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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窗休

闲时代休 遗故事非

文明之光 相互映照

此次“紫禁城与凡尔赛宫——
17、18 世纪的中法交往”展览，由
故宫博物院和凡尔赛宫博物馆双方策
展团队历时数年，追寻和研究中法往
来交互的历史印迹，通过“龙与百合
花的相遇”“紫禁城中的法国风景”

“凡尔赛宫的中国时尚”三个展览单
元，再现了 17、18 世纪中法宫廷间
交往和文化交流的黄金时代。

17 世纪下半叶至 18 世纪这 100
多年间，是法国王室对中国文化兴趣
最为浓厚的时期。同时，服务于中国
宫廷的法国人对清宫的科学、艺术、
建筑、医学、地图编绘等领域也产生
了重要影响。游客们通过荟萃故宫博
物院和凡尔赛宫博物馆等多家机构的
200余件珍品文物，能够看到和感知
到这一时期中法彼此间的吸引、相互
间的兴趣，了解这段世界文明发展史
上交流互鉴的佳话。

整个展览看下来，给人最大的感
受就是交流与融合，两国文化呈现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水乳交融
之象，在信息交通都如此不发达的年
代，对外交流能够如此深入广泛，包
括绘画、装饰、园林、建筑、文学、
音乐、科技等多个领域，令观众纷纷
感慨赞叹。

“展览一进去就能看到一只铜镀
金的怀表，也是这次展览中一件非常
重要的中法交流的物证。”全国政协
委员、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都海江向
记者介绍说，这很有可能是路易十四
送给康熙皇帝的礼物。表壳背面中央
开光处是路易十四的浮雕半身像，最
妙的是，机芯内摆轮保护罩镂雕的，
是一条象征中国皇帝的中式五爪行
龙。“法国国王将自己的头像印在表

壳上，作为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体
现了他对中国的尊重。”都海江说。

清朝皇宫中有非常多的玻璃制品
是直接向法国订购的，比如长春宫中
的大玻璃镜，基本是法国制作方按照
中国的要求制作完成后，再运到紫禁
城中。甚至康熙时期，法国北堂 （今
西什库教堂） 旁边就有一个玻璃工
厂，里面有非常多的法国人任职，进
行一些技艺的督造。同时，法国宫廷
中也有一些瓷器，是向中国订购的，
比如印有法国王室标志——百合花徽
章的瓷器，是凡尔赛宫向中国景德镇
订购的宫廷内日常用具；还有路易十
五时期的财政大臣菲利贝尔·奥里向
景德镇定制的印有他个人徽章的瓷器。

中国向法国订购玻璃、法国向中
国订购瓷器，已经成为当时两国艺
术、文化、生活、工业深度交往的有
力印证。

深入研究 创新呈现

“可能到法国去，也见不到这么
多的宫廷文物，这次两国合办的展览
内容很丰富。”

“能够集合性地看到一个中外交
往展览，不虚此行。”

“这是一次了解历史、了解艺术
的很好方式。”

……
观展过程中，观众纷纷表示此次

展览收获颇丰，特别是许多家长带着
小朋友来了解历史，甚至有些来自法
国的游客都是第一次见到这些展品。

文物在精不在多，且具有很强的
系统性，是这次展览的一大亮点。据
都海江介绍，展览已经策划了很多
年，这不仅是中法建交 60 周年的重
要展陈，也是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转
化。“我们有专家一直在研究对外文

化交流方面的文物，有好多展品是第
一次发现的。”他说。

比如一幅戎装侍女像挂屏，画面
上是一副东方女性面孔，却身着法国
戎装服饰。有说法画的是香妃，但已
被推翻，究竟画的是谁虽无从考证，
但重点是这幅戎装图和路易十五的一
幅戎装图如出一辙，人物的动作、神
态几乎一模一样，只是把法国王室的
徽章去掉了，而且从绘画技法上可以
看出，这是当时中国画师对于法国绘
画风格的模仿。

再比如，展览中十分令人惊艳
的，并不是众多精美画作或者宫廷摆
件，而是故宫馆藏的许多科学仪器，
矩尺、半圆仪、金浑仪、手摇计算
器、比例规等等。这还吸引了正在筹
建中的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老师们参
观学习，为他们今后的展陈提供思路。

