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文化万象责编：赖 睿 邮箱：lairuismile@qq.com

2023年9月20日 星期三

文化遗产活态传承

青云胡同，三里河畔，一台好戏正在颜料会馆上
演。绛州鼓乐《牛斗虎》兼具力量与美感，舞蹈与民乐
三重奏《春江花月夜》意蕴悠扬，京剧《贵妃醉酒》选
段唱出古今悲欢……精彩表演引来观众如潮的掌声，昔
日会馆的繁荣景象仿佛重现。

9月14日下午，中外嘉宾参加观摩活动，走进颜料
会馆、韶州会馆，感受百年会馆的时代活力。近年来，
北京市不断推进会馆活化利用工作，老会馆正成为文化
新地标。据悉，颜料会馆至今已举办包括昆曲、评剧、
河北梆子等一批“小而美”的演出，吸引着越来越多年
轻人了解传统戏曲。

北京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870年建都史，丰富的
历史文化遗产连接着城市的历史与今天。

在北京中轴线的最北端，鼓楼和钟楼前后纵置、静
静伫立。它们曾为元、明、清三代的报时中心，也是全
国现存钟鼓楼中保存最为完好、体量最大、报时器具最

具规模的一组古代建筑。
步入鼓楼，数字沉浸展“时间的故事”正在展出。

跟随讲解员，中外嘉宾了解了钟鼓楼的建筑特色和报时
的工作流程。在沉浸式光影秀《共鸣》中，古老建筑与
数字技术碰撞出绚丽火花，时空交织的别样美感扑面而
来，中国人的宇宙观、时空观正以新的方式呈现。

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瑰宝，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
要载体。论坛期间，各国嘉宾畅所欲言，分享各国历史
文化遗产的保护经验，探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

希腊文化部副部长赫里斯托斯·季马斯认为：“文化
遗产不仅是人们观赏的对象，而且通过各国的相互理
解、平等交流、通力合作，它也将成为创造现代文明成
就的灵感与起点。”

“敦煌莫高窟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是中外文
化交流的结晶。”在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看来，
保护是基础，研究是核心，弘扬是目标。他说，为了让
壁画彩塑永久保存，敦煌研究院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
建立数字化团队，目前已完成瓜州榆林窟、敦煌西千佛
洞的整体数字化保护，同时也通过数字敦煌，把敦煌文
化展示给更多人，“我们将继续探索更多方式，向全世
界讲好敦煌故事”。

美国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东亚艺术中心副主任蒋人
和，分享了东西方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方面的合作。

“大约在20年前，我们开始建立渠道，以获得分散在各
地的中国艺术品的访问权。”她说，利用数字技术，他
们创建了艺术品数字化收藏，包括汇编、处理、归档数
据等，并以网站形式展示这些数据，“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在全球的大学、博物馆与中国文化机构之间搭建起
了桥梁。”

汲古润今对话世界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活字印刷术、京剧、
日晷的呈现，让 5000 年中华文明跃然而出；2022 年北
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二十四节气倒计时，体现中华文明
的时间智慧与中国式浪漫。

“从北京奥运会到北京冬奥会，我们的人民愈发自
信，文化愈发繁荣。”在 2023 北京文化论坛主论坛上，
知名导演张艺谋在谈到两届奥运会开闭幕式的创意时
说：“无论是夏奥的雄浑壮烈，还是冬奥的辽阔空灵，
都是对中国文化的表达，因为我们始终把中华文化优秀
传统作为灵感之源、创意之根。”他表示，团队在坚守
中华文化立场的同时，保持开放包容心态，努力挖掘并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跨越时空与国界、具有永恒魅力与
当代价值的内容，并不断创新思路、技术和方式，借助
奥运会这个全球性的盛大节日，与世界各国平等真诚地
对话。

“当我们的剧目走出国门的时候，外国人看到的不
是简单的一个故事叙述，而是整体的美感，是中国的美
学。”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举例说，话剧 《知
己》有一次在海外演出结束后，负责国际演出的俄罗斯
专家专门跑到后台来见导演和演员，说这是自己看过的
最美的话剧。“这部话剧不仅是一个故事，也体现了中
国的古典美。从这一点来说，讲好中国故事，也可以从
中国美学的角度去考虑。”冯远征说。

