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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大 观
WEN HUA DA 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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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保
护传承和创新发展，促进乡村文化
繁荣发展，2 月 27 日，由农业农村
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联共同
推出的“大地流彩——全国乡村文
化振兴在行动”启动仪式在潮州市
湘桥区桥东街道社光村举行。

被誉为“南国鼓王”的潮州大
锣鼓响彻云霄，梳头、盖头、跨火
盘、跨马鞍等独特浪漫的潮汕婚
俗，紧密结合二十四节气的潮州二
十四节令鼓……2 月 27 日上午，

“大地流彩——全国乡村文化振兴
在行动”在“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潮州市湘桥区桥东街道社光村宣
告启动。

今年春节期间，古城花灯展、
潮州大锣鼓、英歌舞等特色民俗
活动精彩纷呈，吸引八方游客到潮
州古城过大年，潮州古城人流量超
过 165万人次，上榜了全国假期旅
游热门地前 50 名，潮州再次火爆
出圈。

“此次在潮州举办活动，让我
们充分感受到广东乡土文化的繁
荣。”2月 26日下午，在全国农耕文
化保护传承培训班暨乡村文化振
兴座谈会上，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
事业促进司司长唐珂作主题报告。

唐珂在会上公布了“大地流彩——
全国乡村文化振兴在行动”的 12项
重点任务，其中包括主题宣讲、公
益培训、农民诗会、“国潮”展演、文
化地图、农趣活动等。“接下来，要
靠全国各地下‘绣花’功夫，完善载
体、形式，深入挖掘内涵，开展创新
性、创造性工作。”

“乡村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战
略的培根铸魂工程，要抓紧、抓实、

抓好。”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党组副
书记、省委农办常务副主任、省乡
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黎明说，传统
农耕文化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基因密码，又是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精神源泉。潮州作为一座山
海皆具的城市，农业资源丰富，农
村文化繁荣。近年来，潮州深入实
施广东“百千万工程”，走出了一条
文化助力城乡融合发展道路。

单霁翔：故宫到底有多少条龙？
中 国 人 对

龙 的 崇 拜 由 来
已久，形成了博
大 精 深 的 龙 文
化 。 在 中 华 传
统文化中，龙有
着 非 常 重 要 的
地位，被赋予了
祥瑞、智慧、力
量等丰富寓意，
成 为 中 华 民 族
的象征。

从 龙 年 春
节开始，中国的
春 节 列 入 联 合
国假日。“中国
年”为何能成为

“世界年”？放
眼世界，哪里能
寻 觅 到 最 多 的
龙 ？ 如 何 传 承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 中 国 文 物
学会会长、故宫
博 物 院 学 术 委
员会主任单霁翔
对此作出解读。

如何看待中国的春节列入联合
国假日？

单霁翔：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
传统节日，是千百年来中华文化积淀
的重要节日，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
欢度的喜庆节日。

春节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据不完全统计，春节民俗活动已走
进近 200个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有华

人的地方。春节正不断走向世界，
成为全球性的文化盛事。中国周边
的越南、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
亚，以及北美的加拿大、美国，非洲
的毛里求斯等近 20 个国家已将春
节列入该国整体或部分城市的法定
节假日。

春节，是一个重要符号，承载着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2023年底，春

节（农历新年）列入了联合国假日，这
与联合国一贯倡导的多元文化、和谐
共荣的理念相一致。

我们的世界是绚丽多彩的，不
是单一色彩的。民族的节日，承载着
各民族不同的文化精神、丰富的文化
积淀。

2024 年迎来甲辰龙年。龙为何
能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单霁翔：2024 年 1 月初，中国邮
政发行了《甲辰年》特种邮票，图案
汲取了中国历代经典龙形象中的文
化基因，结合生肖文化特征和邮票
艺术特点，色彩喜庆吉祥，寓意祥瑞
美好。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
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我出席了这
场邮票揭幕活动，再次聆听来自中国
香港的歌手张明敏演唱歌曲《龙的传
人》，想起 1984年春晚首次听到这首
歌时热血沸腾的情景。

