓地讲述着一段古老而深情的
故事。曲目 《我在景德镇等你》 又像一道温暖的
阳光，以悦耳的瓷笛声给人带来希冀。景德镇瓷
乐队演奏的埃及民歌 《尼罗河畔的歌声》 浑厚深
沉，更是让现场观众如痴如醉。

演出结束后，台下掌声雷动。“太好听了，我
是第一次听用瓷乐演奏的乐曲，真是妙不可言！”
在开罗大学二年级学习中文的拉莎告诉记者。精
彩纷呈的瓷乐表演，让现场观众感受到了景德镇
瓷器“声如磬”的特点，也领略到陶瓷与音乐交
融的魅力。

“瓷器是中阿文化交融的重要见证”

景德镇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瓷器产地，以瓷器
制作工艺和陶瓷文化闻名于世。瓷器作为中国文
化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在中外文明交往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

“瓷器是中阿文化交融的重要见证。在阿拉伯
语中，中国和瓷器是一个词语。阿拉伯人在提起
中国时，首先映入脑海的物品就是瓷器。”埃及文
化发展基金会前主席、陶瓷艺术专家法塔希说。

自古以来，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就有着密
切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瓷器作为中国传统工
艺的代表，成为这段历史的具体物证之一。

早在古代，中国瓷器便开始传入阿拉伯世界。
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瓷器逐渐成为重要的贸易品
之一。在阿拉伯国家，中国瓷器以其独特的工艺和
美丽的装饰受到人们的喜爱，成为贵族和王室的
收藏品。许多阿拉伯国家的历史遗址中，都可以
找到中国瓷器的身影。法塔希举例说，在埃及开

罗南部的福斯塔特（开罗的早期雏形），就曾发掘出
数万片中国瓷器碎片。这些瓷与碎片，忠实地记
录下中国瓷器外销及文化交流的历史。

而中国的瓷器上也留下了阿拉伯国家的印
记。比如在一些古代瓷器上，可以看到带有阿拉
伯文的图案和文字。这些阿拉伯文通常是用彩料
绘制的。

到了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使得瓷
器出口量大幅增加。许多中国瓷器出口到阿拉伯
国家，出现在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中。

有学者认为，数百年前，掌握了中国制瓷高
妙技艺的景德镇工匠，在见到阿拉伯商人带来的
苏麻离青钴料时，没有不屑一顾，而是经过反复
测试，创新烧制出惊艳世人的青花瓷和釉里红等
传世品种，使中国的瓷器艺术发扬光大。

景德镇市市长胡雪梅介绍：“景德镇与阿拉伯
国家交往历史悠久。600多年前，郑和船队满载景
德镇瓷器远销阿拉伯世界。享誉世界的元青花，
其颜料就取自中东的苏麻离青，成为中阿文化交
流的生动见证。”

不只是艺术品，瓷器作为文明的载体，承载
着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友好交往和文化传
承。今天，中国瓷器依然在世界范围内广受喜
爱，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期待与中国有更多的文化交往”

讲座现场的观众中，还有两位知名的阿拉伯
艺术家。一位是黎巴嫩文化部长艺术顾问、艺术
家工会主席尼扎尔·达希尔，另一位是突尼斯艺术
家莱伊拉·茜莉。两人曾多次到中国采风、写生、
创作，并参加“艺汇丝路”访华采风活动。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达希尔和茜莉都表
示“期待与中国有更多的文化交往”。这次活动
上，他们还收到了景德镇市政府的邀请，将于今
年 10 月相聚瓷都，参加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
并展开创作采风。

达希尔认为，阿中文明是人类文明中的两大
瑰宝，双方之间的交流互鉴，既可以促进各自文
化的传承与发展，也能为全球文化交流提供新的
思路、范例和路径。“我会继续深入探索阿中文明

交流互鉴的深度和广度，通过艺术创作传递阿中
友好的理念和精神。相信随着阿中合作不断加
深，阿中文明交流互鉴一定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
来。”达希尔说。

茜莉向记者介绍，如今在突尼斯，已经有500
多位与艺术相关专业的博士毕业生，其中许多人
都在研究中国文化。她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为阿中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契机。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艺术作品，让更多人感受
到阿中之间的友谊和美好。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
力下，阿中文化交流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2022 年 12 月，第五届“阿拉伯艺术节”在景
德镇举办，论坛、专场演出、非遗展演、创意市
集等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广泛开展，活动取得圆
满成功。“此次埃及之行，是一次致敬历史之行、
深化合作之行。”胡雪梅说，未来，景德镇将用心
传承“瓷源基因”密码，全力再创“瓷业高峰”
辉煌，深度讲好“瓷上中国”故事，精心打造