音乐剧制作人李盾制作过 《白蛇传》《西施》《蝶》
等多部融汇中西文化的音乐剧，作品屡屡走出国门，得
到海外观众认可。他说：“最早做音乐剧 《白蛇传》 的
时候，我们借用了中国戏曲的概念；《西施》 则采用了
双反串，直接借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到了《蝶》这部
剧时，我们和世界顶尖的艺术家交流创作，提出了要

‘站在世界中心去讲述东方的故事’。”他认为，讲好中
国故事，要完成东西方审美的融合，以开放包容的态度
完成东方故事的表达。

电影 《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 日前已在澳大利
亚、新西兰院线上映。导演乌尔善在论坛上透露，从海
外影院现场反馈来看，很多外国人也喜欢这个故事。

“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就是把有魅力的中国故事，用当
代的电影技术和现代的观念进行重新阐释。”乌尔善
说，《封神》 的故事来自中国神话，包含着真实的历
史，也有天马行空的想象，故事中对于亲情、父子关系
的讨论，可以跨越文化差异，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都
可以感同身受。

著名作家梁晓声表示：“在展开中国叙事时，我是
持一种很开放的态度，古今中外的方法都可以为我所
用，来表现中国故事。”

以艺通心促进合作

永定河畔，首钢园里，来自中国、希腊、埃及、伊
拉克、印度的5位演奏家，同乘一叶小舟，用诞生于中
国先秦时期的古琴、古希腊时期的里拉琴、古埃及时期
的奈伊笛、古巴比伦时期的乌德琴、古印度时期的木丹
加鼓，奏响了人类文明的和谐之音……这是2023北京文
化论坛文艺晚会上的节目《同舟》。

在这场演出中，文化交流交融是关键词。晚会现
场，卓别林的儿子尤金·卓别林和梅兰芳的曾孙梅玮，
代表两位大师实现了跨越时代的第三次牵手，同样让人
印象深刻。

9 月 12 日，国家大剧院与阿曼马斯喀特皇家歌剧
院、维罗纳露天剧场基金会、洛杉矶歌剧院联合制作的
德利布歌剧《拉克美》迎来盛大首演。世界剧院联盟理
事、阿曼马斯喀特皇家歌剧院总经理翁贝托·法尼，就
是这个项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文化具有精神价值，艺术具有共通性。我们可以
从艺术的共通性入手，找到不同文化都能接受的价值，
更好地实现跨文化传播。”翁贝托·法尼认为，世界各国
应该加强文化交流，《拉克美》 就是联合中国、意大
利、美国、阿曼四国艺术机构制作的。“希望通过世界
剧院联盟这个平台，各国艺术机构同行能够实现更多交
流，促进不同文化的创新发展。”他说。

国家大剧院院长王宁介绍：“国家大剧院打造了
‘六大平台’，创造了线上、线下演出相结合的‘双演模
式’。目前，我们的线上演出已经累计在全球上百个国
家播出。”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法国人菲利普·杰奎琳在中
国已经生活了 20 多年，并长期从事中法艺术交流史研
究。他说：“早在上世纪，中法两国通过美术、艺术就
有了深层次的对话，法国人熟知中国的艺术家，比如徐
悲鸿、林风眠等。明年是中法建交 60 周年，我和同仁
计划举办一个展览，追溯 20 世纪中国艺术家与法国艺
术的渊源。”

一直以来，电影是极具视听魅力的文化产品。“看
电影”是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是文化生
活中的重要部分，也是国家之间人文交流、文明互鉴的
重要途径。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傅若清介绍，
今年春节期间，电影《流浪地球2》在海外40个国家和
地区上映，观看人次超过8000万。影片中人物的情感与
抉择，生动阐述当代中国价值观，赋予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鲜活的生命力和人物形象。“为促进中外电影交流
合作，我们在香港国际影视展、戛纳国际电影节设立

‘中国电影联合展台’，今年已组织中国 40 余家电影机
构参展，精选推介优秀中国电影近百部，受到海外市场
的欢迎。”他表示，中国电影将继续以科技为纽带，链
接高新电影技术发展，拓展视听艺术应用的边界，以交
流为桥梁，推动中国电影更好“走出去”，让电影成为
中华文明跨文化传播的一抹亮色。

