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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快评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

互鉴而发展。”
阿塞拜疆轻歌剧《货郎与小姐》音乐会版

在艺术节上备受关注。许多未能亲临现场的
观众，选择在线上观看直播，从中感受经典的
魅力、重温历史的记忆。为了适应国内观众的
欣赏需求，天津歌舞剧院歌剧团在表演时进
行了适度创新：语言方面，在准确反映剧情的
基础上，加入了一些现代口语的表达，让表演
更接地气；音乐方面，除了传统的西洋乐器，
还出现了唢呐这种极富中国特色的乐器，让
国内观众更乐于接受。

《货郎与小姐》音乐会版的传承、融合与
创新，让人想起了唐代汉乐与胡乐融合的最
高成就《霓裳羽衣舞》。无论是“胡音胡骑与胡
妆，五十年来竞纷泊”，还是“胡人吹玉笛，一
半是秦声”，都是丝绸之路上各民族文化相互
交流、相互影响、彼此融合的生动写照。艺术，
只有交流互鉴，才会得以丰富和发展，才会受
到民众的欢迎，厚植文化繁荣的土壤。这是被
丝绸之路的千年历史所证明了的，也是谱写
丝路精神新华章必须坚持的重要准则。

匈牙利的海兰德瓷器、斯洛伐克的彩瓷
餐具和装饰精美的头饰、委内瑞拉艳丽夺目
的民族服饰……在艺术节的“百年百艺”国际
民间文化艺术展上，这些国家的特色民间艺
术与中国的刺绣、布糊画、剪纸、泥塑等民间
艺术并陈在一起。它们静静地肩并肩站在一
起，呈现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共生共荣价
值观，散发着多样文化样态敞开心扉、相互尊
重、相互欣赏的和谐气息。

因文明交流而推动的文明进步，必然包
含着“各美其美”的自我肯定和文化自信，“美
人之美”的欣赏、包容、接纳和互鉴，方可抵达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明和谐共生状态。
这一点，每一位在艺术节各个展厅驻足参观、
在非遗展位前沉浸式参与、在每场演出中用
全部身心去感受的观众，都会有切身的体会。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羹汤之所以美味
可口，在于把各种不同的调料合到了一起。不
同文化的互相滋养、融合和多元共荣，创造出
的是辉煌灿烂的人类文明。所以，共建“一带
一路”，必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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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总书记在贺信中再一次强调平等、
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的意义所在。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
动力。”学习贯彻总书记贺信提出的要求，深化对平等、互鉴、对话、
包容的文明观的认识，我们就一定能更好地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织就纽带，为推动不同文明美美与共、把“一带一路”铺到人们心中
作出积极的河北贡献。

文化观察

从艺术交融到民心相通
——来自2021“一带一路”·长城国际民间文化艺术节的思考

河北日报记者 龚正龙

连日来，2021“一带一路”·长城国际民
间文化艺术节吸引了全世界热切的目光。
从渤海之畔到亚欧大陆，从长城雄关到地
中海沿岸……这一璀璨舞台，吸引了诸多
国家的政府官员、驻华使节、艺术家、非遗
大师参加。移步换景，漫步艺术节现场，处
处感受到异域风情、河北风物、中华热情，
更能感受到精神文化上的共同富裕。

这一新诞生的平台何以被寄予厚望？
从艺术交融到民心相通，这座沟通之桥何
以流光溢彩？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这一
纽带正在带来哪些惊喜？驻足于艺术盛宴
的中央，在丝竹鼓乐的灵动悠扬中，我们为
之心动。

八音合奏，共谱盛宴

一个文艺荟萃的舞台

艺术节第三天，再度走进廊坊丝绸之
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多彩绚烂的“百年百
艺”国际民间文化艺术展令人目不暇接，来
自“一带一路”国家的800余件非遗作品汇
集于此，争奇斗艳、惊艳世人。

“庆阳香包，把立体造型和平面绣制
兼容。按照剪纸图样，在丝绸布料上用丝
线绣出五彩斑斓的图案，然后缝成不同的
造型，填充上丝绵、香料……”来自丝绸之
路重镇甘肃的国家级传统美术项目庆阳
香包绣制传承人刘兰芳，热情地向人们介
绍其丝绸作品。她告诉记者，此次前来就
是想让更多人了解庆阳香包的文化和历
史，同时交流学习其他传承人的传播方
式，努力让庆阳香包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技艺传承，不拘门户；渴望交流，自古
皆然。这些古老的民间技艺、产品和朴素
的渴望，共同书写了不同文化艺术的精彩
篇章。漫步展厅，陕西华县皮影、上海黄杨
木雕、云南普洱茶制作，斯洛伐克的民族
服饰和彩瓷、匈牙利的海兰德瓷器、俄罗
斯的非遗传统舞蹈勺子舞表演以及委内
瑞拉、斯洛伐克等国的民族服饰、金属器
皿、陶瓷制品等作品，展现出“一带一路”
上多元的文明。

