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当代的展品，
“茶·世界——茶文化特展”将 6000余年
茶历史浓缩到 2800余平方米展厅内，观
众可以一步经年，与一批“最”字辈的文
物照面。

年纪最长的——出土于浙江余姚河
姆渡文化田螺山遗址的古茶树根遗存。
它们将中国人工栽培茶树的时间上推
至距今 6000年前后。山东邹城邾国故
城战国墓出土的茶碗与茶叶遗存是考
古发现年代最早的饮茶实物证据。至
于这碗茶是药用还是食用，还不得而知。

茶宴上，群星荟萃。茶仙陆羽在午

门展厅一头一尾，实现了一次跨越千年
的相遇：入口附近，一件青釉执壶人像
旁陈列着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竹素
园刻本《茶经》。“这是世界第一部茶叶
专著，有学者认为这件瓷塑与陆羽有
关。”故宫博物院器物部副研究馆员
单莹莹抬手指隔壁展柜，“《新唐书·陆
羽传》中提到‘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
炀（音杨）突间，祀为茶神’。这组河南
省巩义市司马家族墓地出土三彩煎茶
用具中，坐俑模型正是端坐在煎茶风炉
旁，应为陆羽像。”出口旁，一处臆想中
的乾隆茶室内，摆放一件泥塑彩绘茶仙
人像。“它原陈设于承德避暑山庄千尺
雪。由乾隆写的《竹炉山房》诗，可知此
像就是陆羽。”

清代《西园雅集图轴》中，苏轼、米
芾等 16位名士出现。《弘历是一是二图
像屏》和《雍正耕织图像册》中，两位皇
帝露脸，还有一些名士的私有物展出，
比如“出土自河南省洛阳市白居易宅院
遗址的白釉盏托和渣斗等，可能是这位
大诗人使用的茶具”。

陆羽写“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
宜精行俭德之人”，将喝茶上升到精神
层面。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策展人王光尧
说，中国茶道追求天人合一、人文和自
然的和合。“茶”字拆开，就是“人在草木
间”，形象解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
一片树叶到杯中香茗，饮茶将天地山川
之物化为生活日用。

从贵州侗族敬神烧茶的用具，到金
代的点茶茶具组合；从民间的黑陶茶
壶，到乾隆御用的扎卜扎雅木刻诗句
碗；从茶马古道上的马鞍，到清代的茶
叶销售执照“茶引”……茶在潜移默化
间增进了历史上中国各地区、各民族的
交往。

一叶望千年 众多与茶相关文物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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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抹“点缀”到一股热潮

“国风戏腔”正在拨动年轻人的心弦

茶起源于中国，盛行于世界。传说早在神农氏时代，中国人已

经开始认识并利用茶。故宫博物院午门及东西雁翅楼展厅展出的

“茶·世界——茶文化特展”，汇集国内外 30 家考古文博机构的 555

件代表性藏品，分“茶出中国”“茶道尚和”“茶路万里”和

“茶韵绵长”四部分，讲述一片东方树叶沟通中华

上下数千年，连通世界东西南北的

传奇。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

想，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由中宣部文艺局、中国文
联国内联络部和相关全国文艺家协会共同主办的“艺苑撷
英——2023年全国优秀青年艺术人才展演”，近日在北京
拉开帷幕。

展演旨在进一步提高青年艺术人才培养的组织化程
度，营造文艺界“大练兵、大比武”的氛围，为青年艺术人
才搭建高规格、专业化、机制性的培养展示平台，持续推
动相关艺术领域新秀辈出、群星灿烂，更好担负起新时
代新的文化使命。

展演于 11月 3日至 23日在北京民族剧院、中央
歌剧院剧场陆续展开，涵盖戏剧、音乐、舞蹈、曲艺、
杂技五个艺术门类，共演出 13 场，重点推介戏曲
生、旦艺术青年演员，青年弦乐人才，舞蹈新人，相
声小品评书等青年曲艺演员，杂技魔术青年演员
共 90 余人。展演期间，还将集中开展相关文艺
评论。

