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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文物看中国

苏莉是一名来自俄罗斯的留学
生。“我 2009 年第一次来中国留学，
期间看过一些中国文物展，像是书
画、秦兵马俑、京剧这些。”对苏莉来
说，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唐卡展
览。“去年 8月，我和老师同学一起去
青海，参观了西宁博物馆。那是我
第一次接触唐卡艺术，当时就特别
喜欢。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复杂的艺
术，唐卡是复杂的，并且很有思想
性，里面每一种颜色、人物的手势和
姿态都有特殊的意义。”

匈牙利姑娘薛冰对中国宗教有
着浓厚的兴趣。她说：“我比较喜欢
和中国宗教相关的艺术，比如雕塑
或者中国画。这些经典的作品细节
丰富，每个作品背后都有故事。我
曾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看到过一个
关于佛教的雕塑展览。那些雕塑做
得十分细致，看起来很神秘，好像属
于另外一个世界。”

“这些艺术品加深了我对中国
的认识。”苏莉说，“唐卡艺术家画的
内容不只是关于佛教，还与皇帝和
老百姓的生活相关。通过唐卡可以
了解到相应时期中国社会的状态。”

薛冰认为，中国古代艺术品所
展现出的那种纯粹是现代人需要学
习与反思的。“实际上我觉得现代人
失去了祖先的很多智慧，大家都变
成了大城市里的人，跟古人那种简
单的生活方式疏远了。我看这些作
品的时候就觉得特别遗憾，现代人

太注重自我，盲目追求不重要的东
西。现在有很多人发现了这个问
题，也在努力想办法解决。”

迈开大步“走出去”

作为“天然历史博物馆”，陕西
出土的文物数量多、等级高，其中兵
马俑最受外国游客的青睐，参观人
数保持相对稳定。同时，以兵马俑
为代表的陕西文物海外展览，近年
来在许多国家举行，积累了丰富的
海外展出经验。

“陕西文物先后到过全球 50 多
个国家和地区、巡游世界 150 多个城

市。迄今为止陕西省自主举办或参
与举办的各类文物出境展览已经达
到 260 多个，境外观众超过 1 亿人
次。”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我们还与墨西哥、日本、法
国等地的博物馆开展合作与交流，
引进了 70多个国外展览。”

该负责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强 调 让 文 物 活 起 来 、让 文 化 走 出
去。文物其实是中国的一张‘外交
名片’。在外国游客的眼中，中国悠
久的文化具有神秘的色彩。当他们
走进兵马俑展厅，会感叹‘原来两千
年前的中国人长这样，和现代人并
没有什么区别啊。’由此对中国文化
产生兴趣，有机会也会到中国走一
走看一看。”

1973年 5月，新中国成立后首个
文物出国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
土文物展览》在法国巴黎开幕。其
后，越来越多的文物瑰宝走出国门。
进入21世纪，中国文物展览迈向世界
各地的步子更大更远。据中国国家
文物局局长刘玉珠介绍，2011 年至
2016 年，中国文物出境展览累计 293
个，文物入境展览累计 116 个。文物
资源已经成为中外人文交流的金色
名片，在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中
发挥着生力军的作用。

唱响“中国声音”

为了更好地向外国观众展示中
国文化，中国文博机构也在积极探索
不同文化传统的表达方式，力求让外
国观众看得明白、理解得透彻。

如何减少外国观众对于中国的
陌生感？去年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展出的“帝国时代：中国古代秦汉文

明”特展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尝试。
展览宣言的第一句话是，“横跨四个
世纪，秦汉两朝对中国悠久的历史
至关重要。它们合起来代表着中国
的‘经典’时期，在时间与重要性上
与西方的希腊罗马文明重合且相
当。”这句开幕词不仅强调了秦汉时
期对中国的意义，更把它和西方文
明 的 始 源 联 系 起 来 ，表 明 其 相 似
性。展品中，外国人形挂灯、刻有希
腊文的圆片等作品，也透露出秦汉
时期中外文明交流的痕迹。这种对
同时期欧洲文明的引用有效促进了
外国观众对秦汉两朝的了解。

展陈效果是吸引观众的重要手
段。2016 年“天涯若比邻——华夏
瑰宝秘鲁行”展以大幅兵马俑坑实
景照片喷绘与兵马俑实物的虚实结
合，用平面与立体的视觉效果，努力
还原兵马俑坑与兵马俑的真实参观
环境。展览中使用了智能展柜，将
展品、展品信息、背景音乐等多元化
内容，按照观众的意愿智能展现，体
现了动静结合的效果，进一步突出
和丰富了展览中的电子科技手段。

目前，中国文物出境展仍然处
于探索期。如何在绚丽的视觉展示
之外，将展览真正沉淀下来？如何
以中国话语、外国人喜闻乐见的方
式诠释好展览内容，将外国游客的
猎奇心态变成真正的文化欣赏？如
何改变“重介绍”“轻讨论”的呈现方
式，让外国观众对中国文化研究提
问和深度探寻？这些依旧是中国策
展人必须关注的问题。

