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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世界传媒集团旗下核心媒体

聚焦文旅融合 英国国家博物馆举办“实践与真知分享会”

传承拓展 香港与内地文化交流形成全方位格局

三菩萨壁画“回家”了 关注清凉寺三菩萨壁画摹本暨历史文化展览
高4米、宽3.9米，体态雍容，栩栩如生，拂

尘、佛珠、如意等法器清晰灵动……7月6日，
“佛缘匠艺 古县华章——行唐县清凉寺三菩
萨壁画摹本暨历史文化展览”在石家庄美术
馆拉开帷幕。墙壁上的红绸幕布被揭下的一
刹，那浸透着历史感的斑驳壁画呈现在人们
面前。

战乱中壁画被分割成块运走
行唐县清凉寺建于金大定年间，因历代

达官显贵等去五台山进香会在此歇脚，故又
名“歇脚寺”。五台山僧人在寺内绘就了“三

菩萨”壁画。这些壁画如何流失海外？曾有
各种不同说法。据有关学者专家走访梳理，
大体这样一种说法比较被认可：

上世纪20年代初的一个深秋，“三菩萨”
壁画被人强行揭取，并被分割成12块运走。
而后，清凉寺也日渐衰落，最终在战火中损毁
殆尽。在此次临摹走访过程中，更多细节陆
续被发现。比如，壁画临摹工程组织者、河北
博物院副研究馆员郝建文在行唐乡村走访时
了解到，上世纪20年代，清凉寺大殿被炸塌
了，如果连下几场大雨，就有可能墙塌壁画
毁。清凉寺附近上碑镇有个文化人，觉得壁
画非常好、有价值，便通过一位古董商找来了
买主，将壁画分割成块运走。

时过境迁，印证极难。今年5月初，郝建
文专程前往伦敦，搜集有关这幅壁画的资
料。此前，他从大英博物馆亚洲部中国书画
及版画负责人陆于平处获悉，大英博物馆前
任研究员宾扬先生曾在1927年出过一本书，
提到清凉寺壁画：一名叫柯林斯的上尉代表
伦敦某古董店于1924年至1925年间购下清
凉寺壁画，收藏家乔治·尤摩弗帕勒斯在英国
购得，1927年将其捐给大英博物馆。

睁开发现之眼，做文物有心人
行唐清凉寺壁画离开故土之后，漂洋过

海，一直杳无音讯。此后，清凉寺也在战火中
毁损殆尽，这里的一切辉煌和精美只留存于

口口相传的记忆之中。但命运就是那么神
奇，在近百年之后，在开放交流的春风中，给
行唐故土开了一扇窗。

1994年，时任行唐县委书记的李遵英，接
到一封来自中国驻德国外交官的来信，信中
说大英博物馆“有一幅行唐的壁画很醒目”。
李遵英对此一直记在心中，2002年他任石家
庄市委副书记期间随团来到大英博物馆，专
门寻找到这幅壁画，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回国
后把壁画图片贴到行唐县政府招待所。

自此，该壁画在小范围内引起关注。
2010年春，郝建文去行唐县进行文物复查，在
县招待所墙上见到这组彩色壁画照片。“一眼
瞅去就发现姿态优美，造型和设色不同于河
北其他壁画。”对壁画艺术有着深厚造诣的郝
建文自此和清凉寺壁画结缘，并暗下决心，一
定要想方设法等比例临摹一幅，让行唐人、河
北人乃至中国人都知道，河北曾有这么精美
的壁画作品。

2017年，郝建文在北京培训期间了解到，
由江苏理工学院申报的国家艺术基金项目

“古代壁画暨流失海外珍贵壁画再现传播与
展示”正在筹备，他当即决定着手临摹清凉寺

“三菩萨”壁画，尽快让其“重回”国人面前。
经过多方努力，郝建文成立了跨省临摹小组，
将画面分割为三幅，分别在长春、唐山和石家
庄动手临摹，最终在河北博物院完成合璧。

今年5月、6月，好戏连台的“中国旅游
文化周”在英国接连举办了杨丽萍舞剧《春
之祭》、伦敦手工艺周“技艺中国”主题展、黑
池舞蹈节等10多场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
6月25日，被誉为“中国旅游文化周”点睛之
作的“文旅融合——实践与真知分享会”在
英国国家博物馆举办。英国驻华大使馆公
使艾琳、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于芃
出席并致辞祝贺。英国政府文化、旅游、科
技、教育等领域近140位嘉宾出席。

