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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新华社深圳电(记者王晓丹、王旭、郭鑫)
和风飞清响，时鸟多好音。春日的粤港澳大湾
区一片生机勃勃，众多艺术活动在香港、澳
门、广州、深圳等城市相继启动。随着《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发布，多元文化和谐
相融的动人乐章正在湾区奏响。

岭南文化凝聚人心

广东、香港、澳门地域相近、文脉相亲，共
同的岭南文化基因让共建“人文湾区”有了坚
实的文化和社会基础。

在广州新的城市中轴线上，由著名建筑
设计师扎哈·哈迪德设计的广州大剧院是很
多人眼中不能错过的风景。大剧院引进的港
澳优秀舞台表演作品，更是赏心悦目。香港话
剧团、香港舞蹈团、澳门交响乐团等港澳团体
经常带来“爆款”演出，一票难求。

广州大剧院总经理何鹰说，由于大湾区
同根同源的文化习俗，许多香港澳门的艺术
作品虽然反映的是港澳居民的生活，却同样
能引起广东观众的共鸣。

古老的粤剧是萦绕湾区人耳际的乡音，
2009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19香港艺术节与
深圳“一带一路”国际音乐季联合制作推出的
更新版粤剧《百花亭赠剑》将在两地上演，为
粤剧传承注入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澳门的广府文化底蕴深厚，在国家文化

和旅游部新近公布的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上，澳
门 4 名申报者入选，其中就有南音说唱的区
均祥。

如今，澳门已有 7 人获选为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非物
质文化遗产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保护，特
区政府多次组织传承人到粤港演出和交流，
共襄三地人文互动的盛举。

香港内地经贸协会会长黄炳逢说，“我们
大湾区有共同的根，历史、语言、文化的同一
性是大湾区共同的人文价值链，是最紧密的
纽带。”

人文盛会交相辉映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内持续展开了深
入的人文交流互动，一场场视听盛宴在南粤
舞台相继绽放，开放多元的文化盛会在珠江
口交相辉映。

三月的香港充满了艺术的气息，香港艺
术节、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国际电影节等一系
列文化艺术活动纷纷登场。与香港一河之隔
的深圳，也在三月开启已举办三年的“一带一
路”国际音乐季的艺术之旅，来自香港、澳门
的音乐艺术作品在此间上演。

除了音乐、戏剧、舞蹈等演艺节目的交
流，大湾区的设计力量也在蓬勃激荡。2018
年深圳设计周打造了粤港澳大湾区系列设计

活动，重点展示了多年来来自大湾区 11 个
城市设计师的作品。

深圳市平面设计协会主席许礼贤说，不
仅是设计行业，所有的行业都应该联动发展
起来，把粤港澳资源放在一起，将点连成面。
“那样就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有更多可
能性。”

除了春季的演艺节目、艺术展览，每年
夏天举办的香港书展已成为文化界的一大
盛事。过去数年间，香港书展吸引大批海内
外读者到访，而大湾区一带尤其是深圳、广
州地区成为香港以外读者群的主力军。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尽管是‘一国两
制’，但我们是一家人，在大湾区背景下文
化交流会越来越多。”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局局长张合运说。

代代相传走向世界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
“共建人文湾区”“塑造湾区人文精神”“共
同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加强粤港澳青少
年交流”“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等发展
方向。

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背景下，粤港
澳三地在人文领域的交流合作开始走向未
来、走向世界。

2 0 0 2 年以来，粤港澳三地每年举
办粤港澳文化合作会议，对非物质文化

遗产以及文化创意产业合作等多个文
化领域进行交流合作，推动粤港澳文化
融合发展。

以粤剧项目为代表，近年来，三地签订
了有关合作框架协议、开展粤港澳粤剧群
星荟活动、实施粤港澳青年戏剧交流计划
等，促进粤剧的保护与传承。

“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已举办 10 届，
先后以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等文
化为主题，足迹遍及香港、澳门、广东、广
西、福建、江西等地。1 0 年来，粤港澳三
地已有 1 0 0 0 多名青年学生参与其
中，共同领略岭南传统文化，见证文
化创新发展。

