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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西安全城各处散落着多如繁星的
文物，仿佛保留时空碎片的“永恒之
城”。古与今在西安奇妙嵌合，让人有
种文物堆里“长”出个城市的感觉。

西安，历史上的长安。十三朝古
都，3100 多年的建城史，1100 多年的建
都史，一个个朝代在这里留下印记，“叠
加”成现在的西安。西安在最大程度上
保留着青砖黛瓦、古楼高墙，每一寸土
地都浸润这厚重的历史文化。“一入长
安游”，无论古今都是许多人的梦想。

市中心的明代钟鼓楼，是西安的
地标。朝迎日出，暮送夕阳；大雁塔、
小雁塔，遥遥相对，雄伟端庄；兵马俑
与华清宫千年相伴，金戈铁马与风花
雪月交相辉映……

强汉盛唐均曾建都于此，长安之
名远播世界。唐代诗人王维曾描述长
安的繁盛——“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
衣冠拜冕旒”。

西安火车站外，是有着“千宫之
宫”之称的唐大明宫遗址。根据考古
实证和历史记载复原的宫门气魄宏
大，正对火车站广场，当旅客拾级而

上，宏伟的宫门撞入逐渐开阔的视野
中，初见就被“长安”的宏伟击中，有种

“历史扑面而来”的震撼。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巍峨

的殿宇坐落于高大的台基之上，对称
的双出阙楼与博物馆主体遥相辉映
……从几十米宽度的台阶拾级而上，
古代朝会的体验感拉满。“手中就差块
笏板，我就在上朝了。”身边游客轻笑。

在西安，寻古访旧甚至不需要进
博物馆，随便走走就能与历史遗迹不
期 而 遇 。 街 巷 里 ，一 处 砖 阁 默 然 伫
立。“问起塔来塔有名，大名鼎鼎魁
星阁……”摊贩大叔唱着秦腔“广而
告之”。

地铁站内“乱入”两口古井，标牌
显示，一口“来自”元代，一口“来自”
清代。修建地铁时发现，就被原地保
护，与地铁的破风声和人们匆忙的脚
步相伴。这在其他地方略显“错乱”
的一幕，在西安随处可见。“这不算
啥，西安就是个巨大的考古工地，哪
都能挖出文物。”有本地人调侃地向
外地朋友介绍。

夜幕一层层覆盖，西安市中心不
少人驻足而立，凝望钟楼。钟楼被点
亮的瞬间，响起一片“哇”声。飞檐翘
角，斗拱层叠，金顶肃穆，白日间“平平
无奇”的古建筑，在夜空中勾勒出壮丽
的轮廓，仿佛一位盛装的古代仕女，川
流的车灯织就她闪亮的冠冕。此时此
刻，长安穿越而来。

登上城墙，白天里可辨的“正南正
北”“经纬分明”，在夜晚更加清晰，千
百年来依然能看出唐代时“百千家似
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格局。眺
望城内，明代建成的钟鼓楼在明城墙
的环抱下隔空相对。

千年一觉长安梦。亮灯时刻，不
少人身上的汉服仿佛一秒“激活”，各
展其美。

战国袍、汉曲裾、唐襦裙……衣袂
飘飘，裙裾轻扬；团扇轻翻，环佩声响，
有结伴打卡的“公主”“千金”，有拍摄
帅气古装视频的“书生”“将军”，还有
阖家出游的“古代家族”……一时间，
颇有“楼上楼前尽珠翠，炫转荧煌照天
地”之感。

“看看我的周围，感觉好像是站在
古今的交汇点上。”来自广东的游客林
萱怡说。她妆发精致，俨然从大唐“穿
越”而来。

如果说夜晚的钟楼街区是“古穿
今”，那么，夜晚的大唐不夜城则好似

“今穿古”。这里街道宽阔、朱墙金顶、
灯火辉煌，人潮涌动。唐代的历史文
化元素汇聚在 2 公里的街道中，霓虹
宫灯令人目眩神迷。

“李太白”翩然而至，立身巨型宫
灯上恍若谪仙，朗声道“君不见，黄河
之水天上来”；无论是汉服还是时装，
摩肩接踵的人群齐声接道“奔流到海
不复回”。

街区中，乐队正在吟唱，歌曲中周
秦汉唐的波澜壮阔，让许多民谣爱好
者驻足聆听：“李白走下了西安北的列
车，杜甫见老朋友心中感慨良多，同游
大明宫内大小亭台楼阁……时间悄悄
越过长安与西安的分界，我们终将在
这片土地上热烈相见！”

