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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文化交流平台

本届论坛为不同文明交流对话提供了开放平
台。无论是主论坛，还是“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与
共同进步”“文化传承：历史文化与发展道路”“文
化赋能：精神生活与产业发展”等平行论坛，以及

“以文明互鉴促进现代化发展”“以文明对话促进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等专业沙龙，“对话”“交
流”始终是中外嘉宾发言中的高频词。

围绕文化交流、文化传承、文化产业、文化遗
产、文化传播等议题，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共谋发
展，建言献策。加强交流互鉴，共促文化繁荣，与
会者表达着美好愿景。

英国皇家社会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外籍
教授罗伯特·沃克在中国生活多年，他以北京地铁
19 号线的站点作为切入点，从独特的视角讲述了自
己眼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传播的生动案例：牛
街站描绘着民族团结、文化多元的美好图卷，景风
门站缩影人与自然、古老与当代在这座国际都市的
交汇包容，平安里站展现了北京标志性的胡同风景
与悠久历史……在他看来，这些源自中华文化的重
要价值观念，以融入城市生活的方式，潜移默化促
使大家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高翔看来，如今各国仍
需共同努力，从文明多样性的历史深处，获得化解
现实难题的经验。“不同文明只有相互尊重、互学
互鉴，才能使世界文明百花园更多姿多彩、生机盎
然，才能让世界在和谐相处的道路上行得稳、走得
远。”高翔说。

对话与交流也能为解决问题积蓄力量。中法文
化论坛法方副主席柯思婷·佳玥用“红酒与茶的对
话”来阐释文化交流，“品酒和品茶一样，都需要
慢慢深入，只有通过文化交流，才能更好地理解彼
此。”柯思婷·佳玥说。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高等
研究秘书长朱利安·雷邦表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
独特性，没有哪一种文化比其他文化更加优越，因
此每个文明都有贡献。

斯里兰卡前驻联合国大使兼常驻代表、联合国
发展权政府间小组前主席塔玛拉·库纳纳雅卡姆表
示，当前国际上存在一种诋毁别国文化的现象，造
成人类社会的分裂，因此需要以文化共存超越文化
优越。

实地感受中华文脉

今年 7 月，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第 46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北京中轴线——中
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 59项。

在 2024 北京文化论坛举办期间，与会中外嘉宾
分 6 条线路探访北京，感受北京城市发展的新脉动。
探寻太庙古建，品读天坛古韵，领略皇家园林，览
阅运河文脉……漫步在城市之中，与会嘉宾沉浸式
感受北京文化之韵，品味北京古都之美，体验现代
科技与厚重历史的交融风貌。

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的“文脉华滋——中
国工艺美术基本陈列展”展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院长贺亚兰流连忘返，“这些精美的工艺品每一件
都是精品，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匠人精神，传播着中
华文明的优秀基因，让人叹为观止”。

行走在城市副中心柳荫码头，欣赏“运河有
戏”表演，体验运河非遗，品味运河美食，中外嘉
宾连连赞叹副中心的崛起。当探访北京城市图书馆
时，武汉大学景园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韩晗激动
不已，“北京城市图书馆是一种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它不只是一个阅读空间，更是北京城市文化软实力
的展示平台。”

在以“文化粮仓”为设计理念的北京艺术中
心，“天涯共此时·2024 北京文化论坛专场文艺演
出”美轮美奂，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外艺术家汇聚一
堂，民族舞与街舞的舞蹈演员相互切磋技艺，民乐
与西洋乐演奏家倾情合奏……铺展开生动的北京文
艺风景画卷。

应邀参加演出的咏春拳大师梁锦棠祖籍广东顺
德，今年已 82 岁高龄。在晚会上，他与另外两位咏
春拳大师、一群憨态可掬的“小醒狮”以及舞剧

《咏春》 的舞蹈家一起，为观众带来融合了力与美
的 《醒狮咏春》 节目。

“舞狮和武术同为世界人民认识中华文化的重
要窗口，是闪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彰显民族
精神与文明理念的艺术瑰宝。”梁锦棠说，“通过这
次演出，我希望能展现出同源共留、文化无界的精
神，让我们从更宽广的视野去看待和继承宝贵的文
化遗产。如此，也让博大精深的中华武术文化和独
特的东方智慧在世界文化中薪火相传，延绵后世。”

