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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一带一路”倡议

中央民族大学是“一带一路”民族艺术教育联盟的
倡议发起方。在谈及成立联盟的初衷时，中央民族大
学副校长石亚洲表示，成立联盟是为了响应国家“一带
一路”倡议和文化强国战略、教育强国战略。

“中央民族大学有着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音
乐、舞蹈、美术等艺术类学科，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
发挥这些特色和优势去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石
亚洲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许多共同性，特别是在
艺术方面。中央民族大学有一个知名艺术团“锦绣中
华”，经常出国演出，载誉海内外。从他们那里，石
亚洲发现不同国家即便语言不相通，但音乐、舞蹈、
美术一定是相通的，它们看上去千姿百态、特色鲜
明，但又强烈相关、异曲同工。

充分发挥民族艺术在国际交流合作中民心相通的
桥梁作用，推动民族艺术走出去，很快在国内各大艺
术院校中形成共识。28所高校加入了首届理事会，其
中包括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
院、中国美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北京舞蹈学院、
北京电影学院、北京服装学院、北京印刷学院等知名
艺术院校。国际著名指挥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
十分支持联盟的设立，亲自担任联盟理事长。

“一带一路”民族艺术教育联盟也对艺术学科发
展、文化传承创新做了充分的设想。“虽然加入联盟
的每一所高校都是各个艺术领域里最顶尖的、出类拔
萃的，但大家也都认识到在各自封闭的系统里，如果
不引入新动能，对学科发展是不利的。建立联盟将给
大家提供交流和交往的机会，同时也将为中国和“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族艺术教育发展提供重要的、
新的能量交换。”

提出“双百千万工程”

“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个综合性联盟。”中央民族大
学音乐学院院长包爱军表示。目前，国内艺术学下设
5个一级学科、33个二级学科，“一带一路”民族艺术
教育联盟几乎涵盖了大的学科群。“加入联盟的高校
既有国家级高等院校又有地方高等院校，大家一起为
国家民族艺术发力，令人感到兴奋而且期待。”包爱
军说。

令人期待的不只是第一次覆盖艺术学学科群，还
在于“一带一路”民族艺术教育联盟第一次制定了具
体而详细的规划，即在未来 10 至 15 年内，实施“双
百千万工程”——完成联盟成员单位达到 100家、推
出1000位艺术精英、培养10000名民族艺术人才，创

作100首精品作品、实施1000场次的展演活动、创作
10000部民族艺术作品。

“每一个目标、每一个数字都是我们经过认真反
复核算制定出来的，都是实实在在，可操作的目
标。”石亚洲表示。

有目标就有了明确的抓手。为此，“一带一路”
民族艺术教育联盟设立了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在
三年的近期目标中，联盟明确提出将通过多种形式举
办“一带一路”沿线民族艺术学术论坛、艺术院校院
长论坛、民族艺术研讨会等活动；将深入推进人员交
流，共同建设民族艺术学科，推进互派学生交流及联
合培养，实现学分互认；将实现联合课题立项，力争
在欧亚草原民族艺术、海上丝绸之路民族艺术、多民
族艺术品种比较研究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将互派代
表团开展艺术考察，搜集创作素材，联合创作，开展
艺术作品巡演巡展；将建立优质课程的共享机制，开
展课程的共建共享。

文化交流增进信赖和友谊

“一带一路”民族艺术教育联盟的成立是涉及教
育、文化、民族、对外交往的大事。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秘书长周燕对“一带一
路”民族艺术教育联盟的成立表示肯定。她指出，中
国教育对外开放事业进入了提质增效和内涵发展的新
阶段，对推动人文交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能力和水
平提出了新的要求，“成立‘一带一路’民族艺术教
育联盟是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文化强国战
略、教育强国战略的有效形式，体现了中央民族大学
的使命与担当”。

国家民委教育科技司司长田联刚表示，文化交流
能削减文明隔阂，文化互鉴能超越文明冲突，通过文
化的力量，相互间可以增进信赖与友谊。“一带一
路”建设之所以能在沿线国家得到强烈的呼应，这与
他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高度认同是离不开
的。他希望联盟的各成员单位通过文化艺术，促进真
情交流和民心共振，为增强“民心相通”做出更好的
成绩。