展览所呈现的火爆程度，从故宫
“一票难求”的预约页面可见一斑，
许多游客都是通过定闹钟在第一时间
抢票才得以入场，还有更多的游客无
法来到现场观展。

有些游客选择进行线上“云观
展”，在故宫的微信公众号上点击展
览小程序，可以看到展陈文物的高清
图和简略的文物介绍，公众号偶尔也
会发布展览中重要展品的详细介绍文
章，通过多种方式让公众去了解这些
优秀传统文化。

当然，也有游客表示看图片不过
瘾，如果能够更立体地，比如借助AR、
VR技术进行沉浸式体验就更好了。

“所以需要做一些措施，特别是
在数字化方面进行加强。”都海江表
示，除了线上展览，还要在传播路径
方面下功夫，比如通过展览推动文物

“走出去”，或者借助出版物、影视作
品、舞台艺术等，以多种形式为无法
到达现场的游客提供更多了解传统文

化的机会。

既要“请进来”也要“走出去”

通过这个展览，目睹历史上中外
文化交流的繁荣盛况，也给了当代人
很多启发。

“我国目前文化对外交流还有很
大的提升空间。”都海江博古引今，
从“走出去、请进来”两方面谈及了
他的想法。

在他看来，“走出去”，除了要依
托政府之间必要的政治、经济、文化
交流外，还要发挥海外中资企业的民
间影响力。加大入境游就是“请进
来”的有效助力。

故宫是外国游客人数最多的景点
之一，中国古代宫廷文化艺术都在这
座600多年历史的皇家宫殿中，以多
种多样的形式展现给外国友人。“中
国文化究竟是什么样的，与外国文化
有什么不同，实地来看一看就知道
了。”都海江建议，要加大入境游保
障力度，通过“请进来”更好地讲述
中国故事。

“比如从签证流程上，提升便捷
程度；再比如外国游客还是习惯现金
和信用卡支付，而我们因为多采用便
捷支付，景点和购物中心几乎很少再
用POS机。”都海江说，生活上的不
方便，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外沟通的
不方便，文化交流也因此受到影响。

“展览中的中法 17、18 世纪文化交
流，无论是经济、艺术、科技方面，
都呈现出十分频繁、非常便捷的景
象，对比来看，我们今天还有很多需
要改进和提升的方面。”

都海江建议，对外文化交流要建
立结果导向，出台标准的评估体系来
衡量交流效果，总结优秀经验，找准
改进方向。

遇见最遇见最““凡尔赛凡尔赛””的紫禁城的紫禁城
本报记者 李冰洁

天津市南开区古诗词吟诵非遗项目传
承人汤国兴，上中学时便跟着恩师罗修文
学习吟诵，数十年来，他一直弦歌不辍，
收集、整理了古乐谱 300 多篇、简谱 400
多篇、传近百首，并组建了“雅韵歌
坊”，传习古诗文吟诵。

谈到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汤国兴动情
地说，“我今年已是朝杖之年，虽身体康
健，但时不我待。眼看着老祖宗遗留的宝
贵的传统瑰宝——吟诵这一非遗项目，在
传承中仍遇到不少困难。我虽然在理论层
面著有吟诵初级、中级、高级、高研班教
程和大纲以及一系列理论传世，但在实操
吟诵上所留声音很少。现在我正在整理中
小学教材中的诗歌，录音频、做视频，要
把吟诵的音频、视频留给后人。”

在汤国兴看来，吟诵好与不好，也有
一套评价标准。“首先要尊法，即尊法不
拟古，讲究‘吟诵十美’，做到吟诵六字
诀——‘诗味，古味，韵味’。这三种味
道有了，再穿上古装，配以恰当的身姿、
动作，或以洞箫或者古琴伴奏，才是绝妙
的清吟曼舞。”汤国兴说，其次，把自己
的情感融入诗中吟诵。吟诵前一定要觅诗
眼、抓意象、明意境、定基调，做到“吾
以乐语吟古诗，平仄腔音入当时”。

“我有时候做着饭，走着路，都会吟
诵诗歌。吟诵到一定程度，吟得好不好，
自己哪个地方有错，自己就感觉出来了。
拿吟诵周汝昌先生的 《海河柳俚歌》 来
说，其中有一句，‘海河柳，君知否，根
在坤轴枝如秀’。有一天，我听到窗户底
下风吹大杨树，叶子哗啦哗啦响的声音，
突然来了灵感。深秋风吹叶落，给人带来
的是悲凉之感。过去男人们出海，都是冒
着生命危险，一说要出海，女人们都很舍