据介绍，北京文化论坛举办前后，“大戏看北
京”展演季、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北京十月文学
月、“我与地坛”北京地坛书市精彩纷呈，营造出
温馨又热烈的文化氛围，让北京市民共享新时代文
化建设的丰硕成果，也从多个角度映照着 2024 北京
文化论坛的主题。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
看来，文化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中
国在这方面树立了良好范例。中国有责任与全世界
分享文化建设发展方面的经验理念，“这也正是举
办本次论坛的重要意义所在”。

拥抱行业前沿动态

勾勒出北京 2023 年文化建设生动足迹的“全国
文化中心建设 2023 年度十件大事”，展现中外文化
交流快速回暖、积极向好总体态势的 《新特点与新
趋势：中外文化交流报告 （2023）》，呈现中华文
化保护传承与文明交流互鉴成果的多语种系列图书

《中国关键词：文物与文化遗产篇》 ……2024 北京
文化论坛不仅是一次思想的交流和碰撞，也是中国
文化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和机器人来场“绕口令对决”、体验能讲解、
能互动的 AI 眼镜，在“数字中轴·小宇宙”“寻境
敦煌”VR 沉浸展等的虚拟世界中游览文化古迹，
利用扫描建模等方式为文明文化建档留存……2024
北京文化论坛的与会者“紧跟潮流”，深入探讨当
前文化领域的种种“新鲜事”。

“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数字技术则是
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
才能让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更加绚丽
的光彩。”腾讯公司总编辑、公共政策副总裁朱殿
君说。

七根流失石柱文物回归圆明园、北京城市副中
心三大文化设施开放、地坛书市书展闪亮“书香京
城”……这些和人们息息相关的文化大事，浸润大
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中国水利博物馆中国馆落户巴厘岛、京沪粤
等十省市动漫游戏产业战略合作平台启动、《京津
冀文化和旅游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 发布、《中
国关键词：文物与文化遗产篇》 多语种系列图书
揭幕……丰富多样的活动与文化项目以北京文化
论坛为平台，互融共通，共同携手多元化文化发
展之路，为中国、为世界带来生机和活力。

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来自美国的邰谧侠
说：“文化的传承，既需要继承前人创造的深厚文
化，又需要不断创新发展，在这个过程当中，离不
开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

文化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非常重要。开放学习是把其他
文化优秀的、积极的内容纳入到自己的文化中来。

中华文明有着悠久辉煌的历史，如今又在人工智能等科技方
面不断进取，这两方面相互交融，使得中华文明愈发灿烂。

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值得赞赏的，也是我们应该交流学习的。
对于世界而言，我们应该强调文明之间、文化之间的对话，因为
对话能够增进了解、化解矛盾，推进文化交流也有助于实现世界
和平。

——马基萨勒和平对话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邓巴·巴  

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以下简称“北京人艺”） 72 年的历史
中，创作的作品一大部分是“京味戏”，即使“历史戏”也具有京
味风格。北京人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不仅深受本地观众喜爱，
同时被全国观众接受。这种特色让北京人艺不仅能在北京立足，
还能闻名全国，并能“走出去”。

除了创作“京味戏”，北京人艺还有反映当代生活的现实主义
戏剧和不少外国戏。想要把外国戏的优秀剧目保留下来，让好作
品被更多中国观众看见，本土化演出是重要方式，其中包括语言
的本土化和演员的“本色出演”。

外国戏“引进来”和中国戏“走出去”，最重要的是要反映人
基本的情感，才能打动观众。从艺术层面去理解中国的优秀文化，
外国观众其实也可以共情。即使语言不通，通过演员的表情、形
体和舞台的灯光，也能够让观众感受到艺术的震撼。

深化文化交流是用文化去进行对话。这需要每一个国家的文
艺工作者和艺术家一起努力，共同构建世界的“大文化圈”。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  

各国文化独具特色，各国各民族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不同，
但是能够实现和谐共处的原因在于能够相互尊重，相互不歧视。