“‘一带一路’民族艺术教育联盟刚成立，第一
步先把国内艺术院校联合起来，紧接着还将联合国外
院校。中央民族大学跟国外 100多所高校有战略合作
协议，这些院校大部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它
们的加入将使联盟的力量更为强大。”石亚洲表示。
作为“一带一路”民族艺术教育联盟发起方和秘书处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今后将依托各成员大学相互协
作，共享机遇，开放合作，集成创新，把“一带一
路”民族艺术联盟建设成为交流与务实合作的平台，
共同推进“一带一路”民族艺术教育共同体的发展，
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和民心相通。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正是针对艺术而言。
艺术可以超越国界、超越民族，超越时空。在对外交流中，民
族艺术走出去是没有门槛，也是最行之有效的。

中央民族大学拥有 56 个民族的师生和实力雄厚的音
乐、舞蹈、美术等艺术学科，得天独厚的民族艺术优势，
使其成为对外交流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将民族艺术走出去的经验推广开，让民族艺术的交流
效应产生几何式增长——在“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的
过程中，中央民族大学发起成立“一带一路”民族艺术教
育联盟，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带一路”要建成一条文明之路，要以文明交流超
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
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就需要

建立多层次人文合作机制，搭建更多合作平台，开辟更多
合作渠道。“一带一路”民族艺术教育联盟的成立，不仅
为“一带一路”民族艺术交流建立了合作机制，也为“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艺术院校搭建了新的重要的平台，开
辟新的合作渠道，创新合作模式。

“一带一路”要实现民心相通，关键在于达成文化共
鸣，而要达成文化共鸣，必须要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文化
交流。“一带一路”民族艺术教育联盟商定了章程，成立
了机构，绘制了蓝图，制订了规划，在人才培养、科研合
作、创作展演等方面明确提出“双百千万工程”，以务实
的项目和目标为抓手，开启了“真干事”“干实事”的新
阶段。

“一带一路”民族艺术教育联盟为艺术院校搭建了一

个新平台，打开了未来交流合作的新思路。今后，在走出
去交流合作时，音乐、舞蹈、美术、戏剧、设计等艺术门
类以及中央院校、地方院校既可以“单枪匹马”，也可以

“抱团取暖”“合力断金”，把民族艺术的魅力传播得更
远、更广、更深。

“一带一路”民族艺术教育联盟为艺术学科的发展引入
了新动能。中国的民族艺术不是在真空中封闭发展的，每
一次大的发展都和对外交流密切相关。在“一带一路”建设
带动起来的盛大的对外交流中，民族艺术教育同样迎来了
空前发展的机遇。抓住机遇，开辟新天地，增添新动力，民
族艺术教育就能迎来新时代的新发展。

2019年春节前，“一带一路”驻华大使新
春联谊会在北京举行。中央民族大学“锦绣
中华·魅力民大”艺术团在联谊会上进行了专
场演出，得到与会嘉宾的热烈称赞。

开场汉唐群舞 《咏舞》 再现宫廷宴乐中
袖舞温婉含蓄、妩媚轻柔、飘逸飞扬的舞姿
与美态；蒙古族群舞 《潇洒青年》 表达了蒙
古族小伙子对大自然的崇敬，草原上骏马驰
骋，展示了蒙古族青年潇洒豪放的性格和对
幸福生活的憧憬；苗族歌曲 《苗岭飞歌》 歌
颂了美丽的苗乡，描绘了登上高高的苗岭，
看见清秀的河水、美丽的村寨和美好的家
乡；《北京喜讯传边寨》表现了喜讯从北京传
到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山寨时，山寨人民载歌
载舞，热烈庆祝的情景；傣族独舞《紫陶灵》，
表现了紫陶在光影的照射下熠熠生辉、富有灵
气；维吾尔群舞《石榴红了》表现了中国56个民
族在这美好的新时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
相拥，开花结果，凝聚着团结的力量；各民
族群舞 《锦绣中华》 展示了中国各民族浓郁
的民族舞蹈风格，表现了中国各民族团结奋
进、多姿多彩的美好生活景象。整场表演气
势恢宏，展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

来自马尔代夫、阿联酋、葡萄牙、摩洛
哥、古巴、巴基斯坦等 32 个国家驻华使节、
联合国驻华系统以及中国 500 强企业代表近
200位中外嘉宾，现场欣赏了精彩演出。