不得，全家人都会到海边去送行，因为出
海的经常有去无回。这样一联想，我就采
用海下吟诵调中长调讽啸式吟法，把河之
涛 、 柳 之 情 、 诗 之 美 一 股 脑 吟 啸 而
出——‘海河柳，君知否！’腔音沧桑、
悲凉，让我们一下子就感受到海河边上渔
民们的艰辛和悲苦。”

在汤国兴所著的《吟诵歌诀》中还有
这样一首歌诀：“先人吟诵始大秦，屈子
离骚创行吟。孔圣弦诵诗三百，依字行腔
合氤氲。唐代格律严谨多，音韵铿锵讲韵
辙。桦皮为冠布裘履，樵童牧子皆讽歌。”

这首歌诀讲出了吟诵的渊源。“什么
是吟诵？这个问题提得很大、也很实际。
我认为，初学者，要牢记以下几点：第
一，吟诵是将诗词的字、句按照规律，拉
长声音地吟读；第二，吟诵一定要有自己
的意象，头脑中要有对象感；第三，吟诵
一定要创造一个意境；第四，要把自己理
解的情感和作者诗文的情感交融。同时还
要记住一条，吟诵是古代学子们学习的方
式和古代前贤作家们的创作方式，是一面
写一面吟出来的。”

在汤国兴看来，当下吟诵最重要的任
务是能够接续吟诵泰斗叶嘉莹先生的夙
愿：重新给古诗词插上音乐的翅膀。他希
望中小学、大学、诗社都能恢复吟诵传
统，用吟诵的方式学诗、用诗，修身、养
性。

“叶先生说，诗可以让人心不死。”笔
者认为，诗歌可以给人光明，给人力量。
从汤国兴的吟诵人生中，笔者也看到了诗
歌的这种力量，也期待更多、更广地传承
诗歌吟诵传统。

（作者系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
院副教授）

天津市南开区古诗词吟诵非遗项目传承人汤国兴：

弦歌不辍 叶吟相继
田英宣

在陕西省铜川市东南 15 公里，
坐落着当今国内唯一遗存的“炉火千
年不绝”的耀瓷基地——陈炉古
镇，著名作家贾平凹曾这样描述陈
炉：“墙壁是瓷的，台阶是瓷的，水
沟是瓷的，连地面也是瓷片儿竖着
一页一页铺成的。站在这里，一声
呐喊，响声里便有了瓷的律音，空
清而韵长……”

阳春三月，春风徐徐。由中国侨
联主办的“追梦中华·同心筑梦圆”
2024海外华文媒体采访团一行走进
陈炉古镇。穿行在陈炉古镇高低错落
的院落里，采访团成员在一砖一瓦中
感受“渭北瓷都”对古老技艺的传承
与坚守。

“采集回来的陶土在池水中沉
淀，细泥用来制作精美的耀州瓷器，
粗泥则雕刻成生动的泥塑，大家眼前
的这面墙就是我们家 28 年来的骄
傲。”陈炉古镇王家瓷坊第六代传人
王战军自豪地向到访者介绍着他的

“作品墙”，“这些作品都是根据生活
中的点滴灵感加工创作，既有传统
的陶瓷造型，也有充满现代感的创新
设计。”

在“作品墙”上，百余件各式各
样、栩栩如生的泥塑、陶瓷工艺品有
序地排列在网格内，雕琢精美、动感
鲜明。“作品墙”最上方，一只人形
的小马泥塑“站立”在展台之上，左
手捧着如意，右手擎着元宝，“远道
来的朋友，首先祝你们立马如意、立
马转运。”王站军指着泥塑笑着说。

“原来是这个意思！”采访团成员
纷纷恍然大悟。

“这雕塑背后都是故事，秦腔不
唱吼起来，油泼辣子一道菜，面条像
裤带、锅盔像锅盖……”王战军幽默
地介绍着自己的作品，“这‘陕西八
大怪’都是咱‘老陕’从古至今的习
俗，是刻在骨子里的东西，记者朋友
们，这只是‘开胃菜’，咱陈炉古镇
真正的宝贝还在后头哩。”

“和土为坯，转轮就制，一转就是
千年。”王战军介绍，耀州窑创烧于唐
代，曾服务于皇家，宋代达到鼎盛时
期，陈炉陶瓷烧造历史长达1400年，
炉火一直不断，创造了世界同一个地
方陶瓷烧造时间最长的纪录。

“太神奇了！千百年的民俗文化
与陶瓷工艺有机结合在一起，是生活
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代代相传，才让这