“生动鲜活的民间文化艺术，蕴含着各
国人民的生活智慧和审美情趣。”本届艺术
节协办单位、新绎控股有限公司总裁李晓
菲说，这是河北历史上，首次举办以“一带

一路”为主题的文化盛会。可以说，此次盛
会开创了一个新纪元：真正特色鲜明地让
璀璨的文化艺术成为“主角”，这是文化自
信的表现，是大国气度使然。

“优秀的民间文化艺术，映现着古老的
历史文脉，弘扬着文化精神。搭建舞台、展
示多元，进一步促进人们精神上的共同富
裕。”廊坊市市长杨燕伟说，河北环绕京畿，
是重要的文化资源大省，是长城文化的重
要省份，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一带一路”
国家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非遗
资源富矿。艺术节的盛况表明，通过搭建艺
术荟萃的舞台，能够让天涯近在咫尺，勾勒
出一道道山海相连的弧度，促进不同的文
化艺术穿越大漠海涛而牵手共赏。

民心相通，和睦共享

一座“沟通对话”的桥梁

“青海热贡艺术、陕西华县皮影戏、河
北蔚县剪纸、丰宁满族剪纸……无法想象，
在这个展馆里，竟然见到7个联合国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太幸运啦！”展厅内，来自
白俄罗斯的波莉娜等观众惊喜不已。他们
欣赏景泰蓝、花丝镶嵌、雕漆、宫毯，参与艺
术匠人面对面、非遗体验互动，收获满满的
幸福。

“我为幸福唱歌曲”，阿塞拜疆轻歌剧

《货郎与小姐》中这最为流传的咏叹调，唤
醒几代人的记忆。丝绸之路，是一条贸易之
路，更是心灵互通之路。

9月17日清早，走进丝绸之路国际文
化交流中心音乐厅，一场由 80 多位旅居
中国的艺术家们首度合作演绎的专场音
乐会——《多彩的永恒·丝绸之路爱乐乐
团交响音乐会》，正在进行最后的彩排合
练。“为一个共同的梦而来。”国际著名华
裔钢琴家、作曲家克劳迪娅·杨说，音乐会
曲目几乎覆盖了“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
最广为人知的精品，演奏出爱好和平、渴
望沟通的心声。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人
文基础；把对话当作“黄金法则”，大家
一起做有来有往的邻居……艺术节虽
是首次举办，但爱的桥梁既已搭起，天
涯还会远吗？

打破壁垒，平等尊重

一条文明互鉴的纽带

“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文
明，是普照天下的光耀。“本届艺术节带来
深度思考，在更深层次探讨了当代文明的
互鉴共融。”艺术节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说，
这一点，可以从艺术展中得到体悟。

漆黑中，一团炽烈“火焰”猛烈“燃烧

着”，带来温暖和希望；一对情侣被困荒
岛，渴望回归正常生活……艺术节上，由
多国艺术家共同创作实施的《“公共的未
来”·国际公共艺术展》对公众开放。与纯
技艺呈现不同，这些具备当代性、国际性
审美的艺术装置作品，汇集了20位（组）来
自中国、法国、希腊、泰国等多国的艺术家
和艺术小组。

“这些作品，形态上具备公共属性，内
容上也极具公共话题属性。创作历程本身
就是合作、交流、包容的体现，传递着渴望
打破壁垒、同舟共济的心声。”该展览策展
人陈澈说，历史上，“一带一路”都是人文荟
萃之地，连接的文明形态非常之多，而彼此
欣赏，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始
终是民心之所盼。

“中华文化自古就有包容的特性，那就
是尊重特色、尊重多元。富裕起来的中国
人，渴望精神文化的满足，更渴望了解世
界，与世界分享。”廊坊市民赵存众坦言，这
就是“你了解我，我懂得你。大家美美与共，
做永远的好朋友。”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独奏，而是大
交响。从文化艺术到思维方式、到精神情
感，艺术节如同一个纽带，让文明交流互鉴
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力
量。”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和对外合作交流
处处长李新杰表示。

9 月 16 日，
在 2021“一带一
路”·长城国际民
间 文 化 艺 术 节

“百年百艺 ”国
际 民 间 文 化 艺
术展区，一名小
朋 友 被 黑 龙 江
省 赫 哲 族 鱼 皮
饰品所吸引。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这是什么材质制作的？”
“做这么大尺寸的一幅剪纸需要多长