（文 纳）

“一带一路”民族艺术教育联盟成立

为“一带一路”打上艺术底色
□ 本报记者 卫 庶 郑 娜

“通过民族艺术的交流互鉴，促进民心

相通，增强国家亲和力、感召力，为‘一

带一路’打上文化底色，这是我们能做并

且能做好的。”基于这样的责任和使命，近

期中国28所知名艺术院校共同成立了“一

带一路”民族艺术教育联盟。这是国内第

一个几乎覆盖了所有艺术类学科群的联

盟，也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创作展演等目标的艺术教育联盟。

上海音乐学院、广西艺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民

族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中

南民族大学、云南艺术学院、天津音乐学院、内蒙古艺术学

院、内蒙古师范大学、四川音乐学院、东北师范大学、北京

电影学院、北京服装学院、北京印刷学院、北京舞蹈学院、

西北民族大学、西安音乐学院、西南民族大学、西藏大学艺

术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哈尔滨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

首都师范大学、鲁迅美术学院、新疆艺术学院。

有交流才有共鸣和发展
□ 郑 娜

有交流才有共鸣和发展
□ 郑 娜

民族歌舞打动

“一带一路”驻华大使

澜湄国家文化遗址管理培训班 2 月 19 日
至 21 日在缅甸蒲甘开班。中国、缅甸、老
挝、泰国、柬埔寨、越南文化遗址保护专家
在此交流文化遗址保护经验与管理办法。

缅甸宗教事务和文化部长昂哥在澜湄国
家文化遗址管理培训班开班式上致辞表示，
丰富的文化遗址是澜湄国家的财富，每个国
家的文化遗址都对人类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
作出了重要贡献。培训班将强调保存、保护
和管理文化遗址的重要性，为澜湄大家庭的
下一代呈现价值无可估量的文化遗产。

中国驻缅甸大使洪亮致辞说，文化遗址
管理培训班是在澜湄合作专项基金支持下开
展的重要合作项目，旨在为六国专家提供交
流平台，分享文化遗址保护经验，共同提升
文化遗址管理水平。澜湄国家就文化遗址保
护加强合作，就是传承共同文化记忆，将深
化澜湄国家友好关系，巩固传统友谊。

文化遗址保护合作也是中缅共建“一带
一路”和中缅经济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当
前，中方正在全力帮助缅方开展蒲甘佛塔修
复、古城申遗勘测与规划，并积极参与若开
邦妙乌古城遗址的申遗、保护和开发。

（庄北宁 黄庆义）

第四届德国中国电影节 2 月 20 日晚在德
国西部城市杜塞尔多夫开幕，《阿拉姜色》

《第一次的离别》《悲伤逆流成河》《幸福马上
来》 等 11部中国影片将在杜塞尔多夫和法兰
克福两地展映，并角逐本届电影节最佳影
片、最佳编剧、最佳男女演员等奖项。

开幕式上，主办方欧洲时报文化传媒集
团总裁、《欧洲时报》社社长张晓贝说，德国
中国电影节已为当地华侨华人和德国观众带
来了几十部富有现实主义色彩和人文主义情
怀的中国电影佳作。“我们将努力把电影节办
好，使它成为中德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

杜塞尔多夫市市长盖泽尔说，相信通过
举办德国中国电影节，中德友谊会在杜塞尔
多夫进一步加深。

中国驻杜塞尔多夫总领事冯海阳说，文
化因交流而丰富，因交融而多彩。作为中德
人文交流高地之一，北威州及州府杜塞尔多
夫市与中国的人文交流日益紧密，对促进双
方互鉴共赢发挥着重要作用。

除 11部竞赛影片外，本届电影节“向大
师致敬”单元将展映本届评委会主席、中国
著名导演刘杰执导的3部影片，它们是《宝贝
儿》《透析》和《捉迷藏》。

本届德国中国电影节持续5天，获奖名单
将于2月24日在法兰克福揭晓。

（沈忠浩）

澜湄六国专家共商

文化遗址保护合作

德国中国电影节

在杜塞尔多夫开幕

德国中国电影节

在杜塞尔多夫开幕

“一带一路”民族艺术教育联盟首届理事会成员单位（以

笔划为序）：

▲内蒙古艺术学院原创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 人民图片

链 接 ▶▶▶▶

▲美国欧道明大学与中央民族大学进行交流音乐会
中央民族大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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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舞蹈学院在罗马尼亚表演舞剧《国风》 新华社发▲北京舞蹈学院在罗马尼亚表演舞剧《国风》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