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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现长安繁华盛景

长安是陕西西安的古称。汉唐时期的都
城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以其繁荣的经
济、灿烂的文化以及海纳百川的胸襟，成为
世界性大都市和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2024“丝绸之路周”主题大展“九天阊阖：
丝绸之路上的长安”，分为“世界之都”“商贸之
都”“时尚之都”“文化之都”“长安与浙江”5个
单元，呈现唐代长安的繁荣辉煌和丝绸之路的
宏阔历史，以及浙江与丝绸之路的关联。展览
汇聚丝绸之路沿线 11 家文博机构的 210 件

（套）珍贵文物，其中一级文物达50余件（套）。
步入展厅前，先要穿过一道朱红色的“城

门”。“在唐代，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节们就是从
长安的含光门进入皇城的。”中国丝绸博物馆
馆长季晓芬介绍，这道“城门”象征着被誉为

“丝路外交起点”的含光门。
走进“城门”，左右两侧各有一幅图，来自

唐代章怀太子墓壁画，右侧的客使图描绘了来
自不同国家、装扮各异的使节们在官员引导下
会见太子，左侧的阙楼仪仗图展示了迎接使臣
的仪仗队。

唐长安城是中国历代面积最大的都城，
人口最多时超过 100 万，居同时期世界之
最。外国使者、商人、留学生、僧人循着丝
绸之路，不远万里来到长安，不少人甚至在
此世代定居。

展柜里的唐三彩胡人牵夫俑、骑马俑，
生动再现了从西域来长安的胡人形象。东罗
马帝国、波斯帝国和唐王朝的各种货币，印
证了丝绸之路商贸的繁荣。在这些货币中，
还有唐代“限量版纪念币”——玳瑁开元通
宝。它们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地宫，
是世界上极为罕见的玳瑁币，被唐代皇室用
作供奉，不在市面上流通。

展厅中央，一件金灿灿的鸳鸯莲瓣纹金
碗吸引了许多观众拍照。它出土于西安市南
郊何家村，是国家一级文物。碗壁捶出上下
两层向外凸鼓的莲瓣纹，每层10片，上下轮
廓相合。每片莲瓣中都錾刻有装饰图案，上
层为鸳鸯、野鸭、鹦鹉、狐狸等动物纹，下
层是忍冬纹。莲瓣上方装饰飞禽和云纹，以
鱼子纹为地。

“唐代丝绸之路经贸、文化交往密切，大量
工艺精良的西方金银器传入中国，还有许多粟
特金银工匠进入内地，深刻影响了中国金银加
工工艺的发展。这种凹凸多瓣的造型在唐代
金银器中较为常见，体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

季晓芬说，中国本土金银器制作在吸收借鉴西
方工艺的同时也加入中国传统美学元素，这件
金碗流畅的莲瓣、稳重的双重结构和华丽的纹
饰就是典型的唐代艺术风格。仔细看会发现，
碗内壁有墨书“九两半”，应是碗的重量。在唐
代，金碗被用作酒器。电影《长安三万里》中，
李白喝酒的碗正是以这件文物为原型。

在鸳鸯莲瓣纹金碗旁边的展柜中，八瓣
团花描金蓝琉璃盘诉说着唐代中国与西亚地
区的交往。琉璃又称玻璃，在古代曾被视为
比金银器更珍贵的器物。这件琉璃盘是法门
寺地宫中的皇家供品，通身晶莹剔透，纹饰
繁复精美，盘底有吹塑的铁棒痕迹。这种吹
塑玻璃工艺在当时的西亚地区非常流行。

凸显文化交融之美

丝绸之路上流通的不只是各地的珍贵物
产，还有缤纷多彩的文化。唐代长安城是多
元文化汇聚地，是享誉世界的“时尚之都”。

在“时尚之都”单元，有一处根据《唐人宫
乐图》打造的宫宴场景。“通过这幅图可以看到
唐代宫廷女子的着装打扮，还可以了解当时人
们的饮茶方式。”季晓芬说，这一单元展出了
一件与茶有关的珍贵文物——鎏金飞鸿球路
纹银笼子。这是唐代用来贮放茶饼的器具，
通体镂空，纹饰鎏金，笼体饰有鸿雁39只。

随着丝路贸易的兴盛，来自西域的香料
不断输入中国，用香成为长安的生活风尚。

“唐代人所用香具主要有香炉和香囊（香毬），
展厅里都有展出。”季晓芬介绍了一件镂空缠
枝纹银香囊，“与大家所熟悉的丝绸香囊不
同，唐代香囊是球形香炉，由挂钩、挂链、
毬盖、毬身等部分组成，可随身佩戴。”