老中两国是山水相邻的友好邻邦，两国友谊源远流长，两国
人民共同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老挝的谚语说“小罐
不满大罐溢”，弱肉强食是我们要反对的错误思想，各国应共同努
力，实现平等共处。

中国政府为我们分享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包括推动文化与旅
游发展的经验，尤其是北京，在这方面卓有成效，充分利用文明、
文化遗产实现创收，并使用这些资金帮助其他贫困国家。

每次来北京我都能看到不一样的变化，且变化速度非常快。
北京很好地做到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三方面协同发展。北京文化
底蕴深厚，吸引世界游客前来参观旅游。无论去到哪个国家，我
都能看到许多中国游客，这也为促进世界各国文化、文明之间的
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在这里，我看到了值得瞩目的文化交流，也看到了增进交流
的重要意义。

——老挝建国阵线中央常务副主席因拉万·乔本潘  

保护世界遗产对推动当地甚至更大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作用。

在北京中轴线申遗过程中，通过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到中
轴线的价值传播、保护管理和监测，北京作为“设计之都”的巨
大创新能力得以充分发挥，将历史文化融入当代生活，使人们能
够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特征，形成强大的社会凝聚力，有力
推动了北京的可持续发展。

这样的凝聚力，在福建厦门鼓浪屿申遗过程中也可得见。
2017 年，“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这
一过程本身也是当地社区文化复兴的过程，再次唤起了当地社区
的凝聚力。

因此，各地政府需要发挥主导作用，加强社会的广泛参与，
才能更好地发挥世界遗产、文化遗产的价值。

——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  

数智技术带来了文化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
数智技术重塑的文化新业态有智能化、数据化、场景化、游戏化
等突出特征。

数据要素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数智技术推动了文
化生产方式变革，也推动了文化生产工具的创新。

——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教授祁述裕  
摘自 2024 北京文化论坛嘉宾发言  

北京文化论坛举办前后，一系列文化活动为市民带来丰富多
彩的文化体验。不少北京市民在今年的中秋假期，前往地坛公园，
度过一个充满书香的中秋佳节。

去年 9 月，时隔十年的北京地坛书市再次回归。地坛是千年古
都北京的九坛之一，至今已有 470 余年历史，位于北京中轴线北延
长线上，是传统文化地标式建筑。

从 1993 年到 2013 年，北京地坛书市曾经连续举办了 20 多年，
成为北京市民喜闻乐见的群众性图书文化盛会，在广大读者记忆
深处留下了不能忘却的文化印记和独特情怀。随着北京地坛书市
回到了具有地标性意义的地坛公园，不仅让广大读者有机会在旧
地重拾过去的美好回忆和阅读情怀，还在更高起点和更广空间中
营造耳目一新的阅读体验，更好满足广大读者对美好阅读生活的
新期待。

据介绍，本次书市展销总面积约 1.8 万平方米，设置“旧书新
知”专区、童书亲子阅读区、外文原版图书专区等 10 个展区，汇集
来自全国的出版机构、实体书店、特色展商超 330 家。

    图为市民在地坛书市“旧书新知”专区选购展销的书籍。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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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9 日至 21 日，以“传承·创
新·互鉴”为永久主题，以“深化文
化交流 实现共同进步”为年度主题
的 2024 北京文化论坛成功举办。来
自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800 余位中
外嘉宾，6 个平行论坛，32 场专业
沙龙，多样的文化产业发展成果公
布……这是一场文化的盛宴，更是
一场文明交流的盛会。

驰骋古今，纵横中外，放眼全
球，聚焦前沿。2024 北京文化论坛
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广泛开展
文明交流互鉴，展示中华文化精
华、博览世界文化精粹，引领先进
文化潮流、聚合文化创新力量，绘
就 共 同 推 动 文 化 繁 荣 发 展 的 新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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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说明：
图①：人们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举

办的非遗市集上参观。
新华社记者  李  贺摄  

图②：与会嘉宾正在倾听 2024 北京文化
论坛的研讨。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图③：“数字中轴·小宇宙”小程序中的钟
鼓楼。 腾讯公司供图  

▶▶▶来自论坛的好声音

地坛书市墨香四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