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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慢慢黑下来，可是开幕式台下的白椅
子还空着不少。主持人看到我们是中国人，
特意过来问 S.H.E 的读法，还有丽水、长
兴、温州，认真地跟着念，然后用阿语标注
读音，看来丝毫不为上座率担心。

没有领导讲话，主持人说了一段后，演
出直接开始。在柔情似水的江南音乐中，窈
窕女孩演绎着田田荷叶与粉红菡萏，瞬间把
人带进中国。乐转铿锵，朵朵荷花骤变为翻
腾舞动的百叶龙。人们开始向演出场地聚
拢，很快坐了九成，两个孩子甚至站到了椅
子上。维吾尔族的花儿舞蹈、畲族的对歌恋
爱。碧月江水间，二胡、古筝、琵琶、竹笛
合奏出质朴入心的《瑶族舞曲》，背景LED
屏上那流星轨迹，随着胡琴声坚韧地延展
……京剧伴奏声中水袖齐飞，让旁边一位大
汉不由低喊一声“Yes！”

美猴王孙悟空耍棍翻跟头让我有点担
心，卡塔尔人知道《西游记》吗？或者用这

个时间表现他从石头里蹦出，被如来压在五
行山下，又被唐僧救出取经，会更有意思，
容纳更多内容？坐在卡塔尔观众中间，我不
禁思考，什么是我们文化中最鲜明的元素？
怎么才能表现得更容易理解、更动人？

一场终了，我们向场地深处走去。只见
人们在粉红桃花树下喜悦自拍，和充气大熊
猫合影，参观中卡两国的文化遗产，带着孩
子去学习中国剪纸、风筝或书法。然后坐在
放置在草坪间的桌子前，尝尝中国的饺子、
盖浇饭。白袍的男人庄重潇洒，黑袍的女人
飘逸神秘，孩子在桌间玩耍，空气中满是享
受生活的轻松和愉快。

这是卡塔尔首都多哈，2016中卡文化年?
中国节的现场。11月 2日至5日，4万多人来
到这里，参加这个充满中国色彩的嘉年华。

拿块面包换水仙花

相比著名的埃及、沙特、阿联酋以及激
战中的伊拉克、叙利亚，卡塔尔就像个安静
的美男子，默默待在阿拉伯半岛向北伸出的
小半岛上，形象似乎并不鲜明。

听导游说本国人收入非常高，月收入在
人民币10万元左右，犯罪率极低。但消费却
不高，汽油和矿泉水都很便宜。凌晨4点广
播传来召唤穆斯林礼拜的宣礼词，有如吟
唱，只觉得好听而无喧嚣之感。马路上按喇
叭的人不少，人均排放高，空气不是很清澈。

这里原是覆盖着砂石的荒漠，最早靠游
牧，后来靠渔业和珍珠业。1940年发现了石
油和天然气，因而一举成为富庶国度。政府
免费提供土地供居民盖房子，免费医疗、免
费教育到高中，甚至连水电煤气费也免交。

然 而 他 们
没有坐等资源
耗尽。

伊 斯 兰 教
先知穆罕默德
说：“如果你有
两块面包，你
应当用其中一
块来换取一朵
水仙花。”卡塔
尔一方面引进
西方的科技和
经济理念，建
立卡塔尔教育
城，邀请康奈
尔、卡内基梅
隆等美国名校
入驻，吸引微软、思科等跨国企业设立研发
中心，还打造金融中心与迪拜竞争；另一方
面加强文化建设。比如由贝聿铭设计的伊斯
兰艺术博物馆，淡黄色的主体结构，正面很
像青铜面具，又像只露出深邃眼睛的穆斯林
女子。不同时间，不同角度，都有丰富的光

影效果。博物馆内
长期陈列着伊斯兰
文明的各种文物，
它和规模宏大的机
场、充满民族意蕴
的文化村、半岛电
视台、通往 2022 年
世界杯场地的高速
路以及异形高楼林
立的新城一起，展
示了这个国家的雄
心。

一拍即合的约定

因 为 地 处 热
带，夏天最高温度
50 多摄氏度，所以
多哈每天的工作时
间是早7点到中午12
点，下午休息。傍
晚时分，男人们会
到老集市吸水烟，
喝咖啡或红茶，享
受悠闲的生活。