被誉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中国
(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每年有
2300 多家企业参展、10 万多种项目产品
在这里展示交易。多年来，深圳文博会专门
设有香港、澳门展区，向世界集中展示当地
的“衣食住行”文化和设计成果。

旨在“联通中外、沟通世界”的深圳“一
带一路”国际音乐季，吸引了超过 40 个国
家和地区的 800 多位世界艺术家的参与。
香港、澳门的艺术家也连续参演音乐季，在
这个国际化舞台上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音乐艺术汇聚、融通、交流、互动。

眼下，一场场艺术盛会正在大湾区上
演，人文的音符在丝路琴键上跃动，流传得
越来越远。 (参与采写：王丰、邓瑞璇)

阶梯交流室的墙壁上，描绘着九色
鹿的神话故事；长长甬道两侧的墙壁上，
开辟出大大小小的艺术洞窟；飞天题材
的画卷，飘垂于书架上方，让书香氛围更
显古朴灵动……

如果不是窗外隐约传来海关大楼的
报时钟声，如果不是进店人手中拎着南
京路知名商厦的购物袋，谁也不会想到，
在距离人流熙攘的外滩亲水平台仅一箭
之地，在外滩街区一座已有百年历史的
建筑里，在寸土寸金的上海中心城区，竟
然“隐藏”着一座具有浓郁敦煌莫高窟风
格的特色书店。

春分之后的第一个周末 ，上海
2019 年第一季度“市民修身书单”发布
会在这座“读者书店外滩旗舰店”举行。

《四世同堂》《林家铺子》《边城》《红岩》
《平凡的世界》《我与地坛》《白鹿原》《尘
埃落定》《额尔古纳河右岸》《十万个为
什么》《流浪地球》以及《巴黎圣母院》

《飞鸟集》等中外作家的 15 部著作的书
名和简介，通过幻灯片的形式一一呈现
在读者面前。

这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市文明
办、市新闻出版局等部门自 2016 年以来
连续第 12 次发布“市民修身书单”。这一
活动旨在营造全民阅读的良好氛围，每
次由专家学者从浩瀚书海中精选 15 本
书推荐给市民读者，累计已有 180 本中
外书籍上榜。

“读者书店落户上海不到 10 个月，
凭借知名刊物《读者》近 40 年的影响力
以及独特的文化创意，已成为众多年轻
人心中的‘网红书店’，成为新时代‘上海
文化’品牌建设的新生力量。我们选择在
这里发布‘市民修身书单’，在于告诉人
们，外滩作为上海的象征，不仅有黄浦江景观，有百年历史建筑，有
繁华的南京路步行街，还有浓浓的书香。”上海市文明办相关负责
人王延水对新华社记者说。

在发布“市民修身书单”的同时，上海市文明办、新民晚报社、
读者书店外滩旗舰店共同发起“读书、读城、读可爱的中国”征文活
动。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为契机，请广大读者讲述“我眼中的祖
国”“我与祖国的故事”。

乔争月在英文报纸《上海日报》工作，是上海市建筑学会历
史建筑保护专业委员会委员，曾出版《上海外滩建筑地图》《上海
邬达克建筑地图》等书籍。“市民修身书单”发布活动上，她与众多
读者分享了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上海武康路的最新研究发现，
通过众多花园洋房和历史上居住其间的各色居民讲述“我与祖国
的故事”：

中国近代著名医学教育家颜福庆是武康路上的老居民。他曾
说，医学为民族强弱之根基，人类存在之关键，要以公众利益的目
的去学医，而不是赚钱。

巴金年过七旬创作《随想录》迎来事业新高峰，被誉为“20 世
纪中国文学的良心”，他在武康路的故居如今已成为千万读者心目
中的“文学圣地”。

据读者(上海)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鑫介绍，落户外滩
街区近 10 个月来，读者书店已成为许多游客步行往返上海市中心
人民广场与外滩之间的“中途驿站”，更有一批读者将这里当作“心
灵港湾”经常驻足徜徉。“外滩有了书香，风景才更美，美食才更佳。