传统文化的载体，首先是各种历史遗
址、文物和汗牛充栋的典籍。传统文化的影
响与力量，更体现在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乡
土、我们的生活方式之中。例如劝善、劝
学、勤劳、孝悌、仁义的观念，还有家庭对
子女教育的重视等，都表现在我们的生活当
中，表现在各种俚语、成语与地方戏曲的唱
词中。传统文化活在我们的灵魂、我们的习
惯、我们的思路、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著名作家王蒙

非遗保护传承不仅仅是文化认知，更是
传承人主体和受众之间的互动，是生动的文
化实践。只有在实践中，我们的文化成就才
能得到更好的保存和保护。通过一代代的传
承，我们的文化成就才能永远保持青春。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
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刘魁立

电影是一个充满挑战的群体创作艺术形
式，需要合力并用高超的技能去表达创作
对象。电影的发展需要“能工巧匠”。电影
人要向运动员学习，不怕摔打、不怕困难，
挑战极限，既要懂得分工协作，又要相互全
力配合，敢于挑战和拍摄世界级别的中国
电影。

——北京电影家协会主席、导演黄建新

全息影像、实时捕捉、AI 交互设计等新
技术的出现，对舞蹈的创作、表演、传播提
出了新的要求。舞蹈创作者要将传统创作方
法与现代科技手段有机结合，借鉴新理论、
新方法，总结新特点、新规律，助推新时代
舞蹈艺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北京舞蹈家协会主席、导演陈维亚

文化是文明对话的钥匙，连通着过去、
现在与未来。文明互鉴要建立在平等、清晰
和友好的对话上，通过对话进行不同文明间
的情感表达与分享，构建通向对方的桥梁。

——法国作家柯思婷·佳玥

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
类进步的源泉。文明差异有别，是人类丰富
多彩的应有之义。文明交流互鉴是不同国
家、不同民族增进了解、建立互信、构筑友
谊、加强合作的重要基础。国际社会大家庭
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携手同行，加强文明交
流互鉴，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作出应有贡
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不懈
努力。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联合国
秘书长高级别咨询委员徐步

（摘自2023北京文化论坛上的嘉宾发言）

本报电 在2023北京文化论坛上，中国文
物交流中心与国家图书馆 （国家典籍博物
馆） 签署 《“埃及文物展”合作意向协议》。
据介绍，“埃及文物展”拟展出文物 170余件

（套），将于 2024 年 5 月至 8 月在国家图书馆
（国家典籍博物馆） 举办“埃及文物展”全国
首展，并在全国3至4地巡展，展期1年。

展览聚焦公元前 2500年至公元前 1000年
前后的埃及第二中间期、新王国时期，拟展
出的文物全部来自埃及博物馆，旨在向中国
观众介绍古老神秘的古埃及文明。

展品包括法老图坦卡蒙大雕像、法老阿
赫那吞半身像、“女王”金棺、纳弗尔提提头
像、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石碑等多件明星展
品。这些文物保存完整、规格高、体量大，
涵盖历史信息丰富，是埃及目前允许出境文
物中的精品。

今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3 日，国家文物局
局长李群率中国政府文物代表团访问埃及。
中方提议愿与埃方进一步扩大联合考古规
模，加强国家级机构直接合作。为促进中埃
文明交流互鉴，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拟邀请埃
及文物珍品来华展出，在中国举办“埃及文
物展”。

据悉，2023 北京文化论坛促成文化项目
签约52个，其中战略合作类项目17个，中外
合作项目4个。

汇聚文明交流互鉴的力量
——2023北京文化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赖 睿

9月14日至15日，2023北京文化
论坛在京成功举办。600多位中外嘉宾
跨越山海相聚北京，围绕“传承·创
新·互鉴”永久主题和“传承优秀文
化 促进交流合作”年度主题，共议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共话文明交流互鉴。

论坛发布“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2022年度十件大事”，促成文化项目签
约52个，开展50场嘉宾演讲和圆桌对
话、4条线路观摩和精彩纷呈的文艺演
出，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促进
人类文明共同进步汇聚智慧力量。

▲ 2023北京文化论坛文艺晚会上的节目《同舟》。

▲ 颜料会馆上演京剧《贵妃醉酒》选段。
（本文配图均由主办方提供）

■ 好声音■ 好声音

■ 链接

“埃及文物展”将来华巡展“埃及文物展”将来华巡展

▲ “埃及文物展”将展出的重点文物之
一：新王国王后纳弗尔提提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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