卡塔尔的历史

不长。7世纪时，这块土地属于阿拉伯帝
国，1555年被纳入奥斯曼帝国，被土耳其统
治了 200 多年，1971 年才脱离英国的“保
护”独立建国。这个面积小于北京市、人口
只有200多万的的西亚国家，对各国文化充

满了兴趣甚至是渴求。从2012年始，他们策
划了一系列卡塔尔文化年项目：日本、英
国、土耳其、中国，之后是德国、俄罗斯和
印度……

这种兴趣和渴求，正好与我们中国文化
走出去的步伐契合，形成互补，于是就有了
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卡塔尔埃米尔
塔米姆达成共识，决定共同举办2016中卡文
化年的一幕。

中国文化部外联局副局长朱琦说，卡塔
尔人的文化适应性较强。这次中国节的展场
布置完全由卡方完成，他们抓住了
红色、龙、熊猫等中国元素，对中
国的认知还比较准确。中国龙的造
型形体和色调相近，只是多了锋利
的牙齿。所在国参与感强，让整个
活动有种强烈的契合感。开幕式
前，朱琦连续接受了卡塔尔通讯
社、《美好生活》杂志等当地媒体
的采访。他们问及艺术节想给观众
展示什么，中国和阿拉伯、卡塔尔
文化相同的地方、您觉得卡塔尔是
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等。

袁月是主办方卡塔尔博物馆管
理局中卡文化年的项目协调联络
官。她介绍说，场地设计是外包
的，他们负责规划，与中国文化部
及中国驻卡使馆沟通。开放了老机
场的停车场，并安排了大巴接驳。
之前在网上宣传，邀请大家来参
加。看到长兴百叶龙，当地人兴奋

得不得了。这个民族喜欢夸张、热烈、奔
放、有想象力的事情，诸如开着直升机打兔
子，把摩托车轮子安飞机上应急。

每一个来者都很开心

曹幼娟在浙江浦江的实验小学教兴趣
课，她奶奶是剪纸高手，不过现在刻的人
多，会剪的人少了。这次她被选拔来卡塔
尔，白天在展位讲解，晚上教当地孩子们剪
纸。晚6点，只见长条桌两侧坐满了孩子，
不断有家长把自己的孩子塞进来，一位妈妈
急切地传达老师的话：“把画 X的部分剪
掉！”好不热闹。据说第一天教窗花，很简单
的水纹水滴形状，展开来那么美，非常神
奇。孩子能接受，大人却觉得复杂。今天教
的是“春”字，从四方纸折叠开始，成品是
金字塔形，每个棱角都是一个“春”。

刘力坚是刘氏风筝的传人，他正在制作风
筝的架子。说晚上教学非常受欢迎，本来计划
的是12个孩子，结果来了二三十个，桌子都不
够用。这边的孩子动手能力差，但非常喜欢，
昨天有5个跟到展位多学了半个小时。

龙泉青瓷展位上，不断有人来向徐凌询
价。一个标价500卡币（相当于1000元人民
币）的青瓷马已被预订，但更多的人选一个
青瓷挂坠留念。

浙江省文化厅副巡视员任群在接受采访
时说，阿拉伯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
点，卡塔尔又聚合了很多族群，是个有所作
为的平台。这次浙江抽出了全省最具代表性
的文化项目，11个市有9个参与了活动。每
一个来参加的人都很开心，中国结、小摆
件、茶壶灯等都卖得很快。我们低估了受欢
迎程度，以至于活版印刷的纸第二天就用光
了，只好用书画宣纸代替。卡方的配合是积
极、认真和专业的，整个场地中国红的色调
和绿色草坪象征了中华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
融合。

卡塔尔博物馆管理局官员由衷地说：“从
来没见过这么多人，这次中国节实在是太成
功了！”

晚10点出来的时候，仍见一辆辆汽车鱼
贯驶入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停车场。各种装束
的人们，三五成群，牵着孩子，推着婴儿
车，将穿过红色的牌坊，进入到充盈着中国
文化气息的空间。

自然的默契与融合
——2016中卡文化年?中国节见闻

本报记者 张稚丹文/图

卡塔尔伊斯兰艺术博物馆

卡塔尔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交通枢纽，
是率先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的国家
之一。2014年，习近平主席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达成
共识，双方决定共同举办2016中卡文化年。