《读者》今年还计划在上海开设第二家书店。”陈鑫说。

（本报记者吴宇）

新华社西安电(记者姜辰蓉、蔡馨逸)来
到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参观者，都能在陈列
厅中看到两乘青铜马车。这两乘马车作为陪
葬品曾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开
国皇帝一同被埋入地下。

在青铜马车被重新发掘的 1980 年，呈现
在考古专家眼前的是厚重泥土中的 3000 多
块碎片。这是因岁月变迁，上层的填土塌压造
成的。

考虑到当时的气候状况和坑下环境，考
古工作者决定根据铜车马断裂的痕迹，把两
乘车分为四大块，连泥带土整体移入室内修
复。一支由考古、文物修复、冶金、焊接、材料
学组成的专家团队经过一年多的讨论、调研、
模拟实验，评估确定了修复方案。当年刚刚大
学毕业不久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研究员党士
学有幸加入了这个团队。

在修复铜车马遇到的诸多难题中，矫形
和焊接是最为费心的。党士学说：“修复的首
要工作就是将变形的零部件恢复原状。青铜

器柔韧性较差，矫形方法和力度稍有不当，就
会造成新的损伤。我们先用其他金属反复试
验，后又根据需要矫形的铜片制作了专用的
模具。巴掌大小的铜片需要反复按压两个多
小时。”

经过 8 年细致耐心的工作，专家们终于
复原了这两乘秦代“豪车”。

重见天日的青铜马车，让史书中的描述
以实物的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人们惊讶地
发现，原来两千年前的“顶级豪车”中，凝聚了
如此之多的“黑科技”，可谓集当时技术之大
成。

据史书记载，西周时期就已形成了严格
的车舆制度。秦灭六国后，秦始皇挑选上好的
马和舆服组成銮驾车队。

两乘铜车马均为单辕、双轮、四马系驾，
主体是青铜铸造，通体彩绘，配有大量金银饰
件。骏马整装就位，驭手执辔待命，仿佛只要
有人一声令下，马车立即飞驰。

“陈列厅中的铜车马是模拟秦始皇法驾

车队中的副车，按照二分之一的比例制作
而成。前一辆是立车，用于视察、狩猎或观
景；后一辆是安车，用于旅途坐卧休息。”党
士学说。

在当时，造车已是不易。铜车马还要以
青铜模拟马车真实的材料、结构和纹样，展
现丝绸、皮革、木头等不同质感，其难度可
想而知。工匠在铸造时运用了铸造、焊接、
镶嵌、销接、子母扣链接、转轴连接等多种
工艺技术，许多技艺是我国考古史上首次
发现。

铜车马的安车两侧设有窗户，开窗
时，窗板便被推入厢体后侧的空腹中。为
了在铜铸的厢体上呈现推拉式窗户的结
构，工匠需要在仅有 8 毫米厚的铜铸厢壁
中留出一个 4 毫米厚的腹腔，供窗板推
入。

如此精巧的部件是如何制作的？考古
工作者研究破碎的车厢发现，腹腔是由内
外两层板组成，外侧是铸造车厢时首次浇

铸的原板，内层板是镶嵌焊接上去的。
铸造车厢时，预先在推入窗板的空腔

位置的内侧，留出一块比窗板略大的凹槽，
并修整好上下轨道。然后制作好与预留凹
槽同样大小的薄铜板，将铜板嵌入厢体的
凹槽中，注入铜液进行焊接。镶嵌严丝合
缝，焊接细致牢固。

“在铜车马上，这样精巧又细致的部件
数不胜数。”党士学说，为了表现马笼头和
辔绳柔软的皮革质感，工匠们用了 1000 个
一两厘米长的小铜节，在两段铜节连接之
处，需要在 4 毫米厚的铜板上打 1 个直径
1 . 5 毫米的孔，再钉入销钉。