合唱渐成洪流，在古老又现代的
都市中流淌。

西安：文物堆里“长”出的城市
2025“盛世壁藏——唐代壁画文化特展”2月25日在位于台中

的东海大学开幕，带领观众穿越千年体验盛唐气象。
该特展是“盛世壁藏”系列唐代壁画展在台展出的终章，精选

来自陕西多个历史考古单位的40多幅壁画，以高清数字打印图像
的方式展出，分为“梦想之都”“锦瑟年华”“欢歌笑语”“逐梦青云”

“青年力量”五个单元，直观呈现唐代古人生活、娱乐、运动、休闲
等场景。

据介绍，该系列特展2020年在台展出的首部曲介绍了唐代盛
世辉煌，2022年展出的第二部曲描绘了唐人节庆与日常，2024年开
展的第三部曲特以“青春年华”全新视角切入，让观众领略唐代壁画
中青春男女的生活。系列展览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陕西省文物交
流协会、台湾中华翰维文化推广协会等主办。

台湾中华翰维文化推广协会理事长陈春霖表示，盛世大唐的
“大”不只是疆域广、城市大、人口众，还在于其大度包容的胸怀、兼
济天下的气魄、开放多元的心态。希望通过系列展览将文化艺术之
美、文物修复保护理念传递给观众。

东海大学校长张国恩表示，依据中华文化里“事死如事生”的理
念，展出的墓葬壁画都是历史的记录，再现了唐代古人的生活样
貌。特展通过古代的壁画图像叠加现代的呈现方式，可以让人从另
一个角度观照中华文化。

本场展览新增《出行仪仗图》《舞女图》等精彩壁画图像。其中，
《出行仪仗图》展现了唐人华丽出行的场景，画中彩轿、骏马、人物皆
巧扮盛装，盛世风貌令人赞叹；《舞女图》中，画家以流畅的线条、绚
丽的色彩描绘一位舞者充满青春气息的曼妙舞姿，富有感染力与共
鸣感。展场还特别设置汉服穿戴、壁画临摹、曲水流觞游戏等多项
互动活动。

展览开幕当日，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鉴定研究部主任权敏还
通过一场讲座，讲解唐墓壁画的发现、制作材料和工艺、保护等知
识，带领听众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唐代壁画凝结着中华民族
千百年来的璀璨文化，反映着一个时代绘画的精华，是中国古代壁
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礼仪色彩和艺术价值。”

位于台中的该特展将持续至3月22日，之后还将前往新北、新
竹展出。

“对话中国”国际视听合作论坛2
月25日在伦敦举办，来自中英两国的
影视从业者展开产业交流合作对
话。中英行业专家表示，找到值得信
赖的合作伙伴和跨国制作团队是跨
国影视制作的重要成功因素，有助于
架起文化的桥梁。

“对话中国”国际视听合作论坛
是 2025 伦敦电视节“中国联合展台”
的系列活动之一。中国驻英国大使
馆公使衔参赞李立言在论坛开始前
表示，希望更多的中国影视企业能够
抱团出海, 带着最新最好的作品, 积
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把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和文化科技融合发展的新成
果展示给世界。

英国雄狮电视首席创意官理查
德·布拉德利在论坛上表示，雄狮

电视致力于与中国合作方联合制
作影视产品。15 年来，公司已同合
作伙伴在中国制作 20 多个不同规
模的作品。“我们所有作品的核心
团队都来自中国。我只想说如果
你能找到正确的合作伙伴，并与他
们紧密合作，你就可以做出成功的
项目。”

金色梦想传播英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说，在共同制作中英合拍纪录
片《当苏格拉底遇上孔子》过程中，两
国团队共同努力，在不同文化间架起
沟通桥梁的同时，也帮助全球观众了
解两大文明。

本次伦敦电视节期间，中国数十
家参展机构带来近百部彰显中华文
化底蕴的视听精品，并在“中国联合
展台”进行现场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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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影视业从业者：