“艺苑撷英——2023年全国优秀
青年艺术人才展演”拉开帷幕

2023桂林艺术节：

艺术与山水相互成就

由广西桂林市与中央戏剧学院主办、国内及世界多国戏剧行业
人士参与的 2023桂林艺术节 5日落下帷幕。在为期 10天的活动中，

来自全球 14个国家及地区的艺术家携 33部剧目、约 140场活动走进这
座“山水甲天下”的旅游城市，为市民及游客带来自然之美和艺术之光。

此次艺术节中，近 80%的演出空间安排在室外。
在七星公园上演的瑞典新空间形体剧《岁月》，6名演员围绕着一棵古

树，用红绳圈起一个圆形空间，在圆形空间内为观众献上马戏、音乐与舞蹈的和
谐表演。演出结尾，一名演员收起地上的麻绳，邀约观众与演员们一起手拉手围

成圈，又带领着观众用手指触摸树皮，感觉树木的脉搏与呼吸。
七星岩洞剧场中，《阿伊亚》带领观众进入奇幻世界。格鲁吉亚国立绍塔·鲁斯塔

韦利戏剧电影大学校长乔治·沙鲁塔什维利说，为了呈现更好的演出效果，演出团队原本
计划自己搭建一个洞穴，但没想到这部剧能与当地的天然岩洞相契合，团队感到很惊喜。

这也是此次艺术节主题的体现——“美美与共、和谐共生”。演员们尝试打破舞台、自然
和人的界限，将艺术与山水自然有机相融，共同谱写和美乐章。

本届艺术节还着重探讨了民族戏剧的建设与发展，特别是构建“中国演剧体系”的可行
路径，力求延续发展欧阳予倩、焦菊隐等戏剧家提出的建立“我们的体系”倡议，在世界戏剧的
丛林里树立特色鲜明的中国形象体系。 （据新华社南宁电）

11 月 7 日，游客在良渚博物院内参观。
良渚博物院是一座集收藏、研究、展示和宣传
良渚文化的考古遗址博物馆。

良渚遗址是我国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19 年 7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43 届世界

遗产委员会会议经过审议决定，将中国的世界文化
遗产提名项目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良渚古城遗址为实证中华 5000 多年文明提供
了无可辩驳的实物依据和确凿的学术支撑，填补了

《世界遗产名录》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的空
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堪称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

例，为世人认识真实、全面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提供
了又一个独特的历史文化窗口。 新华社发

国风翻唱在业内并不新鲜，在周杰伦的《霍元甲》中，他模仿旦角的
小嗓唱着“小城里，岁月流过去”，在陶喆的《Susan说》里，他则唱了“苏
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在《新贵妃醉酒》里，李玉刚则明显
突出了“戏腔”演唱。以前“戏腔”仅是流行音乐里的某种点缀，如
今各类视频平台里年轻人已经习惯用“戏腔”表达自我。“国风戏
腔”用创新的表达形式，梦幻的跨界联动，越来越让年轻人为之
心动。

近年来，国风翻唱、戏腔和流行音乐结合，已然成为
一股热潮，电子国风、DJ 版改编歌曲各种创意层出不
穷。《高山流水觅知音》节目还将歌曲《探窗》用实景
和数字技术相结合，进行了充满故事性的演绎。
此外，著名京剧演员郑潇也翻唱过《赤伶》，她
演绎的《戏腔炸裂，国家队翻唱古风神曲〈琵
琶行〉》，播放量也不俗。“古风”“戏腔”

“流行歌曲”点燃了传统戏曲的流行
热潮，“跨界”的范围越来越广，这
些国风翻唱的创新作品，为戏
曲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提
供了积极能量。
（据《齐鲁晚报》）

因为翻唱京剧戏腔歌曲而走红的上戏“416 女团”，近日

因成员们的重聚又登上了热搜。舞台上，五位姑娘合作唱响

了京剧戏腔歌曲《探窗》，将人们的视线拉回到了两年前她们

刚出圈的时候。“国风戏腔”为何受到当下那么多年轻观众的

喜爱？

“416女团”目前已经解散，她们曾
经被看作“国风翻唱在传统文化推广方
面的典范”。这个组合是两年前火的，
成员是上海戏剧学院的五位 00后女学
生，当时五人凭借翻唱京剧戏腔歌曲在
网络走红，因为她们大部分住在 416宿
舍，也被网友称作“416女团”。

2019 年以来，她们持续在短视频
平台上发布日常练功、演唱的视频，教
网友分辨不同流派唱腔，记录生活的同
时普及京剧知识，逐渐收获了一批观
众。2021 年 4 月，上戏“416 女团”在毕
业汇报演出上表演了《探窗》，几人用戏
腔翻唱了古风歌曲《赤伶》，分别使用
程派青衣、荀派花旦、老旦等唱腔，将

歌曲演绎出优美而又有层次的意境，
迅速“破圈”。

目前几位姑娘已经毕业，但在短
视频平台上，她们还在持续推出作品，
不时隔空共同录制歌曲，依旧坚守着
戏曲梦。上戏“416女团”用的戏腔，是
在古风歌里加入戏曲元素演唱的歌曲
形式。这种表演向外界传递了京剧的
魅力和价值，还有很多年轻人被激发
出对京剧艺术的兴趣和喜爱。在短视
频平台上，戏腔翻唱的古风歌曲被广
泛运用于年轻人喜欢的变装、展示自
然风景类的视频当中，也出现了很多
年轻人和知名歌手学习、模仿戏腔的
翻唱视频。