时间？”
“快看，这幅剪纸作品里有我家乡的大

境门！”
……
9月17日下午，2021“一带一路”·长城

国际民间文化艺术节的“百年百艺”国际民
间文化艺术展现场人气高涨。其中，一幅
36 米长、汇聚数十个重要关隘、刻画了近
4000 个人物的巨幅剪纸作品《长城万里
图》，引发关注，收获赞誉无数，成为艺术节
上的“人气担当”之作。

记者看到，作品前一直都围满了游客，
创作者省级非遗项目抚宁剪纸代表性传承
人姜艳华，被艺术节上的参观者不断询问。

“我是秦皇岛人，出生在长城脚下。我
的家乡有闻名天下的山海关、老龙头，我想

用抚宁剪纸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把万里长
城连接起来，让更多人感受到伟大的长城
精神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说起长
城，姜艳华无比自豪。这幅剪纸作品是姜
艳华最得意的作品之一，从设计到完成，耗
费了她三年多的时间。

蜿蜒起伏、连绵万里的长城，是中华民
族的精神象征，也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
水。从明长城东部入海口的老龙头，到“大
好河山”大境门，直至古丝绸之路交通要塞
嘉峪关，《长城万里图》中包含了数十个长
城沿线重要关口。同时，作品还刻画出将
近4000个人物形象，将长城沿线的风土人
情、百姓生活、故事传说融入其中。

“这里有很多山羊驮着砖往山上爬，描
绘的是传说中山羊驮砖修长城的民间故
事。”姜艳华指着作品说。用剪纸艺术讲述
长城沿线流传的众多民间故事，彰显着中华

民族的勤劳智慧和伟大的民族创造力，增强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巍巍长城内外，丰厚绚丽的民族文化
交流与融合，不断激励着文明前进的脚
步。“就拿我们山海关的桲椤叶饼来说，它
与明代名将戚继光驻守长城有关。”姜艳华
将这段历史也刻进了剪纸作品中。“你看山
上这些树，都是桲椤树，山下的摊贩和老百
姓正在做桲椤叶饼。”姜艳华介绍，桲椤叶
饼是秦皇岛长城沿线非常有特色的地方食
品，可以说是南方粽子与北方饺子的一种
结合，体现了南北饮食文化的交融。

“老龙头位于山海关城南四公里的渤
海之滨……”剪纸画面上方，黑底镂空“剪”
出的书法介绍着每一段长城的特点，遒劲
的书法也出自姜艳华之手。为了将自己的
作品诠释得更加清晰，姜艳华在着手创作
之前上网搜索大量图片，到图书馆翻阅了

历史资料，并准确撰写出长城各个关口的
文字介绍。

艺术节展厅内，36 米长的《长城万里
图》被装裱之后镶嵌在玻璃框内，一眼望
去，蔚为壮观。是怎样做到让柔软的宣纸

“立”起来的？姜艳华颇费了一番心思。“以
往的剪纸作品都是‘夹’在两张纸之间卷起
来收藏，展示时再打开，非常不利于保存和
展出。”为了延续大型剪纸作品的保存时
间，提升其艺术价值，姜艳华创新形式独创
出剪纸装裱技术，并于2000年获得国家知
识产权局颁发的外观设计专利证书。这样
一来，剪纸作品就可以像油画、国画一样长
期收藏和展示、传承。

姜艳华说，她参加过很多大型文化
交流活动，但2021“一带一路”·长城国
际民间文化艺术节给她带来了最多的
自豪感。长城给了她创作的灵感和底
气，作为非遗传承人，用剪纸技艺弘扬
长城精神，让长城的文化内涵通过“一
带一路”传播得更远、更长久，这是她
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幅集剪、刻、书、画于一体，长36米、展现数十个重要关隘、刻画近4000个
人物的巨幅剪纸作品《长城万里图》，在艺术节上引发关注，赞誉无数——

纸上长城亦巍然
河北日报记者 曹 铮

9月16日一早儿，阿塞拜疆驻华大使
阿克拉姆·杰纳利的耳边好像不断回响着
快乐的旋律——“我交了好运气，我为幸
福唱歌曲……”一想到这首歌，他的心情
就格外激动。这首歌是阿塞拜疆经典轻歌
剧《货郎与小姐》里的名段。