跨国影视制作
架起文化交流的桥梁

2月26日，演员表演莆仙戏《大五福》。莆仙戏被列
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当日，2025年莆田“尾暝灯”文艺踩街活动在福建省
莆田市举行。莆田是福建省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妈
祖文化的发祥地，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城市，历史积
淀悠久绵长。

2 月 24 日，在吉林省第二实验朝阳学
校，糖画艺人董露露（右二）指导学生制作
糖画。

当日是吉林省长春市中小学开学第一
天。吉林省第二实验朝阳学校将非遗融入
开学第一课，让学生们体验传统文化的独
特魅力。

文艺踩街活动在
福建莆田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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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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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天地、拜陈公，行者歌、居者
宁，狼烟息警，山城如画，军号吹响，
陈公出征，震慑八方，陈璘文化，薪火
相传……”随着舞台剧《粤将陈璘·龙
崖烽火耀山河》的上演，广东省云浮
市云安区 2025 年陈璘民俗文化活动
周拉开序幕。

陈璘原籍广东翁源，后落籍广
东省东安县（今广东省云浮市云安
区），是明代抗倭将领。陈璘的功
绩在当地人民心中留下不可磨灭
的印记。时值陈璘诞辰 493 周年之
际，云浮市云安区于 2 月 22 日至 24
日举办了 2025 年陈璘民俗文化活
动 周 系 列 活 动 。 舞 台 剧《粤 将 陈
璘·龙崖烽火耀山河》正是依据陈
璘 的 一 生 经 历 改 编 而 成 的 ，通 过

《敬太保》《治三罗》《战露梁》《传薪
火》四个篇章，生动演绎英雄陈璘

的传奇一生。也让观众穿越历史，
感 受 英 雄 的 风 采 。“很 壮 观 ，很 震
撼，就像把我带到了当年陈璘将军
出征的现场一样。”观众李女士看
得很过瘾。

舞台剧展演一结束，大型民俗文
化巡游接场上演。由双龙腾跃呈瑞
祥、群狮齐贺启华章、将军出征护国
疆、英武小璘展铿锵等10个方阵组成
民俗文化巡游队伍接续出场。这场
融入本土民俗风情、历史故事、文化
特色的群众文化活动，将现场气氛推
向高潮。“不由自主就跟着大家一起
巡游了，还不时有当地人和我说陈璘
的故事。”来自委内瑞拉的游客索菲
亚说。

“每个城市都有英雄，陈璘将军
就是云安的英雄。”前来参加活动周
的埃塞俄比亚游客迪伊说。

长篇小说《国宝》
重现故宫文物南迁之路

作家祝勇的最新长篇小说《国
宝》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通
过 一 个 家 庭 的 悲 欢 离 合 、聚 散 流
徙，再现了战争岁月中故宫国宝南
迁又返归的历程，描绘了文化守护
者群像。

日前在京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邱华栋、茅盾文
学奖得主梁晓声等专家表示，《国宝》
以近 60 万字的篇幅书写了一段中国

近现代历史，以小见大，以家映国，不
仅是一部文物的迁徙史，更是关于家
国命运的深沉叙事。

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
年。祝勇说，希望通过重现故宫文物
南迁这段传奇的文化征程，将一代故
宫人的守藏之心呈现于纸上。

据悉，本书是2024年度国家出版
基金资助项目，已入选中国作家协会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博物馆之间的交流不仅限

于馆藏资源的共享，还可以设置
议题交流探讨、开展研究宣传
等，形成多样化的文化交集。”南
京历代云锦博物馆馆长简名伟
日前在澳门举行的保利美高梅
博物馆与南京历代云锦博物馆
文博交流活动——“云锦非遗传
承创新”分享会上表示。

分享会在保利美高梅博物馆
召开，以正在展出的南京历代云
锦博物馆珍贵藏品——《丝路华
章》开场，围绕云锦这项非物质文
化遗产所承载的千年中华文明，
深入交流探讨云锦的保护、传承
与创新。云锦织造技艺国家级代
表性传承人周双喜讲述了云锦背
后的文化精神。周双喜说，《丝路
华章》在澳门的博物馆与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的文化艺术同场展
出，是促进艺术珍品、非遗技艺、
文化故事交流互鉴的绝佳机会，
能让中国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与认知，进而
促进传承与发展。