党士学介绍：“当时工人是如何打孔、
穿钉的，我们仍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它
的工艺在 2200 多年前是世界先进的，也是
极具工匠精神的。”

如今，游客们有幸欣赏到两千多年前
的“顶级豪车”，通过它看到并了解秦朝的
社会面貌、物质文化和科技水平。

粤港澳三地联手打造“人文湾区”
外
滩
有
书
香

近日，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
年“2019 年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暨优秀民族歌剧展演”在北京
举办，《太行娘亲》连演两晚，观众反响依旧好评如潮。

这部剧由山西晋城市委宣传部重点打造，晋城市上党梆子
剧院倾力出演的大型上党梆子原创精品剧目《太行娘亲》第三
次来到北京，在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又一次面向全国观众展示
上党梆子的艺术魅力。来源于人民生活的艺术创作、老百姓喜
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让这台戏在两年内三度进京演出，收获不
俗反响。

来自外企的崔晓华被《太行娘亲》的剧情深深吸引。“来中国工
作这么久，第一次听说上党梆子，故事好，唱得好，舞美好，因为《太
行娘亲》，我想我一定会持续关注上党梆子。”

演出现场，700 多个座位场场爆满，精彩的剧情吸引了不少革
命后代前来观看。《太行娘亲》环环相扣的剧情，演员们与角色融为
一体的倾情表演，再加上上党梆子独有的悠扬高亢的唱腔，引得观
众掌声不断，叫好连连。

上党梆子《太行娘亲》是 2016 年的新排剧目，讲述了发生
在抗日战争时期，婆媳两代太行母亲舍弃亲生骨肉，救护八路
军后代的感人故事。该剧邀请国家一级编剧、上海戏曲艺术中
心李莉及其学生张裕创作剧本，由国家一级导演、上海京剧院
导演王青担纲执导。剧中女一号赵氏由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
剧“梅花奖”获得者、晋城市上党梆子剧院院长陈素琴领衔主
演。从首演至今，已经在全国各地演出上百场，无数观众为之感
动落泪。

“他们中很多人都曾吃着太行娘亲的奶长大，他们最能感同身
受。”陈素琴说，作为太行山上的演员，作为太行山上的剧团，来演
绎太行山区的娘亲群体，以及发生在她们身上的真实故事，更能体
现勇敢顽强、不畏艰难、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勇于牺牲、乐于奉献
的太行精神。 (赵龙兵、袁泉)

《太行娘亲》三度进京

反响依旧好评如潮

两千年前的“豪车”究竟有多少“黑科技”

中国、老挝、泰国三国合拍纪录片《同饮一江水·澜湄花正开》
开机仪式于近日在广西南宁举行。该纪录片以现在进行时为叙事
主轴，记录“澜湄合作”稳步推进过程中各国发生的积极改变。该片
计划于今年年底在广西广播电视台、老挝国家电视台、泰国国家电
视台同步播出。

开机仪式上，广西广播电视台副台长范易在致辞中认为，合拍
纪录片的模式将澜湄合作的引领者、践行者、记录者、传播者聚合
在一起，共同发力，真正践行“汇聚八方资源，助力减贫合作，共建
澜湄命运共同体”，将澜湄合作推向深入。

《同饮一江水·澜湄花正开》是首部以“澜湄合作”为主题，由澜
湄流域国家联合策划、摄制和播出的纪录片。该片制作完成后还尝
试在中老泰三国进行互联网播放。 (苏富贵)

中老泰合拍纪录片

“澜湄花正开”开机

新华社杭州 3 月 25 日
电(记者冯源)玉器是良渚文
化的一大特征，在浙江省德
清县，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
处大型制玉作坊遗址中初鸣
遗址，为研究当时的制玉工
艺和玉矿来源提供了重要依
据。它同时也是长江下游地
区良渚文化时期规模最大的
制玉作坊遗址群。