00 后和京剧

国风翻唱热潮

据新华社美国波士顿 11月 7日电“园
见南京”文化主题艺术展 6日在坐落于美国
波士顿市中心的法尼尔厅拉开帷幕。该主
题艺术展是 2023年“中国南京周”系列活
动的重头戏，旨在通过文化交流推动两地
民心相通，为中美人文交流注入活力。

展览以“微笑传递”为主线和视觉元
素，从“数字金陵图”到“锦绣今南京”，串
联起包括“金陵繁华市井”“长江大保护”
“人文绿都南京”等故事脉络。

南京市政府代表、南京市对外文化交
流协会副会长彭振刚表示，“园见南京”文
化主题艺术展希望通过艺术展示、共创
实践等活动形式，进一步促进中美双方
在人文交流、绿色发展等方面的互学互
鉴，全方位展示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
的底蕴与绿色人文都市的现代活力。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屏在开幕式
致辞中表示，包括此次主题艺术展在内
的“中国南京周”活动是一场文化盛宴，
将使美国观众对南京有一个全新的、更
加多维的认识。

自 2015年起，“南京周”城市推介
活动已在法国巴黎、意大利米兰、英国
伦敦等多座城市举行，并曾于 2017 年
和 2019年在美国纽约和旧金山举办系
列文化活动。

“园见南京”文化主题艺术展
为中美人文交流注入活力

一幅幅古画串起来，仿佛饮茶习惯变迁
的“连环画”。

《春宴图》，描绘文人雅聚，画卷中段绘
长方宴桌，文人围坐，桌上摆放托盏和盘，旁
侧安放备茶小桌，燎炉、汤瓶、茶末罐、茶匙、
盏托、茶盏一应俱全，呈现了宋代文人饮茶
宴乐的风雅生活。

《茶具十咏图轴》中绘一文人独坐草堂
中品茗，侧室陈列茶具，童子吹火烹煮。堂
后松木挺拔，益见清幽。作品上方楷书《茶
具十咏》诗，反映了文徵明对茶文化的认识。

《竹园品古图页》中，描绘文人在庭院中
品鉴古玩字画，一名童仆在屏风后用风炉烹

茶，一名侍女托盏侍立。体现
了“人物、环境、陈设、雅事，和
谐统一”。

40 余件（组）故宫博物院收
藏的清代贡茶也在此次展览中亮
相。其中，产自安徽省霍山县的
珠兰茶，清代银针茶、梅片贡茶等
为安徽重要的贡茶品类。与其他
类茶叶多以茶叶罐包装不同，这种
茶的包装以“桶”为单位，规格要比常
见的茶叶匣大得多，工作人员说：“布
展时打开盖子时，还可以闻到淡淡的茶
叶味。”

讲述茶传奇

“茶文化特展”

和世界

一叶茶连通古今

一件唐代《托盏侍女图》为屏风画《弈棋仕女
图》局部，是唐代贵族眷属家居“生活照”。这幅
出土自新疆、保存了 1000多年的画上，仕女手持
高足托盘和高足杯，为对弈的主人进茶。

如何判断是茶，不是酒？专家说，茶盏和酒
盏都配有托。观察画面中的侍女，是连托一起举
起，这说明此盏烫手。如果是酒，直接举盏就可
以。“这是目前的判断。毕竟没有更多考古方面
的支撑。”

相传，茶盏托是唐朝崔宁的闺女发明的。考
古发现，战国时期，人们拿一个碗喝茶，没有托；
不晚于南北朝有了茶盏、盏托的组合；到唐朝，茶

盏和盏托的组合已见于文献和图像。
新疆出土这幅画反映出唐代饮茶已风
行西域地区。

展厅里还展出了两件几乎一模一
样的铜胎画珐琅开光山水花鸟图八棱
提梁壶。每一件都集金属、珐琅和金
星玻璃等多种材质、工艺于一体，造
型、装饰仿自西洋茶壶式样，装饰图案
则保留中国传统绘画趣味，是一件中
西合璧的铜胎画珐琅精品。两件壶
均没有使用痕迹，应为纯摆设。
（据《北京晚报》《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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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茶“连环画”
古画串起饮茶习惯变迁

是茶是酒得看“托”唐代饮茶已风行西域地区
铜胎画珐琅开光山水花鸟图八棱

提梁壶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