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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艺旅绽放③

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
交流的重要通道，沿线留下了很多宝贵
遗产，亟待考古发现和研究、保护。从
2009年开始，我进入中亚开展丝绸之路
考古工作。在“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下，
我们与中亚、南亚各国在考古领域的合
作不断深入。

乌兹别克斯坦位于中亚古代文明的
核心区域，境内有许多丝绸之路相关遗
迹。中乌联合开展丝绸之路考古工作，
取得了丰硕成果。2022年是中国和乌兹
别克斯坦建交30周年，中乌两国共同发
行了一套《中乌丝绸之路考古》纪念邮
票，以考古发现的文物图像反映两国人
民友好交往的历史。邮票中的安伽墓围
屏石榻是在陕西西安发现的，石榻上的
浮雕刻画了北周时期来自中亚的粟特人
在长安（今西安）生活的场景。粟特人是
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古老民族，以擅长
经商闻名于欧亚大陆。邮票中还有一幅
壁画是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阿弗拉
西亚卜古城遗址发现的，撒马尔罕是粟
特人的故乡，壁画上有唐代中国人泛舟
的生动场景。

我的学生巴哈来自撒马尔罕，2015
年来到西北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
2019 年成为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巴哈
的博士论文选题是“阿弗拉西亚卜遗址研
究”。他跟我说，要继续发掘这幅壁画背后
的故事，希望能为乌中两国共同开展这个

遗址的保护和展示工作提供一些帮助。
这些年，我们在国外进行考古工

作，收获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对丝
绸之路的历史有了更加全面、深入的了
解。在考古过程中，我们充分感受到当
地人民的善良与热情，有些地方的居民
会用中文说“你好”，政府官员也会对中
国考古人员竖起大拇指。

费尔干纳盆地位于中亚东北部，是
史书记载的大宛古国的所在地，乌兹别
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
国各有盆地的一部分。2019年，在我们
的倡议下，围绕费尔干纳盆地考古工
作，中、乌、塔、吉学术机构共同建立
了四国多边合作与交流的联合考古工作
新机制。今年 9 月，在乌兹别克斯坦举
行的费尔干纳盆地考古2023年度四国联
合考察与学术交流活动圆满成功。

绵亘千年的丝绸之路，见证了中国
人民与中亚人民的友好往来、互学互
鉴。今天，越来越多中国考古工作者走
出国门，与国外专家一起探寻丝绸之路
上的文化遗存，丝绸之路把我们再次连
在了一起。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
丝路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弘扬，谱写
出共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民心相
通、文明互鉴的新华章。

（作者系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队长、
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首席科学
家。本报记者刘发为采访整理）

联合考古探遗珍
王建新

2015年，在“丝绸之路：长安—天
山廊道的路网”跨国申遗成功一周年
之际，“丝路之绸：起源、传播与交流”
展览在浙江杭州举办。配合此次展
览，中国丝绸博物馆联合国内外相关
研究机构举办了一场学术会议。与
会专家学者收获颇丰，希望把这种学
术交流固定下来，于是成立了“国际
丝路之绸研究联盟”。如今，联盟已
形成涵盖 17 个国家、43 个成员的国
际合作专业网络，其中，国（境）外成
员 32 个，占成员总数 70%以上，成为
研究世界丝绸历史、传播弘扬丝绸之
路精神的重要学术团体。

2020年6月，首届“丝绸之路周”
活动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幕。活动
期间，13 个国家合作的“世界丝绸互
动地图”项目启动，这是文化遗产领
域首个由中国学者发起、主导，多国
共同实施的重大学术项目。2022 年
12月，“锦秀·世界丝绸互动地图”平
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进
行演示，得到专家高度评价。该平台
汇聚了 99 个国家的 12915 条丝绸相

关遗产数据，建立了世界丝绸遗产知
识图谱，提供多语种、可视化服务，通
过在中国、意大利、捷克、泰国、法国
等国家的示范应用和个性化展示，实
现多领域国际学者的共享共创，推动
丝绸文化国际交流与合作。

“2021 丝绸之路周”上，中国丝
绸博物馆联合国内外 40余家博物馆
推出“丝绸之路数字博物馆”，致力于
促进丝绸之路沿线文博资源互通共
享，推广数字策展理念。“丝绸之路数
字博物馆”已举办两届云上策展大
赛，吸引了国内外众多高校、博物
馆和广大设计师关注和参与，去年
云上策展大赛一等奖获得者为伦敦
大学研究生，今年的大赛有中意高
校学生联合组队获奖。