经两国文化部门共同策划，2016中卡文化年期间，
双方计划举办27场活动。

1月24日晚，2016中卡文化年开幕式在卡塔尔多哈
卡塔拉文化村隆重举行。1月25日，中国文化部部长雒
树刚会见了卡塔尔博物馆管理局主席玛娅萨公主。玛娅
萨公主表示，卡塔尔人热爱中国，喜爱中国文化。她对
中方在卡设立中国文化中心与孔子学院表示支持。

3月14日至7月16日，由卡塔尔博物馆管理局主办、当
代艺术家蔡国强策展的大型群展“艺术怎么样？来自中国
的当代艺术”在卡塔尔多哈阿尔里瓦克展览馆展出。

3月23日，“丝路之绸——中国丝绸艺术展”在哈卡
塔拉文化村卡塔尔博物馆开幕，工艺美术师表演了传统
刺绣。中国丝绸博物馆在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举办讲座，
并邀请当地观众体验中国传承千年的染缬技艺——扎染。

3月29日，中国国家男足在西安2比0战胜卡塔尔队，
看台悬挂“2016中国—卡塔尔文化年”横幅，屏幕滚动播放
宣传片。央视主持人和记者多次介绍“中卡文化年”。

9月27日，中国文化部、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卡塔尔
博物馆管理局联袂推出的“珍珠：来自江河海洋的珍
宝”大型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亮相。

10月13日，卡塔尔埃米尔文化顾问、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总干事卡方竞选人哈迈德?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库
瓦里，在北京大学做了题为“中卡关系、中阿关系以及
双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框架下的合作前景”的演讲。

11月2日至5日，由卡塔尔博物馆管理局和中国文化
部共同主办、浙江省文化厅承办的2016中卡文化年?中国
节，在多哈卡塔尔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公园开幕。

近日，“儒学的历史演进
与传播——纪念岳麓书院创
建 1040 周年高端学术论坛”
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行。
论坛主要围绕儒学的历史演
进与传播、经典诠释与经学
史演变、中国书院史与传统
教育制度、中国书院与社会
教化、岳麓书院与中国儒
学、张栻与湖湘学派及岳麓
书院6大议题展开，旨在回顾
和反思儒学演进与传播的历
史，推动儒学研究的发展。
来自中国社科院、北大、清
华、武大、北京敬德书院、
香港科技大学、台湾师范大
学、日本北海道大学、日本
国立九州岛大学、韩国延世
大学、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
的学者汇聚一堂。（肖师俭）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4
日，《走向胜利——纪念中
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
年美术作品展》在北京首
都图书馆举办，展出了不
少老艺术家的优秀作品，
如李琦的《过草地》、李可
染的《万山红遍》、傅抱石
的 《芙蓉国里尽朝晖》
等。其中辽宁师范大学美
术学院教授黄沧粟精心创
作的大幅墨宝《一家亲》，
再现了藏族同胞为红军烧
火做饭的生动场面。画面
上藏族同胞一边做饭，一
边目光向前方察看，好像
他们身后站着的红军战士
只是先头部队，后面还有
大批的红军要来，动感十
足。 （李德金）

“开国领袖丰碑——中国
摄影大师齐观山影像遗珍
展”日前在北京民族文化宫
举行。展览由人民文学出版
社和加拿大天辰国际集团共
同主办，北京大鸾翔宇慈善
基金会协办，共展出齐观山
100多幅摄影作品，时间跨度
近30年，再现了毛泽东、刘
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采。

齐观山 14 岁参加八路
军，16 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成为晋察冀画报战地摄影记
者。他是新中国第一位负责
中央新闻的专职摄影记者，
是中国共产党在战火中培养
的杰出摄影工作者，也是新
中国新闻摄影事业奠基人之
一。 （赖 睿）

2016中卡文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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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族舞曲》表演

艺人操纵木偶表演让孩子恋恋不舍曹幼娟的剪纸课吸引了孩子和家长

海宁皮影戏 艺人通
过竹签操纵皮制影人活
动。海宁影偶“少雕镂、
重彩绘、单线平涂”，按
忠奸贤义不同性格、喜怒
哀乐不同表情加以塑造。

米塑 温州米塑形成
于宋。将糯米、粳米制成
人物、花卉、水果、水族、虫

鸟等形象。喜庆年节或迎神赛会、正月滚龙、盖房
上梁等都离不开米塑。

硖石灯彩 海宁市硖石镇灯彩始于唐，盛于
宋。艺人通过针刺微孔过光，营造出亭台楼阁、
飞禽走兽、龙灯彩舟、走马花篮等。2006年被列
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龙泉青瓷 龙泉瓷分两种，白胎和朱砂胎青瓷
称“弟窑”或“龙泉窑”，光泽柔和，有梅子青、粉青、
月白等不同釉色；黑胎青瓷称“哥窑”，以瑰丽、古朴
的纹片为装饰，如冰裂纹、蟹爪纹、牛毛纹等。