龙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异动
物。作为中国人的图腾、中华民族的
象征，龙的形象和特征在绵延数千年
的历史长河中，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不断演变。

新石器时期红山文化的 C形龙，
被称为“中华第一玉龙”。距今 6000
年至 5000年的玉猪龙和 C形龙，以及
5000 年前长江流域的安徽凌家滩文
化中的龙首形玉器，它们之间有颇多
相似，无肢无爪，无角无鳞，推测是作
为图腾象征或用于祭祀的礼器。它
们印证了中国龙文化的源远流长，是
不同区域存在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
见证。

商代，龙出现在青铜器上，已
有口有角有爪；秦汉时期，龙的形
象更加丰富，不仅长“长”，还有了
明显的鳞片，并出现了水中游、空
中飞的形象；到了宋代，龙的形象
逐渐定型，尤其是龙开始成为皇权
的象征；明清时期，龙的形象依然
在演化，且龙图像已广泛出现在各
个领域。

可以说，龙文化博大精深，涵盖
了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和文化的
诸多方面，承载着中华民族璀璨文
化，凝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象
征。人们把龙视为吉祥、美好的化

身，并汲取龙文化的精神力量，如勤
劳勇敢、大胆创新、不屈不挠、奋发开
拓、自强不息，将龙引申出的美好寓
意赋予生活之中。

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的龙，能数得
清吗？

单霁翔：故宫里到底有多少条
龙？如今的故宫共有 1200 组建筑，
龙在宫殿屋顶、门窗、梁柱、台阶、栏
杆、藻井、瓦当等处，在漆器、木器、
珐琅器等器皿上，在绘画等各种藏
品中……可以说，龙无处不在，且形
态各异。虽然没有完全统计过，但
故宫可能是世界上拥有龙最多的一
处地方。

作为明清时期的皇宫，太和殿、
中和殿、保和殿是当时皇帝治国理政
的处所。以太和殿为例，这里俗称金
銮殿，皇帝即位、大婚、派将出征等重
要活动都在此举行。作为紫禁城规
格最高、最重要的一座大殿，估计有
13000 多只大小不同的龙，腾飞于殿
宇之间。

一般而言，古代屋顶上脊兽最高
品阶为 9只，而太和殿的屋顶多加了
一只行什，共 10只，这是中国古代建
筑中最独特的形式，数量之多为现存
古建筑中所仅见。

在太和殿内部，龙纹装饰主要集
中在顶部梁枋、藻井、御座等区域，采
用金龙和玺彩绘，气势磅礴，显示出
皇家宫殿的威严。

在故宫，还有一处照壁——九
龙壁，与山西大同九龙壁、北京北海
公园九龙壁并称“中国三大九龙
壁”。这面背倚宫墙而建的单面琉璃
照壁，是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 1772
年）改建宁寿宫时建造的。宁寿宫是
乾隆皇帝为自己退位之后准备的太
上皇宫殿，其大门的照壁规制之高、
烧造之华丽、设计之考究堪称照壁
之最。

这座照壁长 29.40米、高 3.50米，
壁上面的九龙分为正龙、升龙、降龙
三种，九龙翻腾自如，神态各异。九
条龙均以高浮雕手法制成，最高部位
高出壁面 20厘米，黄龙居中，周围有
蓝龙、白龙、紫龙，形成栩栩如
生的立体感。纵贯壁
心的山崖奇石

将九条蟠龙分隔于五个空间，“九五”
的数字体现中国古代“九五之尊”的
规制。

故宫里到底有多少条龙，数也数
不清。作为古都的北京，从博物馆
里、古建筑中，都能寻觅到诸多形态
各异、活灵活现的龙。

近年来刮起“博物馆热”“城市文
旅热”，这对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助
推城市发展起到怎样的作用？

单霁翔：传统文化，保护和利用
不是唯一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要传
承、弘扬，要把祖先创造的文化，经我
们的手、我们的时代，完整、真实地传
给子孙后代。