份古老技艺散发出新的光芒。耀州瓷
应该走出国门，在世界展览，这有利
于提升耀州瓷的知名度和品牌价值。
我一定要将这里丰富多彩的瓷器文化
传播出去，讲好陈炉故事，讲好陕西
故事！”同行的美国新龙传媒副社长
韦元龙激动地说。

王战军介绍，在陈炉古镇，家家
户户都会做瓷，工坊里的工人都是本
地居民，拉坯、修坯、绘画纹饰、施
釉，大家分工有序，技术娴熟，“现
在制作的就是陈炉独有的传统青花瓷
——‘大老碗’瓷器，我们当地人叫
做‘蓝花’。”只见绘画的技师寥寥数
笔就勾勒出了缠枝牡丹与几尾小鱼，

“大老碗”随即鲜活起来。
“在陈炉古镇，我们的耀州瓷是

立体的，是有生命在流动的。”王战
军 如 数 家 珍 地 介 绍 起 “ 耀 州 四
宝”——倒流壶、良心壶、凤鸣壶、
公道杯，“倒流壶是注水口开在壶底
的水壶，注水后翻过来，壶里的水却
点滴不漏；良心壶从同一个壶嘴里能
倒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酒；凤鸣壶是以
凤为型体、牡丹饰身的陶瓷酒具，壶
中盛酒之后晃动，能发出像凤鸣一样
的声音；公道杯的底部有一个漏孔，
注水到合适的高度就滴水不漏，过满
则水流殆尽。”王战军介绍，这些瓷
器背后，不仅仅代表着匠人的高超技
艺，更是我国古人智慧的结晶。

“德国的宁芬堡皇家瓷器、KPM
柏林皇家御瓷和迈森瓷器一直以其优
异的品质享誉全球，耀州窑代表着陕
西手工艺的‘工匠精神’与精益求精
的德国制造业有着相似之处，我愿意
穿针引线，促进两地交流学习，合作
发展。”《德国侨报》副社长兼总编辑
刘贵江说。

“这里的瓷器千姿百态，极具质
感，不仅是独具匠心的工艺作品，更
是这一地区人文、历史及地理的缩
影。”在马来西亚海内外杂志社社长
续炳义看来，将文创产品与旅游产业
相结合是实现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路径。

“陈炉人特别注重瓷器的质量，
残次品都被用来装饰自己的家园。”
正如王战军所说，行走在陈炉古镇，
窑洞依山排布，层层叠叠，状如蜂
房，路旁罐罐垒墙，瓷片铺地，在阳
光的映射下宛如一幅油画，极具观
赏性。

千年炉火耀州瓷
——“追梦中华·同心筑梦圆”2024海外华文媒体采访团走进陈炉

本报实习记者 李梓源

本报讯（记者 刘圆圆） 北京中
山公园音乐堂即将迎来重张25周年，
自4月26日—5月19日，10场精彩演
出将在盛世音乐文化周活动中呈现。

4月26日晚，庆典首场演出“春
日序曲——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将
登场，邀请国家一级指挥郑健、北京
音协合唱团、中国电影乐团等参演。

“五一”假期，指挥家谭利华执棒北
京交响乐团，呈现“盛世华章——世
界经典名曲大型交响音乐会”，演绎
观众喜闻乐见的 《蓝色多瑙河圆舞
曲》《春之声圆舞曲》《卡门》《红色

娘子军》《我爱你中国》 等中外经典
作品。此外，文化周上还将呈现两场
独特的亲子音乐会。

始建于 1942 年的中山公园音乐
堂是北京最早的剧场之一，70 余年
经历了三次改建、数次维修，从露
天、半露天到如今的全封闭专业演出
剧场。1999 年，中山公园音乐堂以

“盛世音乐文化周”品牌为名，拉开
了重张首演的帷幕，自此，每年春光
明媚的季节，国内外著名院团、艺术
名家都汇聚于此，在“盛世音乐文化
周”活动中与京城观众相约。

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重张25年
十场精彩演出回馈观众

本报讯（实习记者 李梓源） 20
日，正逢第 29 个世界读书日前夕，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与内蒙
古自治区乌海市在京联合举办“全
民阅读·三联领读·书香乌海”战
略合作签约仪式暨新闻发布会。一
场横向牵起首都和边疆，纵向联动
政府和企业的全民阅读推广活动，
拉开了帷幕。

据介绍，合作双方将通过“全民
阅读·三联领读·书香乌海”三年行
动，推动内蒙古自治区首家三联韬奋
书店落地乌海，并通过建设“乌海·
三联全民阅读基地”等具体行动，助
力乌海市乃至内蒙古自治区打造市民