浦江剪纸 流传于明清，2008年入选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装饰性强，
极具想象力，题材以花鸟动物和戏剧人物居多。

木板水印 以胡正言的“十竹斋”代表的饾
版、拱花等多色套印技术，“画刻印三绝”，对日
本浮世绘产生了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风筝 风筝起源于中国春秋时期，系公输般
（鲁班）续墨翟而成，现已成为民间工艺品。

平阳木偶戏 南宋时从临安（今杭州）传入，
以提线木偶为主。2008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项目。

太极拳 中国传统武术之一，很久以前作为一
种独特而高深的自卫方法而诞生。它要求精力集
中在正确的姿势和呼吸上，全面促进身心平衡。

中国茶文化 中国是茶的故乡。唐代以前，中
国茶叶先后到达日本、韩国、印度和中亚。明
清时传到了阿拉伯，17世纪远销欧
洲。中国人饮茶重“品”，不但鉴别
优劣，也带有领略饮茶情趣之意。

中国书法 是用
毛笔书写篆、隶、
楷、行、草等各体
汉字的艺术，传统
上被视为视觉艺术
的最高形式。

设计理念源于中

国传统印章，中文篆

体书写的“中国”与

阿拉伯语库法体书写

的“卡塔尔”上下连

接，以卡国旗色深褐

色为主色调，两国文

化元素互相融合。

2016中卡文化年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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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节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立，建始也，冬，终也，万
物收藏也。”自古以来，立冬就是
人们非常重视的节日，因为立冬
不仅是收获祭祀与丰年宴会隆重
举行的时间，也是寒风乍起的季
节。古时立冬这天，皇帝会亲率
三公九卿到北郊行“迎冬”之
礼，并有赐群臣冬衣、矜恤孤寡
之制。而民间的寒衣节、丰收节
以及冬学、拜师活动，也在冬季
举行。

历代文人墨客留下不少有关立冬的诗词，诗仙李
白的《立冬》：“冻笔新诗懒写，寒炉美酒时温。醉看
墨花月白，恍疑雪满前村。”把寒夜围炉温酒驱寒，将
月光当做满地雪花的意境写得出神入化。

宋代诗人钱时的《立冬前一日霜对菊有感》：“昨
夜清霜冷絮裯，纷纷红叶满阶头。园林尽扫西风去，
惟有黄花不负秋。”寥寥数语，却把立冬时节大自然的
景物描摹得栩栩如生。冬天不仅有菊花傲视群芳，还
有梅花清香诱人，宋诗人仇远的《立冬即事二首》里
有“细雨生寒未有霜，庭前木叶半青黄。小春此去无
多日，何处梅花一绽香”，期盼梅花幽香的心情跃然纸

上。
冬日的佛门更加冷清。宋僧

人释文珦的《立冬》：“吟行不惮
遥，风景尽堪抄。天水清相入，
秋冬气始交。饮虹消海曲，宿雁
下塘坳。归去须乘月，松门许夜
敲。”秋色与冬景在这里更替，
僧推月下门的意境多了一种寂
寞。

元朝陆文圭《立冬》说 ：
“早久何当雨，秋深渐入冬。黄

花独带露，红叶已随风。边思吹寒角，村歌相晚春。
篱门日高卧，衰懒愧无功。”立冬时，一般还不太冷，
晴朗无风之时，常有温暖舒适的“小阳春”天气。那
带着露霜的黄菊，那染红人们视线的红叶给了冬日里
人们一种温暖的色彩。

明代诗人王稚登的《立冬》就愁苦得多。“秋风吹
尽旧庭柯，黄叶丹枫客里过。一点禅灯半轮月，今宵
寒较昨宵多。”

立冬之日读着这些诗句，读出的不仅有冬的肃
杀，还有冬的温暖。在古诗词里品味立冬，更多的则
是一种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