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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为深化宁夏、深圳龙岗区两地文化交流
交融，深圳龙岗区文联一行赴宁夏开展座谈研讨、采风交
流等系列活动，有力推动两地文艺交流，促进民间文化的
互鉴与发展。

据悉，深圳龙岗区文联一行首先参观了银川文化艺术
博览中心，以线上展厅、VR体验等方式，体验传统文化与
现代科技的结合艺术，身临其境了解宁夏文化历史。在随
后开展的“新时代民间文艺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两地相关
文艺家代表近 30人参加会议。

两地民协相互交流组织建设和工作开展情况。两地
文艺家互鉴互赏、“艺”展风采，越剧演唱，陶笛、三弦表演，
一下子拉近了两地艺术家心的距离；宁夏特色的民间乐器
口弦、泥哇呜的精彩演绎，宁夏花儿的倾情献唱，让与会
人员大开眼界，赞不绝口。随后，宁夏民协向深圳市龙岗
区民协赠送了剪纸作品，深圳市龙岗区民协向宁夏民协
赠送王和平指书墨宝，共同表达深化两地文艺交流与合
作的意愿。

此次采风调研活动为期 6天，深圳龙岗区文联一行走
进银川文化城贺兰砚雕刻基地、益盟文创非遗基地、闽宁
镇镇史馆、韩美林艺术馆、贺兰山银川世界岩画馆等地，深
入了解宁夏悠久的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和地域文化，感受
宁夏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宁夏传
承发展的新气象。 （郭思萍）

新华社香港6月30日电“寻根黄陵 陕耀香江”黄帝陵
文化推介会 30日在香港举办。推介会通过展览展示、非遗
互动、文化推介等形式，展现黄帝文化深厚内涵和大美陕西
形象，增进陕港文旅合作，进一步拓展两地交流新空间。

桥山之上的黄帝陵是人文初祖轩辕黄帝的陵寝。陕
西省黄帝陵文化园区党工委副书记冯浩斌在推介会上致
辞表示，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志，对增进民族情感、
凝聚民族力量、弘扬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陕港两
地在文化、旅游、经济等多方面有着广泛的合作潜力。

香港中国旅游协会理事长辛聪金致辞表示，香港作为
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是连接祖国和世界的桥梁。近年
来，港陕两地携手互助，优势互补，双方在经济、文化、金
融、科技等领域的交往合作持续扩大。

香港陕西社团联合总会荣誉会长李宏表示，黄帝陵是
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其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
未来，香港陕西社团联合总会将继续积极促进港陕文化交
流，为两地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这次推介会由陕西省黄帝陵文化园区管委会、黄陵县
人民政府主办。同时，“寻根黄陵 陕耀香江”黄帝陵文化
主题展正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作为庆祝香港回归
祖国 27周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万千气象看中
华”为主题的“维园庆回归”活动于 6月 29日至 7月 2日向
市民开放。

本报讯（记者 束 蓉 见习记者 郭思萍）
6月 29日至 30日，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携
手青海省、陕西省、甘肃省、四川省、山西
省、河南省、山东省、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
旅游厅在银川市举办以“黄河流韵·非遗
焕彩”为主题的 2024 年黄河流域非遗作
品创意大赛。

大赛对征集的黄河流域九省（区）刺
绣、剪纸、泥塑、编织、雕刻（砖、石、木
等）、陶瓷等 6大类 108项非遗代表性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的精品力作进行评选，围绕
综合印象、技艺水平、文化特色、时尚创
新、市场转化五个维度，共评选出地域特

色奖 12个、时尚创新奖 12个、转化推广奖
12个。

活动以挖掘黄河流域非遗资源，培
育转化利用品牌项目，促进非遗与旅游融
合发展，构建体系化保护格局为目标，突
出九省（区）的非遗特色，创新性开展非遗
创意作品征集与评选、非遗展销会、非遗
节目秀演、互鉴交流体验、观摩学习讨论
等活动。现场展演的花儿联唱《花开少年
来》《新花儿与少年》、宁夏非遗民间器乐
合奏曲《大河初音》、京剧《贵妃醉酒》等特
色非遗节目，呈现了黄河流域九省（区）历
久弥新的华彩乐章；200余名代表性传承

人、133项非遗代表性项目、万余件非遗精
品集中亮相，为群众和游客打造了触手可
及的非遗沉浸式体验之旅，开启了一场传
统文化与时代潮流融合碰撞的非遗购物
狂欢节。

黄河流域各省区嘉宾、非遗专家、代
表性传承人、企业代表，对参展的非遗创
意作品进行互鉴、点评、交流、推广，代表
性传承人现场说创作、讲内涵、谈感受，共
同交流经验，有力推动黄河流域非遗保护
传承互鉴相长。活动还邀请 3所宁夏高
等院校、8家文创电商企业、100余名中小
学生参与非遗保护研究、非遗作品转化销