一座博物馆要想吸引更多普通
观众，尤其是吸引年轻人，就需要用
生动的、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新方
法”加以表达，采取新颖的形式、生
动的语言、丰富的内涵，呈现经典的
文化。

故宫博物院过去开放面积比较
小，展览和展品的数量比较少。对
此，博物院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
通过制定保护规划、扩大开放面积、
增加展览数量、举办文化活动、研发
文创产品、增加参观标识、应用数字
技术开发 App等措施，把更多文物藏
品展示出来，而不是束之高阁，这样
才能让文物更加健康、拥有尊严，才
能讲好文物的故事。

故宫还拍摄纪录片《我在故宫
修文物》，通过介绍稀世珍奇文物
的发现保护修复过程和一群年轻修
复者的生活故事，打动了很多年轻

人，也激发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兴
趣。如今，我作演讲、出书、参加综
艺节目等，也都是致力于弘扬传统
文化。

通过一系列措施，历经七八年的
光景，故宫的观众人数、年轻观众占
比，逐渐持续增长。

说到淄博、哈尔滨的“城市文旅
热”，我想，各地不断深入挖掘文化
资源，凝练出新的主题和文化活动，
吸引更多人关注、走进城市，这样的
城市“出圈”现象可能还会发生。但
重要的是，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优
势，都有独特的文化资源，要把这
些与现实生活对接，唯有此才能产
生更多关注、更多向往，让更多人
走进来。

就像文化遗产的保护一样，要
扎扎实实发掘并不断创新。我们已
经从文物保护走向了文化遗产保
护，而文化遗产不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独有的，它是人类共
同的遗产，要加强国际合
作、共同努力，推动文明互
鉴，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
获得深刻新鲜的文 化
体 验 ，享 受 丰 富 多
彩 的 文 化 成 果 。
这个过程不会一
蹴而就，需要
持续的努力。
（据 中 国
新闻网）

故宫九龙壁。

故宫博物院的春景。

英歌澎湃 乡村流彩

继走进潮州市湘桥区磷溪镇
溪口卤鹅民俗文化园体验非遗卤
鹅、溪口四村沉浸式体验“穿蔗巷”
民俗活动后，2 月 27 日上午，来自
全国各地的与会嘉宾深入湘桥区
桥东街道社光村，体验非遗文化、
风俗文化和特色农产品、潮州工夫
茶艺等。

潮州手拉壶制作技艺、潮州
蜡 石 造 型 技 艺、潮 州 推 光 金 漆
画、潮州金银錾刻技艺、潮州抽

纱、潮绣、潮州粉塑、潮州玉雕、潮
州花灯、潮州麦秆剪贴画……令
人目不暇接的非遗项目，为与会
嘉宾献上一道精彩纷呈的非遗文
化盛宴。

“我学习木雕有十多年了，从
兴趣开始，现在变成了‘终身职业’。”
在国家级非遗潮州木雕作品及技
艺展示区，卢国伟现场演示潮州
木雕制作技艺。其师弟罗栋华也
在埋头专心制作一件精致的“元

宝笼”。
“我 20 多岁入行，做了几十

年的剪贴画。”省级非遗潮州麦秆
剪贴画代表性传承人方志伟年逾
七旬，他展示的作品“牌坊街”，人
物惟妙惟肖，栩栩如生。令他自豪
的是，他曾带着作品到国外进行文
化交流，“除了展示作品，也会现
场演示，让外国人感受中华文化
的魅力。”

（据《新快报》）

非遗文化绽放活力链 接

新华社电 龙年春晚舞台上，一
部原创舞剧《咏春》触动人心。舞蹈
与武术的完美融合、咏春拳与香云
纱的双非遗亮相，让这部“深圳出
品”受到了海内外观众的好评。

这部由深圳歌剧舞剧院创排
演出的舞剧，2022年 12月在深圳首
演，2023 年 3 月启动全国巡演。“勤
练习技不离身，养正气戒滥纷争，当处
世态度温文，扶弱小以武辅仁……”
一年多来，舞剧《咏春》风靡境内
外多个剧场，140 多场演出，收入
超过 5600 万元——这部精雕细琢
的舞剧不仅以武术与舞蹈的结合
之美征服了无数观众，更以承载着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创