“中国文物展的水平比较高，”
苏莉表示，“不过在广告和宣传方面
可以做得更大一些，比方说邀请更
多的留学生参观体验。”

中国移动支付出海又有新动
作。作为全球最大的移动支付和生
活服务平台之一——蚂蚁金服旗下
支付宝日前正式进入柬埔寨、老
挝、菲律宾和缅甸，服务中国游客
出境游。加上此前的新加坡、马来
西亚、泰国、越南，东盟已经有 8
个国家接入支付宝。

东南亚一直都是中国游客出境
游热门目的地。有数据显示，去年
柬埔寨、缅甸、老挝、菲律宾这四
个国家总共迎来了超过 200 万的中
国游客。支付宝也已经覆盖了这些
地区包括购物、餐饮、娱乐和酒店
在内的各大消费场所。柬埔寨旅游
部报告显示，去年柬埔寨接待中国
游 客 突 破 百 万 人 次 ， 同 比 增 长
45%，成为柬埔寨客源“大户”。目
前金边、暹粒和西哈努克三大机场
都已支持支付宝消费，包括餐饮连
锁店以及免税店等。

菲律宾旅游部公布的数据，去

年中国跃升为菲律宾第二大游客来
源地，全年共有约 96.8 万人次中国
游客赴菲旅游。菲律宾知名度假综
合体马尼拉云顶世界已成为第一批
接入支付宝的商户。此外，缅甸仰
光和老挝万象、琅勃拉邦湄公河沿
岸的商店和餐饮店也接入了支付宝。

支付宝南亚和东南亚跨境业务
总经理黄寅介绍：“我们希望能为中
国游客提供一种更智能的生活方
式，并为他们的出境游带来便利。
通过支付宝将更多的商家联系起
来，在便利游客的同时，也为他们
带来商机。”

据了解，目前支付宝已经在全
球40个国家和地区接入了数十万线
下商户门店，包括北美、欧洲、日
韩、东南亚、澳新、中东，范围涵
盖餐饮、超市、百货、便利店、免
税店、主题乐园、海外机场等，其
中29个国家可提供退税到支付宝的
服务。

“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好是
杭州”。近年来，随着“西湖博览
会”“世界互联网大会”“G20 峰
会”等国际大型会议的召开，杭州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美食
与美景结合的新旅游模式风头正
劲，令很多体验过的游客大呼过瘾。

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讲究因地制
宜，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山
区有山区的味道，海边有海边的风
情。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
文化传统造就了中国丰富多彩的地
方饮食文化。这些美食已不仅仅是

一张食物清单、一道菜品。游客品
尝到的不仅有食材本身的味道，也
包含着浓浓地方风土人情，让人难
以分得开美食和美景，让人难以分
得清滋味和情怀。

地方特色的文化体验是很多游
客选择特色美食旅游的动机之一。
人们常说，只有在当地才能吃到最
正宗的地方特色美食。到南京一定
要吃鸭子，南京人嗜鸭，擅长吃
鸭，鸭血粉丝汤、烤鸭、板鸭、盐
水鸭都做得香飘十里，美名远播。
去武汉要“过早”，武汉人把吃早饭
叫“过早”，热干面、面窝、米耙
粑、鱼汁糊粉、烧梅、欢喜坨、发
糕、锅贴饺等特色小吃让人食欲大
开。去成都要吃“龙抄手”、担担
面，赴广州要喝老火靓汤，游重庆
要约一桌深夜火锅……虽然这些美
食在其他地方也能吃到，但人们对
于味道的感知早已超越了饮食，文

化体验让地方特色美食难以在他乡
被完全复制。地方特色美食因为有
了地方人文的独特背景，所具有的
风味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
让外来的游客执著追求，又通过游
客的舌尖得以传播。

每一个地方特色美食都是此地
的“文化品牌”，在这座“品牌冰
山”中，品牌的标识和符号仅是浮
在水面的一小部分，真正的冰山主
体则是藏在水下的文化底蕴，它是
品牌提升附加值的无形资产。例如
杭州就建有中国最大的地方菜博物

馆——中国杭帮菜博物馆。游客们
在博物馆的“钱塘厨房”、“杭州味
道”或“东坡阁”不仅能品尝到地
道杭州美食，亦可通过展品了解杭
州的饮食文化，了解杭州菜的历史
渊源，还能看到杭州菜走向世界的
传奇历程。

地方特色美食作为地方文化的
一个重要载体，应该作为一个重要
的旅游资源来开发。开发好美食资
源，发挥地方特色美食具有的乘数
效应和扩张效应，打出一张漂亮的
地方特色“美食牌”，让美景加美食
的特色旅游模式创造更大的价值。

在长沙，街头巷尾有不计其数的
蒸菜馆，其中最有名的是“何爹浏阳
蒸菜”。何老先生从18岁开始钻研厨
艺，为乡邻置办酒席，被亲切地称为

“何爹”。“何爹浏阳蒸菜”专做蒸菜已
数十年了，完美继承了何爹的精湛技
艺，备受食客推崇和喜爱。

湘菜以“口味重”著名，多油
重色、鲜香麻辣，而浏阳蒸菜在湘
菜中一枝独秀。起源于湖南省浏阳
市浏阳河上游——大围山的浏阳蒸
菜，在加热过程中，食材处于封闭
状态，水分得以保留，所以滋润软
糯、原汁原味、鲜而不腻。