“博物馆正在世界文明交流
互鉴中发挥桥梁作用，把区域性
文化引向更广阔的世界。”简名伟
表示，南京历代云锦博物馆赠送
两件代表性云锦现代艺术品《直
遂青云》及《多福多禄》予保利美
高梅博物馆收藏，希望借此展示
非遗云锦的现代艺术力，将中华
文化的故事传播更广、更远。

澳门文博界人士等近百人
参与分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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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云浮：

云安陈璘民俗文化活动周开幕

本版稿件据新华网

左手持杯、右手握笔，一笔一画
之间，栩栩如生的哪吒形象“跃然杯
上”。2月26日，走进江西景德镇古窑
民俗博览区，景德镇高级陶瓷美术师
许克文正在瓷器上手绘哪吒，创作独
具特色的“魔童闹海”系列瓷器。

画完哪吒的主体形象之后，许克
文接着画哪吒身后的背景，“背景的
创作是最难的，因为没有参照物，所
以我根据神话传说设计了仙气飘飘、
烟雾缭绕的背景。”

“将工笔与写意相结合、青花与
釉下高温颜色相搭配，把绘画、书法、
陶瓷结合在一起。”许克文一边创作
一边介绍，《哪吒之魔童闹海》是国漫
文化的代表、瓷器是传统文化的代
表，传统与潮流相互碰撞、相互交融，
希望借此创作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

据了解，许克文从2月8日开始创
作“魔童闹海”系列瓷器，截至目前，
创作出近 20 个成品，“基本上我画出
来几个就会卖出去几个，我想凑齐一

套都不容易。”
2009年，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

提出了“历代瓷窑炼就千年瓷都，系
列复烧彰显中华文明”的口号，先后
复建复烧了13座历代典型制瓷窑炉，
200多位工匠艺人坚守在传统手工制
瓷的生产线上，实现了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景德镇手工制
瓷技艺”“景德镇传统瓷窑作坊营造
技艺”的有效保护、活态传承，打造出
千年瓷都“活”的博物馆。

国漫顶流哪吒“邂逅”景德镇非遗青花瓷

“正月廿九复拗九，端粥端到家
门口……”2月26日，在福建福州一家
福利院内，94岁的杨碧琳和90岁的杨
碧瑜拿起快板为大家唱起福州童谣

《拗九谣》。拗九节是福建福州特有
的民俗节日，从“一家之粥”到“满城
粥香”，作为当地弘扬孝老爱亲美德
的重要载体，已有 400 多年的历史。
在这一天里，福州人用一碗甜粥——
拗九粥来孝敬长辈、馈赠亲友。热气
腾腾的拗九粥温暖着榕城的老年人。

连日来，福州市各学校让学生参
与孝老爱亲系列活动，为长辈们制作
感恩贺卡，身体力行孝敬父母、尊敬
长辈。在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一小
学，学校组织学生为老人送上拗九

粥。“这样的活动能够加深孩子们对
传统节日的认识和理解。”该校副校
长蔡宗胜介绍。

身着汉服、煮粥送粥……在榕台
青陈筱婷是新福州人，自去年起，她
便积极参与拗九“孝老爱亲”活动。

“这里的社区人情味很重，早就听说
拗九节是个很温暖的节日。两岸同
根同源，敬老爱老习俗相通，我要向
更多人宣传拗九节。”她说。

记者看到，拗九节期间，平日为
来往行人提供饮水便利的爱心茶摊
也添上了一锅拗九粥，吸引了众多市
民游客驻足品尝。有网友评价，这是
城市温暖的传递。

节日的暖意不只停留在一碗粥

里。“现在何止拗九节？我们可是日
日享‘福’呢！”跟着七旬老人郭文琳
走进军门社区，便能发现幸福：从伬
唱、评话表演到歌舞排练、阅读观影，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启老人快乐时
光；从平价家常菜到时令美食节，长
者食堂带来“舌尖上的幸福”……

放眼福州，这份尊老敬老的情怀
正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
如今，福州共有养老机构169家，各级
各类养老床位5.7万张，养老服务机构
数和养老服务供给量均居全省首位，
不仅如此，福州还创新探索“长者食
堂+学堂”模式，实现饭桌课桌按需转
换，并联合多家企业发起“银龄守护
者联盟”，加快建设老年友好型城市。

福建福州：孝心长存岁月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