“2022 丝绸之路周”邀请乌兹别
克斯坦作为主宾国，中国丝绸博物馆
与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国立博物
馆合作举办“丝绸与丝路：从杭州到
撒马尔罕”展览，该展览长期落户撒
马尔罕。展览中展示的唐代石国使
者服饰，是根据撒马尔罕阿弗拉西亚

卜遗址大使厅壁画复原制作的。
“2023 丝绸之路周”的主宾国为

匈牙利。匈牙利布达佩斯应用艺术
博物馆珍藏的匈牙利贵族服饰首次
来华展出，中国丝绸博物馆策划的

“超越历史和物质——中国丝绸艺术
精品展”将于 10 月亮相布达佩斯。
丝路珍宝在当代焕发灿烂光彩，丝
路精神鼓舞着我们携手前行。

（作者系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
院院长、中国丝绸博物馆名誉馆
长。本报记者邹雅婷采访整理）

丝绸之路是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纽带，数千年来留
下了诸多璀璨的文化遗产。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中
外联合开展丝绸之路考古研究、遗迹修复，举办文化艺术
展览，让丝路遗产焕发新光彩。本期“‘一带一路’艺旅绽
放”系列报道约请考古学家、博物馆馆长、文物保护工程
师、文博摄影师等讲述他们的亲历故事。

丝绸遗产焕新彩
赵 丰

位于柬埔寨北部暹粒省的吴哥
古迹是高棉王国的重要历史遗迹，
1992年以濒危遗产的形式被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1993年，柬埔寨王国政
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发起“吴
哥古迹保护国际行动”，包括中国在
内的 20 多个国家参与，成为世界文
化遗产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典范。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1998年
开始承担周萨神庙修复项目起，就
派遣国内顶尖的文物保护人员赴柬
工作。2008 年周萨神庙项目完工，
2010年茶胶寺保护修复项目启动。

2013 年，当我第一次来到吴哥
古迹，看到这些恢弘伟大的建筑，心
中非常震撼，深感我们的工作责任
重大。茶胶寺是阇耶跋摩五世国王
的国寺，用砂岩石建造而成，每一块
石构件相互咬合，严丝合缝。我们
要对塌落的石构件进行寻配，将它
们精准归位，还要复原一些精美的
石刻。当地气候高温多雨、复杂多

变，施工场地狭窄局促、树木丛生，
修缮的同时还要保障部分区域对游
客开放，给施工带来了很大挑战。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中柬团队
团结协作，相互学习。我们对当地
历史和文化遗产保持敬畏之心，尊
重当地宗教信仰和习俗，秉持“真
诚关心、务实担当”的态度，与当地
维修工人、古迹守护人员及警员、
古迹周边商户、驻地雇员等建立了
友谊，他们对中国人帮助他们修复
古迹心怀感激。我们向周边商贩买
椰子，他们会给我们优惠价；工人
会把他们捞的鱼带给我们吃，家里
有喜事也会邀请我们参加宴席。

茶胶寺保护修复项目于2018年
竣工，获得柬方高度评价。我们在与
柬方共同提升、发展文物保护理念
和技术的同时，通过项目带动当地
经济、环境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高
当地居民的就业能力，创造更多就
业机会，实现民心相通、文化相融。

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中
柬双方开展了更为紧密的文化遗产
保护合作。2018 年，中柬政府完成
了王宫遗址修复项目政府间换文，
确认了王宫遗址修复项目立项。柬
埔寨将吴哥古迹核心区的王宫遗址
交给中方修复，是对我们既往工作
的肯定和技术实力的信任。王宫遗
址修复项目 2019 年开工，预计于
2030 年竣工，项目内容包括文物建
筑修复、考古研究、石刻保护、实验
室建设、展示中心建设、环境整治和
遗址展示等。目前，项目正处于考
古和修复方案设计阶段，即将进入
修缮工程实施阶段。我们将带着丰
富的文物修复经验、先进的文保理
念和技术、高度的敬业精神投入项
目，续写中柬友好合作的精彩故事。

（作者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文物保护工程师、中国—柬埔寨政
府吴哥古迹保护工作队成员。本报
记者邹雅婷采访整理）

援外文保续新篇
金昭宇

2019 年 12 月，“途·象：‘上合组
织’成员国肖像画艺术展”在清华大
学艺术博物馆开幕，来自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俄罗
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中
国7个国家80余位艺术家的绘画和
雕塑作品齐聚一堂，汇成一幅缤纷
美丽的人文图景。