客家特色“六碗八盆十样”

明嘉靖年间，大量广东人来到
浏 阳 ， 搭 棚 而 居 ， 被 称 为 “ 棚
民”。明朝灭亡后，“棚民”因反清
遭到捕杀，被迫逃亡。其中一部分
人潜入大围山深处，垦地开荒。他
们均保持原籍客家方言，世代相

承，被称为“客姓”，形成了自己
独特的客家文化。

蒸菜的形成跟浏阳客家人的做
饭习惯密切相关。在过去，农村人
多，农务繁忙，因此他们通常在早
上把一日三餐的饭菜做好。用大锅
烧水，烧开后把米倒入煮至六七分
熟，然后再捞起来放入饭甑蒸熟，
同时把菜配好，待蒸饭时放入饭
甑，最后一起出锅。

仅仅是“蒸”这门制法，就能
做出无数菜品，如：干扁豆蒸腊肉
丁、清蒸火腿肉、剁椒蒸土豆……
正宗蒸菜馆门口一般摆着几口大
锅，锅里放置着高达五六层的竹篾
蒸笼，笼里是装盛菜肴的小碗，色
泽丰富，种类繁多。锅里的水保持
着沸腾的温度，每当有客人到店，
就会被领来任意挑选。正如客家饮
食习俗中的“六碗八盆十样”，蒸菜
实惠量足，盛器又多用盆、钵、大
碗，颇具古民遗风。

浏阳蒸菜也能为文朋诗友聚会

助兴。正如清康熙甲申 《浏阳县
志》 编纂，时任浏阳县丞的徐旭旦
在其 《凌去阁赋》 中写道：“熟都
梁兮香残，偕良朋兮桂醑，宴小阁
兮盘恒。”文人墨客在诗酒唱和之
余，品尝鲜美的蒸菜，留下不少脍
炙人口的诗句，也为浏阳蒸菜平添
了几分韵味。

健康便捷 生活方式新选择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中国人
的生活方式和健康观念也有了很大

的转变，饮食理念由简单的“填饱
肚子”更多地发展为“营养均衡”。

由于菜品丰富、方便快捷，浏阳
蒸菜极其适合中式快餐模式，同时，
蒸菜保持了菜肴的原形、原汁、原味，
营养丰富，符合健康饮食的要求。

如今，浏阳蒸菜正逐渐从湖南
向外辐射，不少城市都能看到它的
身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了
蒸菜的好处。如果来到湖南，一定
要品尝一下正宗的浏阳蒸菜，相信
它的独特风味，一定会让你食指大
动、回味无穷。

外国人听中国文物讲故事
束 涵

将军俑、铠甲俑、陶马俑、陶器、青铜器、金银器……一场由中英双方共同策划的

“秦始皇与兵马俑”大型特展正在英国利物浦世界博物馆展出。英国媒体用“大片式的展

览”“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来形容此次展览。

近年来，中国文博事业呈现出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不仅国内博物馆之间的文物交流展

览活动日趋频繁，而且有更多的中华文物瑰宝逐渐走出国门，引发外国游客的排队观展。

浏阳“蒸”美味
冯麟茜

打好地方特色“美食牌”
杨诗瑶

中国移动支付覆盖东盟八国
便利中国游客出境游

本报记者 赵 珊

中国移动支付覆盖东盟八国
便利中国游客出境游

本报记者 赵 珊

“芙蓉不及美人妆，腹有诗书气
自华”。日前，来自20余家外国驻华
使馆、国际组织的女外交官和香港商
会的女企业代表汇聚一堂，探秘古琴
传统制作工艺，欣赏绚丽多彩的艺术
画作，聆听悠扬婉转的天籁之音，体
验中国传统服饰，与艺术家们一起感
受创作背后的独特故事和文化内涵。

在“女艺术家邀请展”上，12位女
艺术家为来宾们带来水墨、版画等美
术作品，让参观的每一个人更深入地
理解了中华文化。主办方为大家呈

现了一台“古琴雅集”的演出，向大家
讲述了古琴的历史典故和制作工
艺。不仅如此，到场的来宾也在教师
的指导下学习演奏的基本技巧，感知
千年的古琴文化。

本次活动由丝绸之路城市联盟
主办，联盟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
开展各类跨国、跨界文化活动，促进
中外民心相通，接下来，联盟将继续
在“一带一路”沿线搭建文化的桥梁，
把丝绸之路遗留下来的文化印记不
断延伸、发展和创新。

中外丽人共赏古琴丹青
宋如蓝

中外丽人现场学习演奏古琴。 金天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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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蒸”菜 来自何爹浏阳蒸菜官网

旅游漫笔

外国观众在雅典赫拉克莱冬博物馆“中国古代科技展”上观看展品。
图片来源：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