售、研学体验等活动。
此外，黄河流域九省（区）嘉宾、专家

赴宁夏博物馆民间乐器展厅、银川市非遗
展示中心、银川文化城凤凰幻城、贺兰山
岩画非遗体验中心等非遗与旅游融合发
展点位观摩，探讨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发
展的方法路径。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相关
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地展
现了黄河流域非遗的独特韵味与时代活
力，探索了非遗保护的新模式、新路径，展
现了黄河流域省（区）非遗地域特色、文化
内涵和保护成效，让黄河之魂、非遗之美在
新时代焕发出了更加绚烂的光彩。

本报讯（记者 束 蓉 实习生 王春悦）
6月 29日，央视热播剧《星星的故乡》回头
看活动在红寺堡区启动，男主演徐洋重返
拍摄地。电视剧《星星的故乡》立足于中
国葡萄酒产业振兴，以宁夏贺兰山东麓
葡萄酒发展为背景，用感人至深的笔触
打造了一段由亲情、乡情、友情、爱情共
同交织的奋斗励志大戏，展现了在新时
代西部大开发背景下西部人民积极追求
美好幸福生活的精神风貌。红寺堡区作
为《星星的故乡》的主要拍摄地，充分发
挥红寺堡“世界独一无二的优质、有机、
荒漠产区”优势，推动葡萄酒产业高端
化、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品牌化发
展，将红寺堡区打造成为绿色、健康、生
态的“中国葡萄酒第一镇”，唱响“当惊世
界殊”主旋律。

据悉，截至 2023 年，宁夏酿酒葡萄
种植和开发面积达 60.2 万亩，占全国种
植面积近 40%，是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
集中连片产区。现有酒庄和种植企业 实体 253 家（其中已建成酒庄 128 家）， 生产葡萄酒 1.4 亿瓶，占国产酒庄酒酿

造总量的近 50%，居全国酒庄酒产量第
一位。计划到 2027 年，酿酒葡萄基地规
模达到 100 万亩，年产优质葡萄酒 3 亿
瓶以上，实现综合产值 1000 亿元。宁夏
葡萄酒产业每年为当地群众提供就业
岗位 13 万个、工资性收入约 10 亿元，移
民收入中的三分之一来自葡萄酒产业，
宁夏人不仅将葡萄酒产业融入生活，更
用葡萄酒酿出自己的味道，讲述自己的
故事。

“宁夏葡萄酒产业不仅是经济发展
的体现，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精
神的象征。”活动现场，徐洋分享了自己
的所感所得。他表示，电视剧《星星的
故乡》回头看活动不仅是对剧集成功播
出的庆祝，更是对宁夏葡萄酒产业、乃
至中国葡萄酒产业发展的展望，在加深
人们对《星星的故乡》这部作品及其背
后故事理解的同时，也为宁夏乃至全国
的葡萄酒文化艺术交流搭建了一个崭
新的平台。

2024年黄河流域非遗作品创意大赛活动在宁举办

徐洋（中）和宁夏葡萄酒从业者合影。

文化中国行

展厅中，集中展出的 60 余枚银币，是古
代伊朗与中国早期交流的见证。在中国史
籍中，西汉时称伊朗为“安息”。公元前后，
到达“安息”的中国使节发现，这里的钱币不
同于中国的方孔圆钱，而是“以银为钱，文独
为王面”。从展出的这些银币可以看出，正
如汉使所记录的，古代伊朗钱币的正面都是
历代国王。

新疆出土的萨珊风格织锦和波
斯铭文银碗，集结于同一展柜中，生
动展现了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时期古
丝绸之路的繁荣。王樾介绍，这些器
物极具波斯风格，一部分可能是西
亚、中亚地区工匠的作品，一些则可
能是中原地区工匠根据西亚文化意
趣仿制、改良的成果。

如果把晋唐时期的织锦、银碗
看成贸易物资从西向东的输入，那
么展览末端呈现的一组阿尔达比
寺的中国明代瓷器则是从东向西的
输出。阿尔达比城位于伊朗西北
部，公元 14世纪，伊利汗王朝的萨德
尔丁为自己的父亲营造陵寝和清真

寺建筑群。建筑群内最有特点的就是
“瓷屋”，高大穹顶之下的内壁上，数以
千计不同形状的壁龛里面存放着来自遥

远中国的瓷器。它们无声诉说着：古代伊
朗和中国保持着频繁的相互往来。

伊朗文化遗产、旅游和手工业部部长赛
耶德·埃扎图拉·扎尔加米表示，本次展览是
促进团结与和平的一次无私献礼，在讲述伊
朗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和文明的同时也印
证了中伊交往的悠久历史。“相信展览能够开
启两国文化交流、对话的新篇章。”