中初鸣遗址位于德清
县雷甸镇杨墩村，位于闻名
中外的良渚古城的东北方
向。2017-2018 年，浙江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德清博
物馆对当地进行了大规模
的系统调查、勘探和发掘，
发现和确认了多处遗址点。
每处遗址点均有玉料出土，
研究人员判断，在良渚文化
时期，这里是一处大规模制
玉作坊遗址群，而遗址群的
总面积为 100 万平方米。

在其中的保安桥遗址
点，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的
玉料或玉器的成品、半成品
和残件，也发现了少量的陶
器和石器。浙江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的考古队员朱叶菲介
绍说，从出土的玉料和玉器
的材质来看，它们主要系蛇
纹石，上面还带有片切割或
线切割的加工痕迹，同时，考
古工作还发现了砺石、磨石、
燧石、玉髓等硬度不等的制
玉工具。

保安桥遗址点本是一
处先民人工堆积的土台，这
些玉料和石器是从土台周
边的废弃堆积中出土的。而
在目前已知的各处良渚文
化遗址中，中初鸣遗址是目
前出土玉料、玉器最多的。
它们有助于研究良渚玉器
的制作工艺和玉矿来源。

在这处土台上，考古队员们发现了一座
房屋和四处墓葬的遗迹。良渚先民生前在土
台上建屋居住，死后也安葬在房屋周边。根据
碳 14 测年的结果，遗址群属于良渚文化晚
期，距今已经有 4500-4800 年的历史。据悉，
中初鸣遗址考古纳入了国家文物局十三五重
大专项课题“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
究——— 从崧泽到良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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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下，灯光照着皮影，二胡配着锣
鼓，一幕白布隐约遮挡。皮影艺人张国斌高
亢粗犷的歌声从幕后响起。在他的“指挥”
下，各色皮影人物在光影与伴奏中翩翩起
舞。在他的身后，大徒弟潘明生弹着三弦，
眼睛紧紧盯着皮影的一起一落。

这是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路园镇峪岭
村上演的一幕。春寒料峭，刚下过雪，但前
来观看皮影戏的村民兴致盎然。大家围坐
在一起，不时爆发出叫好声。

皮影戏在甘肃农村颇受欢迎。张国斌
介绍，一个皮影艺人至少要操作三根操纵
杆，同时要控制三四个皮影的动作，还要配
合音乐，兼顾唱念。

张国斌从 15 岁就开始跟随父亲学习，
至今已与皮影戏“结缘”39 年。“我从小就

喜欢看皮影戏，它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动
画片、电视机。”回忆起往事，张国斌笑着
说。

从父亲的小徒弟到别人的师父，如
今张国斌也开始将手中的皮影艺术“火
炬”传给别人。徒弟潘明生也是年少时就
开始接触皮影戏，他师从多人，取百家之
长，“皮影戏表演中的吹拉弹唱我都会。”
潘明生说。

潘明生并不满足于表演，他还对制
作皮影有浓厚的兴趣。在潘明生的家中，
他的徒弟展示了雕刻马童头像的过程。
在一块烘干的牛皮上，软帽的花纹全部
被镂空雕刻出来，最纤细之处不过 1 毫
米。镂刻完成后，他还要用粗细不一的毛
笔上色。所有部件制作完毕，再用线连接

起来，形成造型各异的皮影形象。
为了传承皮影艺术，张国斌、潘明生

这样的皮影艺人，不仅在学校和文化馆
展演皮影制作过程，还走进社区、机关和
部队展示这项古老艺术。

今年，他们还打算将更多现代卡通
元素引入皮影中，推出新作品。古艺新传
当然也少不了互联网的助推，通过社交
平台的直播，渭源的皮影戏也拥有了越
来越多的“粉丝”。

渭源县文化馆非遗专干李淑华介
绍，近年来文化馆为全县皮影戏班摸底
建档，录制专题片，争取项目经费建皮影
传习所，希望将渭源皮影戏一直唱下去。

(记者成欣、刘能静、李笑)
据新华社兰州电

甘肃渭源：古老“光影”艺术薪火相传

▲张国斌在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路园镇表演皮影戏（3 月 12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李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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