（农牧民） 阅读公共空间、提升城乡
文化品位。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
理、党委副书记宋志军在发布会上表
示，三联书店将致力于把好书、新书
带到边疆，让乌海的读者同步接触经

典、优质作品；通过开展“三联领读
计划”系列活动，举办名家讲座、读
书分享会等，让更多的边疆民族地区
读者能在家门口与作者见面，享受优
质的文化资源。

“乌海市是由43个民族组成的多
民族融合典范地区，具有全民阅读的
历史传统。”发布会上，乌海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孟培云自豪地介绍，近
年来，乌海市推进全民阅读三年行动计
划，加强阅读阵地建设，完善公共服务
体系，打通图书借阅流通环节，广泛开
展全民阅读活动，草原书屋、社区书屋
红红火火，乌海大地处处书香浸润、
城乡文明和美。此次与三联书店的合
作，共同推进“全民阅读·三联领
读·书香乌海”三年行动，是乌海打
造书香之城、建设文化强市的又一重
要举措。并希望借此契机，与三联书
店共同唱响北疆文化，联手打造“全民
阅读·书香乌海”文化品牌。

三联韬奋书店将落户“黄河明珠”乌海
助力民族地区全民阅读事业

“老铁们，看我们这件汉服的花纹，都是
一针一线织上去的，汉服用纯手工织，一天只
能织3厘米，如果用机械织，一天最多也就织
30 米……”4 月 13 日，山东曹县有爱共创基
地，县政协委员、洛如嫣汉服品牌总经理姚驰
行在直播带货中推销新款手工汉服。此刻，在
邻近的直播间里，数名主播正在直播平台售卖
曹县本地设计出产的汉服，说话声此起彼伏。

今年，汉服尤其是马面裙的搜索量暴涨。
姚驰行的汉服生产企业看准商机，在春节期间
推出了几十款龙元素马面裙套装，短短两个
月，销量超 3 万套。但让姚驰行想不到的是，
春节过后的汉服热并未降温，而是更火了。

地处鲁苏豫皖四省交界处的曹县是中国汉
服、演出服主要生产销售基地之一，也是中国
最大马面裙生产基地。数据显示，2023 年，
曹县汉服网络销售额达到 72.15亿元，抢占了
全国40%的市场份额。今年1月，曹县“拜年
服”销售额达 9.2亿元，同比增长 68.19%。其
中，马面裙占4亿元，成为吸睛海内外的“超
级单品”。就在此时，姚驰行的企业接到了来
自英国的首批100多套海外订单。

增加布料采购量、加紧生产补空缺、引进
纺织设备……眼下，曹县马面裙生产企业和政
府部门正通过多种方式，应对海内外暴增的马
面裙订单。出海的马面裙，设计上也有调整。

“不同国家人们体型各异，我们也是有针对性地打版，把马面
裙设计到七褶、八褶、九褶。”姚驰行目前正在考察法国、英国、
美国、日本以及迪拜等海外市场，希望加大马面裙海外推广力度。

“我们需要电商人才，需要专业设计师在形制、版型上的不断
提升。”姚驰行说。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万名大学生回到曹县从
事汉服等电商相关产业，魏平安正是其中之一。

“汉服承载着深厚的中华文化，看似平常其实‘内有乾坤’，礼
乐文明、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等都蕴含其中。”在魏平安看来，马
面裙应从文化角度切入，加强形制研究和设计，同时提高设计师对
中国文化历史渊源的认知，让大家在服装上“读懂”中国美学的雅
致，同时还要和世界可持续绿色低碳环保结合，打造出属于中国时
尚和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流行趋势。

如今，曹县的汉服企业有 2282家，原创汉服加工企业已经超
过了90%。“对曹县而言，汉服早已不止是生意，更是事业。汉服
之热，是潮流，也是文化。未来我们想做的就是把马面裙融入生活
中，推广自己想走的方向，一个文化方向。”姚驰行相信，给曹县
一点时间，会让大众看到更美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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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备受期
待的“紫禁城与凡尔赛宫——17、18
世纪的中法交往”展，已于日前在故
宫博物院文化殿展厅与游客见面。展
览一经开幕，便引爆了今年春天故宫
门票预约的热度。

作为中法文化旅游年的重要项
目，展览用200多件珍贵文物，向观
众呈现了17、18世纪中法双方为达成
相互理解和文化交流所付出的努力和
取得的成果，还原了两国间文化和艺
术交流的盛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