既要随身佩戴，如何防止香灰溢出？原
来，香囊的内部为持平装置，原理与浑天仪
和陀螺仪相同，不论香囊如何转动，都能保
持水平，令内置的香料与香灰、香火不外
漏，从而满足唐代人处处熏香的需求。

除了品茶、点香，唐代的“时尚达人”如何
穿搭？彩绘女俑、三彩骑马伎乐俑、风帽俑、三
彩帷帽立俑等展现了唐人的装束及审美。

“这些女俑有的身着女装，有的身着胡服
或男装，英姿飒爽。”季晓芬说，女着男装是
唐代社会的时尚，一些贵族女性常以男装形
象出现在公众场合。这种风尚与唐代宽容开
放的氛围和多元文化的交融有很大关系。

盛唐的长安有位著名的丝绸纹样设计
师——“陵阳公”窦师纶。他吸收借鉴自西域
传入的联珠团窠纹样，将花环团窠和动物纹样
结合，设计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团窠纹
样，被称为“陵阳公样”。展厅内，观众可通过
展出的宝花纹锦袍一睹长安城的“时尚爆款”。

来到展览最后一单元“长安与浙江”，秀雅
的青绿色系让人感受到诗画江南的魅力。

“今年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 10 周年。
我们引入隋唐大运河为两地交流的背景，以
专题模式呈现长安与浙江的紧密联系，印证
浙江作为古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

的地位。”季晓芬说。
在这一单元，展厅“C 位”是鎏金双鸳团

花纹大银盆。该文物出土于法门寺地宫，为
浇铸成型，盆壁分为四瓣，每瓣内錾两个石
榴团花。盆底饰有一对互相嬉戏的鸳鸯和阔
叶石榴组成的大团花，四周施鱼子纹地，形
成浅浮雕效果。

“双面绣是刺绣技艺的典型代表，这件文
物的艺术手法与双面绣相似，盆壁内外的装
饰花纹完全相同。”季晓芬说。通过下方的镜
子，可见盆底外壁錾刻的“浙西”二字。“浙西”
指唐代的浙西道，包括今江苏、浙江等地
区，是唐代后期南方金银器制作中心。这件
银盆产自江浙地区，此次展览是它时隔千年
后首次回到故乡。

此单元还展出了浙江省云和县文物保护
中心收藏的兽角三彩孔雀杯。这种器型由西
方的来通杯转化而来，被中国匠人仿制成瓷
器。杯口为椭圆形，杯身向上弯曲成弧形，看
上去好似一只飘逸灵动的孔雀，尾部刻工精
细，翎羽尽显。

“这只角杯以黄、绿、褐3种釉色覆以全
身，斑斓艳丽，具有浓郁的异域文化风格。”
季晓芬介绍，如此器型完整的陶瓷角杯在浙
江地区考古出土文物中非常少见。

展示东西文明对话

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暨中法文化旅
游年。本届“丝绸之路周”的另一项主题展览，
是由中国丝绸博物馆与法国加达涅博物馆（里
昂历史博物馆）共同主办的“18 世纪的里昂：
启蒙时代丝绸之都的繁荣”展览。

展览为何聚焦里昂？中国丝绸博物馆国
际交流部馆员陆芳芳说，法国里昂是古代丝绸
之路西方的重要节点，是中国丝绸产品在欧洲
的集散中心，被称为法国的“丝绸之都”。“杭州
是中国的‘丝绸之府’，我们想通过这个展览来
表现丝绸之路东西两端的文明对话。”

展览中，18世纪法国城市建筑模型、丝
绸面料、服装、肖像画、陶瓷等，呈现了法
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时尚变迁历史，反映了东
西方文化交流。

“中国风”是指具有东方情调的欧洲设
计。17、18 世纪，法国社会掀起“中国热”，从
王公贵族到市民百姓，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
浓厚兴趣。丝绸设计师们借鉴和吸收大量东

方艺术元素，融合西方传统构图形式，创造
出大量带有中国风图案的织物、服饰，逐渐
风靡全欧洲。

展厅中有一幅红地中国风织锦，图案为
持伞的男子坐在树上，其穿着有明显的中国
特征。织锦以红、白两色为主色调，纱线粗
细不一，表现出隐约的肌理与色彩变化。另
一件中国风建筑纹提花织物上有植物、亭台
楼阁等图案，体现了欧洲人想象中奢华瑰丽
的东方风景。

在“18世纪的服装时尚”单元，一件华丽
的深蓝色丝绸男士背心引人注目。其款式特
征为收腰，后背破缝，衣身与外衣基本等
长，前门襟与外衣门襟基本一样，饰有多颗
扣子，通身绣满精美的花卉纹样。