“瓷行天下”品牌，不断用小写的“china”陶瓷文
化，讲好大写的“CHINA”中国文化自信的故事。

阿拉伯国家联盟助理秘书长海法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增进民心相通、塑造认同感，文化
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力。阿中双方均拥有悠久
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遗产和深厚文化底蕴，也拥
有共同的价值观，比如包容、和平、友爱等，这
有力地促进了阿中两大文明的和谐共处。“阿拉伯
国家联盟积极致力于促进阿中各领域合作关系的
持续发展。阿中合作论坛已成为阿中双方加强文
化交流的重要桥梁。我们将积极开展对话，落实
论坛行动执行计划，努力实现双方互利共赢。”海
法说。

据悉，截至去年底，埃及、沙特、阿联酋和
突尼斯4个阿拉伯国家已经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
系，15个阿拉伯国家在高校开设中文院系，13个
阿拉伯国家建有 20 所孔子学院、2 个独立孔子课
堂。仅在阿联酋，目前已有158所中小学及幼儿园
开设中文课程，埃及首批 12所公立中学中文教育
试点也正式启动。中阿人文交流正在走深走实，
并将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发布 20
个沉浸式文旅新业态示范案例，
包括《又见平遥》《知音号》等实
景演出，西安长安十二时辰、沈
阳中街步行街等主题街区，扬州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上海天文馆

（上海科技馆分馆） 等推出的沉浸
式展览等。这些案例深度应用前
沿技术，以沉浸式表达发掘文化
旅游资源，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焕发新生机、呈现新风貌，带给
大众多元的文旅体验。

沉浸式演艺：
观众成为故事的一部分

傍晚时分，游人陆续来到湖
北武汉的江边码头，登上即将启
程的“知音号”游船，开启一段
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武汉相遇的
故事。

武汉文旅集团旗下项目 《知
音号》 是一部漂移式多维体验
剧。主创团队打造了一艘具有复
古风格的蒸汽轮船和一座汉口码
头，船和码头即剧场，演出以在
长江上漂移的方式进行。这部剧
目通过对码头大佬“面窝”、爱国商
人“许世康”、桥梁学家“茅天泽”等
108 个角色的演绎，让武汉历史
文化故事“活”起来。

与传统舞台演出不同，《知音
号》 不分观众区和表演区，观众
穿梭在客舱、舞池、酒吧等空
间，在与演员的互动中走进剧
情，共同演绎这一场“武汉故
事”。“有一种穿越感，好像来到
了百年前的武汉。观众不再只是
旁观者，而是成为了故事的一部
分。这种体验非常特别。”游客王
昕冉在观演后说。

“我们希望将体验演出的主动
权交给观众。在‘知音号’上，
观众的身份转变为‘船客’，从踏
上甲板的那一刻起，他们的眼睛
就成了镜头，他们的行动轨迹就
是镜头行进的过程。”《知音号》
运营方武汉朝宗文化旅游有限公
司品牌宣传负责人伍迪说，每一
位观众每一次进入“知音号”都会
获得不一样的体验，因为这里设
置了许多情节片段、行进线路，
观众的主动介入、探索、观看、重
组，构成了不同体验的排列组合。

据悉，《知音号》首演于 2017
年，今年上半年迎客已超 11 万
人，整体营收较2019年同期增长
40%。暑期市场更是火爆，为顺
应市场需求，《知音号》 除夜场
外，已增开平日双场演出。

在重庆，《重庆·1949》 将舞
台科技与红色故事进行融合创
作，打造红岩文化体验新空间；
在山西，《又见平遥》带着观众步
入多重空间，感受平遥人的仁德
和道义；在湖南，《遇见大庸》将
张家界大庸古代文明与明清时期
的市景重构，形成了连续的情境
空间。

“沉浸式文旅业态的出现，从
根本上讲是文旅理念的转变：从
原先以资源为主导，变成以人为
主导，所有的资源、产品设计都
是围绕人来进行的。”中国传媒大
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教授熊海
峰说，这些项目提高了人们在文
旅体验中的知识浓度、感悟深度
和互动程度，满足了大众多元的
文旅需求，是对传统文旅业态的
更新。

沉浸式展览：
立体感受历史文化

随着超高清、增强现实、虚
拟现实、人工智能、元宇宙等前
沿技术的应用，博物馆的展陈方
式也越发具有科技含量。许多展
览借助声、光、电技术，将文物故
事、历史文化更加生动地呈现，

带给观众立体的感官体验。
走进江苏扬州中国大运河博

物馆，来到“5G大运河沉浸式体
验馆”，观众可以通过裸眼 3D，
以全景视角和千亿级像素的超高
清视觉，一镜穿越大运河沿岸 8
省市的17座城市。而“运河上的
舟楫”展厅，则以复原的沙飞船
为媒介载体，综合应用全域投影
实时渲染、增强现实技术等手
段，打造沙飞船“实体体验+数字
沉浸式”虚拟体验，讲述运河上舟
楫的演变。此外，“大运河街肆印
象”展厅里，有运河街肆 4D 空
间；“河之恋”展厅，铺展开 720°
环幕互动空间；“大明都水监之运
河迷踪”展厅，以“博物馆知识
展示+密室逃脱”的理念，让观
众在密室的故事场景中实现沉浸
式闯关与角色体验。