新表达，让世界感受到新时代的东
方之美。

2024 年 1 月初，舞剧《咏春》在
香港演艺学院歌剧院连续上演 5
场，经历百余场演出淬炼之后，终于
来到叶问奋斗并以咏春扬名的地
方。“英雄站在光里，而我们，愿是
那束光。”一步一拳，行云流水；一
招一式，刚柔并济。舞台上的一幕
幕，还原了叶问曾经的汗水、泪水，
更加熟悉的故事、更有共鸣的氛围
之下，代入的不仅仅是演员本身，更
感染了每一个有着咏春情怀的香港
观众。

舞剧《咏春》来到香港，也是深
港两地文化交流的重要重逢，在艺

术的舞台上生动呈现了大湾区的人
文相亲。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
究所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副主席茅慧看来，舞剧《咏春》根植
于岭南文化，连接着内地与香港同
宗同源的同胞情深。

香港巡演最后一日，叶问长孙
叶港超也观看了演出。他说：“用
舞剧这样的形式来推广咏春、推广
中华传统文化效果超乎想象。”舞
剧《咏春》香港首演成功收官，也为
这部“深圳出品”出海奠定了良好
基础。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席霍启
刚表示，《咏春》可以去到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演出，走向更大的世
界舞台。

新华社电 由莎士比亚经典悲
剧《麦克白》改编的英文原创音乐剧
《麦克白夫人》，将于 5月在上海 1862
时尚艺术中心举行世界首演。此剧
由中国、英国、荷兰艺术家组成的国
际团队打造。

据了解，这个项目源自 2022年
上海文化广场推出的“华语原创音
乐剧孵化计划”。上海文化广场副

总经理费元洪介绍，这次，他们邀请
两位年轻的英国创作者担任编剧和
作曲，将莎翁这部古典戏剧改编为
一个关于“爱、失去、浪漫和战争”的
新故事。

荷兰知名音乐剧歌手玛雅·哈
克福特受邀扮演麦克白夫人。她曾
数度来上海演出，中国观众对音乐
剧的热情让她感受很深。

音乐剧《汉密尔顿》主演卡尔·昆
斯伯勒，活跃在伦敦西区舞台的理查
德·卡森、汤姆·希尔，以及何亮辰等
中外音乐剧演员参演此剧。曾将元
杂剧《赵氏孤儿》、莎士比亚《哈姆雷
特》成功改编成音乐剧的中国导演
徐俊，将担任这部音乐剧导演。

“莎士比亚是永恒的，我想要为观众
提供一个中西合璧的版本。”徐俊说。

新华社电“两岸同心歌盛世，
江山壮丽沐霞光”“翰墨同舟济，两
岸共相濡”。2月 27日，两岸书画家
齐聚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以
挥毫泼墨的方式互致新春祝福，共
倡同心振兴中华。

依托 50多幅书法绘画作品，两
岸 20余位书画家用作品表达了共同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两岸同胞
心灵契合的意愿。恰逢黄埔军校建
校百年，“亲爱精诚黄埔人，百年风

华千秋史”“发扬黄埔精神，共创民
族复兴”等作品诠释了“爱国、革命”
的黄埔精神。

中华传统文化是两岸情感联结
的纽带和载体。举办笔会旨在进一
步加强两岸书画文化交流，让两岸
同胞心更近、情更浓，共同推动“民
族复兴，两岸共好”。上海市黄埔军
校同学会会长周亚军表示，新春之
际开展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家国情
怀在春节文化中得到了更深厚培

植。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以黄
埔精神为纽带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
华文化，可令两岸同胞家更近、情更
亲、根更深。

参与笔会的两岸书画家纷纷
表示，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根和魂，
书法和国画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
宝。两岸书画家有责任为中华文化
宝库增添新的精神财富，续写两岸
文化传承，共同描绘民族复兴的伟
大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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