展览以“途·象”为主题，“途”是
交通道路，“象”指文化气象通过人
的面孔和生活方式表现出来。丝绸
之路自古就是连通世界、促进交流
的通途。参展国家既是古丝绸之路
上的重要节点，也是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通过艺术图像呈现各国
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风貌，是一种加
深了解、增进互信的方式。

这个展览由我和徐虹老师担任
总策展人，每个国家又有一个分策
展人。总策展人确定主题，分策展
人按照主题选择最能代表本国文化
气质和艺术水准的作品。展览筹备

历时两年多，组织过程艰难复杂，
最终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参展作
品的艺术水准和题材的丰富性都超
出预期，不仅体现了不同文化的差
异和特色，也反映出共通和联系。
例如，哈萨克斯坦画家阿斯哈特·
艾哈迈德亚洛夫创作了布面丙烯画

《孔子》，表达对中国文化的尊重。
乌兹别克斯坦分策展人索比

尔·拉赫麦托夫说，文化能够凝聚
人心，和平、理解都是通过文化交
流实现的。“一带一路”不仅仅是
经济上的倡议，也是文化上的倡
议，在这个展览中我们能感受到开
放包容、心心相通。

2021年2月，“热带风暴：印度尼
西亚现当代艺术叙事”展亮相清华
艺博，展出 70 余件印尼现当代艺术
代表作品。与中国相似，印尼现代
艺术发展与其社会变革历程息息相
关，左派艺术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如今，印尼当代艺术在国际

上享有盛誉。通过这个展览了解印
尼现当代艺术发展变迁的历史和现
状，能让我们开阔眼界、获得启
发。展览取得了很好的反响，印尼
一些艺术机构和艺术家跟我联系，
希望后续开展更多合作。

2022年9月，清华大学艺术博物
馆与意大利马西莫和索尼娅·奇鲁
利基金会共同举办“未来派的宇宙”
展览，这是2022年中意文化和旅游
年的系列活动之一。自2006年我带
着清华学生去米兰参加展览以来，
这些年我参与了数不清的中意文化
交流活动，见证了中意合作不断加
深、变广。文化艺术交流是各国之
间交流的最佳桥梁，“一带一路”倡
议为促进各民族文明交流互鉴提供
了重要动力。

（作者系中国工艺美术馆、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副馆长，曾任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本报
记者邹雅婷采访整理）

我是一个热爱博物馆、热爱历史
的人，过去十几年里，走遍了世界各
地几百个博物馆和世界遗产地。不同
国家自然风貌千姿百态，人文历史绚
丽多彩，深深吸引着我。而旅程中一
个个细节又令我这个中国人感到自
豪：柬埔寨吴哥窟周萨神庙和茶胶寺

是由中国文物工作者修复的，马尔代
夫的大桥上挂着中国施工方的牌子，
在土耳其乘坐的大巴是中国制造
……在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
与多个国家的合作越来越深入、广
泛，我在异国他乡能看到这么多美
景，背后有祖国的一份功劳。

文化的交流是相互的，这几年
我在国内欣赏到更多国外博物馆的
珍宝：在北京看到来自叙利亚的精
美壁画，在四川成都欣赏阿富汗国
家博物馆的华丽金饰，在上海博物
馆与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联合举
办的展览上看到印度尼西亚海域

“黑石号”沉船出水的唐代巩义窑青
花盘、扬州江心镜……

参观“邂逅·美索不达米亚”展览
时，叙利亚大马士革国家博物馆收藏
的一块瓷片吸引了我。它看上去像是
宋代油滴盏残片，这只盏可能通过丝
路贸易来到遥远的大马士革，如今它
又作为文明交流的信物回到中国展
出。瓷片上的油滴纹仿若寒夜飘雪，
不知道很少见雪的大马士革人有没
有被这来自千里之外的“雪”打动？

文明的交响跨越种族和地域，
历经千年依然动人心弦。期待未来
能在世界各地见到越来越多的中国
元素，也期待更多来自异域的文明
珍品走进中国。
（作者系文博摄影博主“动脉影”）

文物交流促相知
黄 翼

文物交流促相知
黄 翼

以“展”为桥心相通
苏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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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金昭宇在柬埔寨茶胶寺
修复现场绘图。 金昭宇供图

图②：王建新（中）在乌兹别克斯
坦调查阿卡特佩遗址。肖国强摄

图③：“丝绸与丝路：从杭州到
撒马尔罕”展览现场。赵 丰供图

图④：“途·象：‘上合组织’成员
国肖像画艺术展”现场。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供图
图⑤：阿富汗国家博物馆藏女

神图案金吊坠。 黄 翼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