“我们希望以展项的娱乐性吸
引观众，以知识的专业性打动观
众。在实物载体基础上，结合数字
技术将文物背后的故事，通过特定
场景的塑造推送给观众，让他们
在沉浸式体验中吸收新的知识与
内容。”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馆
长郑晶说，这并不局限于单向的
科普，而更侧重依靠观众与科技
之间的互动来实现知识的流动。

郑晶表示，扬州中国大运河
博物馆将继续以传统文化为基
底，通过多元化体验方式，使体
育休闲、文物考古、现代科技、
非遗体验等相融合，实现静态向
动态、二维向三维，被动接受向
主动接受，单一性向多样性的转
变，促进展览艺术审美的提高和
受众沉浸感的增强。

在北京，“北京世园公园植物
历险记探索体验展”通过互动
式、情境化的参与，带领孩子们
揭开远古地球的奥秘，重现植物
演化中的历险故事。在江苏溧
阳，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通
过大量实物、史料及多媒体互动
装置，设计水西保卫战、塘马战
斗、新四军六团东进等体验空
间，再现新四军将士和苏南人民
的英雄事迹。

“历史文化是文旅体验的根和
魂，是沉浸式故事的核心来源。
在沉浸式文旅业态中，只有把历
史文化植入进去、融合起来，才
能让人获得更加丰富的体验。”熊
海峰认为，沉浸式文旅业态还要
继续强化创意策划，形成各具特
色的故事感；并始终坚持以人为
中心，从人的角度设计产品和服
务。唯有如此，沉浸式文旅业态
才会拥有长久的生命力。

日前，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吉林
省委宣传部、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中国中车股
份有限公司主办的“时代风尚——中国文艺志愿
者走进中车松原新能源装备产业基地文艺演出”
在吉林松原举行。演出包括“风起松原 铸中国速
度”“风光无限 展吉林精神”两个篇章，通过歌
舞表演、器乐演奏、情景讲述等形式，讴歌建设
先锋，礼赞大国重器。

“在阳光下，激情荡漾，为美好生活奋发图
强，为甜蜜事业贡献力量！我们共同富裕，一起
实现美好梦想……”歌曲 《在阳光下》 节奏欢
快，激情昂扬，拉开了演出序幕。器乐表演 《万
马奔腾》 将琵琶、呼麦、马头琴演奏相结合，曲
调悠扬深沉，让观众感受到草原人民的热情与豪
迈。歌舞 《人世间》 音乐一经响起，就引发现场
观众全场大合唱。电视剧 《人世间》 的热播，让

全国观众看到了吉林在历史变迁中深厚的文化底
蕴，也看到了吉林的飞速发展和成就，剧中很多
拍摄地已成为旅游热门“打卡地”。

“这场演出让我感受到了作为吉林人的骄傲和
自豪。”观众王博看完演出后说。吉林省本土歌手
李玉刚这次回到家乡演出，心情十分激动，他
说：“在家乡演出是非常幸福、非常享受的过程。
吉林的今天令人骄傲，吉林的明天会更好！”

“时代风尚”是中国文联、中国文艺志愿者协
会打造的文艺志愿服务创新品牌，已经连续两年
走进吉林，走进位于长春的中国一汽和位于松原
的中车松原新能源装备产业基地，以文艺助力吉
林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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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
众
参
观
﹃
河
之
恋
﹄
展
厅
。

扬
州
中
国
大
运
河
博
物
馆
供
图

▼

游
客
准
备
登
上
﹃
知
音
号
﹄
游
船
。

武
汉
朝
宗
文
化
旅
游
有
限
公
司
供
图

以瓷为媒，中阿文化交融生彩
本报记者 黄培昭

文艺演出讴歌建设先锋
赖 睿 巴钰滢

▲ 在“埃及人眼中的中国：‘一带一路’中埃陶瓷文化交融”讲座上，景德镇瓷乐队演奏瓷乐。▲ 在“埃及人眼中的中国：‘一带一路’中埃陶瓷文化交融”讲座上，景德镇瓷乐队演奏瓷乐。

文化能够连接心灵，艺术可以沟通世界。从开辟古代丝绸之路到共建“一带一路”，中阿文明交流跨越千年、

相互欣赏，书写了互学互鉴的历史佳话。去年底，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决定全力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

共同体。中阿关系发展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希望更多阿拉伯艺术家来华采风，以大美之艺创作更多促进中阿文

化交流的艺术作品，分享在中国的经历和感悟，让更多阿拉伯朋友感受中国、了解中国，同中国人民一道，共同谱

写新时代中阿文明交流互鉴新篇章。

——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艺汇丝路”访华采风活动的阿拉伯知名艺术家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