“本次展览掀开了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
馆舍定位为‘世界文明馆’的新篇章。以此展
览为始，我们未来将推出更多的与世界古代
文明相关的主题展览，让上海博物馆成为世
界文明百花园的展示平台。”上海博物馆馆长
褚晓波说。

（据《贵阳日报》）

阐释古波斯文明的璀璨瑰丽

古代伊朗，是亚洲西南部的古老文明中心。
公元前 3000年始，生活在伊朗高原上的人们就开
启了文明的进程。公元前 7世纪，这片土地上诞生
了强大的阿契美尼德王朝，人称“波斯”。

本次展览通过“高原曙光”“辉煌时代”“信仰
艺术”三个板块，阐释古代伊朗的悠久历史与灿烂
文明。步入展厅，年代最久远的一件文物是公元前
1265年—前 1245年的釉砖，它出土于乔加·赞比尔
神庙遗址，底座的一侧刻有埃兰语楔形文字，书写
着当时的国王名“翁塔什·纳皮尔沙”。这意味着，
公元前 13世纪，埃兰国王就在这里建设城市。

紧随其后，管流彩陶壶、釉下彩陶瓶、动物型
陶、动物纹金杯等，体现了古伊朗人对动物的细微
观察和精妙刻画，尤其是牛、马、羊等图案，表现出
骑马民族进入高原的历史画面。

在独立展柜中展出的一件阿契美尼德王朝时
期的“有翼狮金来通”金光熠熠，是本次展览的封面
展品，独特的造型将人们带到了伊朗艺术的辉煌时
代。来通是一种圆锥形的酒具，据记载，从公元前
2000年开始就已经出现，并逐渐流行于从爱琴海到
西亚的广阔地域。展厅中展出了数量众多的来通，
如动物陶来通、牛首陶来通、羊首陶来通，但金来通
独此一份。这件来通结合了有翼的狮身和近乎锥
形的垂直杯身，杯身上端饰有一圈莲花图案，其下
饰有平行的凹槽线。狮子呈张嘴伸舌状，头部、颈
部和胸部覆有鬃毛，前爪自然着地。双翅末端饰有
三排羽状花纹，末端向前弯曲。类似形象可见于苏
萨的釉面砖和波斯波利斯的浮雕。

“通过这个展览，一方面向观众阐释古波斯文
明的璀璨瑰丽；另一方面也呈现中国和伊朗对古代
丝绸之路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让观众更好、更直观
地理解‘人类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
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王樾说。

在大航海时代之前，推动人类
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是横亘在亚
欧大陆上的丝绸之路。通过这片道
路网络，不同文明之间不仅交换货
物，文化上也互鉴互融。中国和伊
朗，分踞于古丝路东西两端，拥有延
绵数千年的交往与互动史，极大地
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

近日，“古波斯的荣耀：伊朗文
物精华展”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
馆启幕，汇集来自伊朗国家博物馆、
戈尔甘考古博物馆、拉什特博物馆、
波斯波利斯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巴音郭
楞蒙古自治州文博院（博物馆）的
285 件精美文物，为国人提供近距离
感受、欣赏古代伊朗丰富多彩文化、
艺术和文明的机会，也呈现其与中
华文明的相互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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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星星的故乡》回头看活动启动

深圳市龙岗区文联来银采风
共话新时代民间文艺传承发展

在金陵刻经处技艺展示区，工作人员在刻版。
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淮海路 35 号的金陵刻经处，1866 年

由晚清知名学者杨仁山创立，融古代经书经版收藏、经书
雕刻、印刷及流通于一体，完整保存了雕版水印和线装函
套等传统工艺，至今已有150 多年历史。

时至今日，金陵刻经处仍然保持着以“雕版、刷印、装
帧”为主要流程的手工制书传统。金陵刻经选本精严，校
勘严谨，版式疏朗，刻印考究，被业界称为“金陵本”。

金陵刻经处的雕版印刷技艺，是在世界印刷史上占重
要地位的中国雕版印刷术的遗存，历来由师徒世代口传身
授。创立至今，这里的雕版印刷技艺传承人已传至第八
代。金陵刻经印刷技艺 2006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 年又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技艺在金陵刻经处薪火相传，在他
们的指尖绽放百年芳华。 新华社发

黄帝陵文化推介活动在港举办

6月29日，游客在芦席汇历史街区一家茶馆内喝茶休闲。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解放街道芦席汇历史街区位于

京杭古运河畔，三面环水。街区内保留着众多状态较好的
临水传统民居，保留有一批京杭大运河特色文化遗存，是
体现嘉兴传统水乡特色的重要区域。

近年来，当地以文创推动旧区更新，以街区改造促进
文创发展，呈现出“一步一景、一宿一品、移步换景”的清雅
景致，打造成运河文化“慢生活”氛围浓郁的主题文化历史
街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