“18 世纪欧洲的服装时尚以装饰繁缛而
闻名，在女性的装扮中，总能见到精致的假
发、奢华的刺绣和蓬松的裙摆，男性服装也
颇有讲究。”陆芳芳说，18 世纪欧洲男性一般
穿着上衣、背心和马裤，背心是最具装饰性的
部分，通常饰有大片刺绣或有图案的织物。

展厅里还展示了两块清代丝绸——红地
花卉纹妆花缎和大红缠枝莲花纹织金锦。它
们与法国有什么关系？

“这两块丝绸上有卷型花卉图案，花叶造
型写实，且花色有明显的过渡。这与18世纪
从法国兴起、流行于欧洲的洛可可风格非常
相似。”陆芳芳介绍，从清代前期起，来自法
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丝绸产品进入中
国。受外来艺术影响，中国的丝绸上出现洛
可可风格的纹样。

此外，中国丝绸博物馆还推出“浪漫塞
纳：从杭州到巴黎”摄影展，5 位中国摄影师
用摄影佳作展示法国的文化遗存、风景民俗
和时尚风潮，诠释浪漫的法国风情。

拓宽丝路“朋友圈”

本届“丝绸之路周”活动期间发布了《2023
年度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年报》，该年报由 9 个
国家的 22 位文化遗产领域专家共同整理编
撰，推出2023年丝绸之路相关考古发现、陈
列展览、学术成果、文化事件的“十大”榜单。

浙江理工大学与中国丝绸博物馆联合举
办“博物馆促进设计高等教育中法双边学术会
议”，旨在促进中法设计与文化领域交流。丝
绸之路策展人研修班暨浙江省博物馆学会陈

列专委会年会分别在杭州和西安举办，邀请
20余位中外策展人探讨近年跨文化语境下的
丝绸之路学术研究和展览现状，分享策展经
验和研究新发现，为策展人开展丝绸之路主
题展览研究提供交流学习的平台。

结合本届“丝绸之路周”两大主题展览，
中国丝绸博物馆举办“丝路讲堂”系列学术讲
座。同时，邀请丝路沿线文博机构参与“遗产
点亮丝路”直播接力、“百馆百物”短视频接力、
丝路文物海报接力、2024 丝路纹样填彩、“童
心话丝路”视频征集和“我眼中的长安展”观展
晒帖等线上活动。丝路主题工坊、丝路文化进
校园和“万里同行”丝路研学等社教活动也陆
续推出。

今年10月，“丝路绮粲：从杭州到巴黎”展
览将亮相法国，重点呈现中国丝绸技艺与丝
绸之路上的文化传播，聚焦丝绸艺术当代发
展和丝绸时尚，体现中法人文交流。此外，
还将在法国举办“中法时尚之约：丝路遗产创
新设计时装发布会”和“陌桑中国：蚕桑丝织技
艺”展演。

“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创新发展。”季晓芬表
示，希望通过“丝绸之路周”活动，让全世界人
民看到更多的丝路瑰宝，弘扬丝路精神、传
播丝路文化。同时，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
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拓宽丝路“朋友圈”，为共
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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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文明百花园
中法建交6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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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18 世纪中国风陶盘，法国加达
涅博物馆（里昂历史博物馆）藏。

刘远富摄
图②：18 世纪花卉刺绣男士背心，中

国丝绸博物馆藏。中国丝绸博物馆供图
图③：“九天阊阖：丝绸之路上的长

安”展览现场。 中国丝绸博物馆供图
图④：唐代鎏金飞鸿球路纹银笼子，

法门寺博物馆藏。 方彭依梦摄
图⑤：唐代兽角三彩孔雀杯，浙江省

云和县文物保护中心藏。
中国丝绸博物馆供图

图⑥：唐代鸳鸯莲瓣纹金碗，陕西历
史博物馆藏。 刘远富摄

图⑦：唐三彩釉陶胡人牵夫俑，陕西
历史博物馆藏。 中国丝绸博物馆供图

古 代 长 安 城 有 多 么“ 国 际
化”？大运河与丝绸之路如何连
接？18世纪法国流行的丝绸服饰
长啥样？跨越千百年，一件件文物
诉说着动人的历史故事，丝路文
明之花再次在“丝绸之府”绽放。

今年是“丝绸之路：长安—天
山廊道的路网”跨国申遗成功10
周年。近日，由国家文物局、浙江
省人民政府主办的 2024“丝绸之
路周”活动在位于浙江省杭州市
的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幕。本届

“丝绸之路周”主题为“丝路连天
下 文明耀古今”，特邀法国为主
宾国，陕西省为主宾省，通过一系
列精彩展览、特色活动，展现丝绸
之路的文化魅力，搭建文明交流
互鉴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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