午后，阿克拉姆·杰纳利穿上崭新的西
装，打好领带，皮鞋擦得锃亮，坐上了车。他
要奔赴五十多公里外的廊坊丝绸之路国际
艺术交流中心音乐厅，去欣赏一场特殊的

“音乐会”，那是一部来自自己家乡的歌剧
表演。

已是初秋，车窗外，一丛丛树木匆匆
闪过，车轮飞快！

杰纳利被心底的歌剧旋律勾起了家乡
记忆——那个火之国度，那个东欧和西亚

“十字路口”的国家，那座世世代代流淌着
黑色石油的巴库城，那里熊熊燃烧的火焰
塔，一直照亮着杰纳利的大使之路，来华四
年的日日夜夜，故乡如影萦绕于怀。

往往留在人们心灵最深处的记忆，总
是民族文化的印记。

著名作曲家、音乐家乌杰尔·加吉别
科夫创作的轻歌剧《货郎与小姐》影响了
阿塞拜疆一代代年轻人，让他们在古丝路
上寻找到珍贵的爱情，为了幸福快乐歌
唱。其实，这部经典早就走出国界，被世界
人们所热爱和青睐。早在上世纪五十年
代，中国就引进了这部歌剧。一经上演，从
江城武汉到北京天桥，再到津门坊间，一
时间火遍大江南北，一曲《卖布歌》响遍街
头巷尾。然而，让阿克拉姆·杰纳利没有想
到的是，这部经典歌剧曾在中国如此火

爆。更让他没想到的是，时隔60多年，他
有幸在中国再次欣赏到天津歌舞剧院演
绎的音乐会版《货郎与小姐》。

不知不觉中车子停了，一座美轮美奂
的建筑好像流动的云一般迎面而来。走进
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犹如走进一
座丝路编制的城，古丝绸之路上起伏的沙
漠般的梁柱，搭建成一座从历史中走来，
向未来走去的桥梁。

宏伟华丽的音乐厅里已座无虚席。
杰纳利和朋友们坐下，灯光渐暗，音乐
响起……

诞生于一百多年前的阿塞拜疆“小货

郎”，依旧年轻，他沿着千年古丝路踏着轻
快舞步走来，走到古老中华大地，唱出深
藏的心声，追求自己的爱情。他牵起心爱
的姑娘的手，推开通往幸福生活的大门。

那是一条柔软的丝带，那是一条文明
的丝带，那更是一条穿越风沙漫漫，穿越
戈壁沙滩，不断生长的路，连接起不一样
的世界，让多元的文明共享、交融、碰撞。

家乡的旋律，中国的韵味。大幕落下，
阿克拉姆·杰纳利随着全场观众击节而
歌，他知道丝路上的盛会永不谢幕，万里
丝路会一直延伸下去，延伸开来，滋养丝
路人民，一起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场特殊的“音乐会”
河北日报记者 刘 萍 曹 铮

（上接第一版）深化冰雪产业、
先进装备制造业、数字经济等
领域务实合作，促进互利共赢。
河北将全力打造法治化、国际
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为跨国
企业在冀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在我省期间，郑万通一行
深入石家庄市、雄安新区实地
考察，多次召开座谈会，听取有
关工作情况介绍，就推动跨国
公司在河北投资发展事宜进行
洽谈。

联合国和平大学校董、中
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常务副

会长张笑宇，特邀副会长王文
华及24家跨国公司代表；省领
导张超超、高志立、张国华、常
丽虹，省政协秘书长陈书增分
别参加有关活动。

据悉，中国国际跨国公司
促进会是 1993 年经国务院批
准专门从事跨国公司工作的非
政府组织，旨在推动跨国公司
成长与发展、促进跨国公司间
交流与合作，拥有世界500强、
国企 500 强、民营企业 500 强、
上市公司500强等共计3700多
家会员单位。

扫码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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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

河北日报讯（记者史晓多）
9 月 15 日，国际民间艺术嘉年
华系列活动启动，在寻艺市集
板块内，6 人组成的苗岭笙声
歌舞团十分亮眼，她们头戴银
帽，身着苗族盛装，载歌载舞，
引来众多嘉宾前来观看。

作为一名原生态苗族歌
手，苗岭笙声艺术团团长刘经
华和她的团队经常受邀参加表
演。“苗族文化非常受人们欢
迎，苗族银饰作为一种艺术品
被许多人青睐，苗族盛装上细
致入微、富有质感的平绣，也是
我们的绝活儿。”刘经华高兴地
说，这次在艺术节上，她和团队
为大家表演的是极具民族风格
的苗族飞歌和苗族情歌，希望

通过表演能让更多人了解苗族
文化。

姜翠玉也是苗岭笙声歌舞
团的一员，这位苗家姑娘多才
多艺，会唱歌、善舞蹈，拿起针
就能刺绣。说起苗家文化，姜
翠玉如数家珍：“您看，我们身
上佩戴的这些银帽、银耳环、银
项圈都是代代传承下来的。民
族迁徙历史、太阳花等都镌刻
在了银帽之上，代表着我们苗
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作为苗族人，我们都能歌
善舞！”姜翠玉说，在外多年，她
一直没忘记祖辈留下来的原生
态歌舞，对民族舞的热爱，也寄
托着她对家乡的一份怀念。

亮眼！艺术节上的苗族风

花 絮

艺术节上独具民族特色的苗族风情。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晓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