在文旅融合总主题下，分享会从“历史
和文化名人与旅游”“文化活动、节庆与旅
游”“新科技与旅游”3个方面切入，来自中
英两国的7位人士与会分享了实践与感悟。

莎翁故居区议会主席克里斯托弗·凯托
分享的《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链接》，介绍了
牡丹亭在莎翁故居小镇落成，并比较了两位
同时期大文豪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异同。
著名汉学家吴芳思分享的《谈萧伯纳和孙中
山故居》，借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故居，分析
了英中两国文化的特点和相互融合之处。
利物浦国家博物馆发展部部长安德鲁·埃文
斯以《完美的伙伴：兵马俑展在利物浦世界
博物馆》为题与观众交流，指出兵马俑展在
利物浦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中国是优
秀的办展合作者。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市
场和经营部主任桑德拉·包特丽分享了《文
化活动、节庆和旅游》，希望更多人走进邱
园、了解邱园。英国国家图书馆文教部杰
米·安德鲁与市场部海丽特·达瑟、腾讯欧洲
云高级战略销售经理张云和英国国家博物
馆商务总监布坎南等就文化与市场化推广、

文化和旅游的数字化方式等主题进行分
享。随后，高校和媒体等的10位来自不同
领域的专家参加分组主题讨论，分享了文化
和旅游融合发展的实践、探索与思考。

“文化合作不仅是在文化、教育、体育等
领域，还要落实在旅游合作之中。”艾琳表
示，英中两国有着丰富的历史和多元的地域
文化，两国游客可以在旅行的过程中获得深
刻而独特的文化感受。

于芃表示，此次分享会是贯彻“和平合
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丝路精
神的一个重要举措，旨在从东西方文明交流
互学互鉴高度，进一步加深中英文化和旅游
界人士的交流，促进文旅融合可持续发展。

分享会期间还举办了“我们的丝路”和
“美丽中国：天人合一 和谐共生”主题图片
展览。

本报综合消息：香港回归20多年来，与内
地的文化交流呈现出日益丰富、紧密、健康发
展的态势，双方文化交流水平不断提升，文化
艺术和人才培养不断融合发展，极大增强了香
港同胞的文化归属感和爱国热情，也推动了中
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

文化交流量稳步增长
回归以来，香港与内地文化交流量稳步增

长，文化交流内容丰富多彩。据国家文化和旅
游部数据显示，双方文化项目年均交流量达
750项、1万人次，较回归之初增长了一倍。

今年，共有26个项目被文化和旅游部评为
年度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交流重点项目，如
粤港澳大湾区艺术节、2019粤港澳青年文化之
旅、“香港文化周”项目展演活动等。这些项目
来自北京、山西、江苏等省份，港澳特区以及文
化和旅游部直属单位、全国性人民团体等。

2005年，国家文化部与香港特区政府签
署《内地与香港特区更紧密文化关系安排协议
书》，规划了内地与香港在文化方面加强合作
的领域和渠道，从机制上保证了与香港地区的
文化交流合作。

经过多年合作打造，“欢乐春节”“中国戏
曲节”“故宫精品系列展”“根与魂——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演”及“香江明月夜”庆中秋活动等

品牌项目持续不断地将内地文化艺术精品带
到香港。

同时，“港澳视觉艺术双年展”“香港经典
电影展映”“香港北京舞蹈双周”等活动在内地
的影响不断扩大，逐渐成为双方艺术交流的重
要平台，让内地观众更加直接地感受香港文化
艺术的魅力。

形成全方位多渠道交流格局
22年来，双方在政府层面全面深化交流

与合作，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的
交流格局，在重大文化活动合作、文化惠民服
务、文化产业合作等方面加强合作，促进共同
发展。

在日渐深入的文化交流中，交流主体从政
府“唱主角”逐步转向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交流
形式从临时性项目交流转向常态化品牌活动，
从交流展示转向联合创作;交流内容也从业界
文化参访为主转向更加重视思想交流和青少
年文化培育。

近年来，香港与内地青少年的交流互动愈
发频繁，情感融合更加紧密。“港澳大学生文化
实践活动”“香港中学生民族民间研习考察计
划”“香港校园艺术大使文化之旅”“内地与港
澳青年文创交流营”……这一系列文化惠民活
动成为青年交流的重要平台，帮助香港青年学

生开阔眼界、提高能力，加强他们对国家历史
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了解和认识。

在文化产业合作方面，双方推进落实《内
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
补充协议涉文化领域的相关政策，在政策制
定、平台搭建、人才培养等方面全面推进，取得
积极成效。

为方便港澳同胞进入内地文化市场，参与
推进内地文化消费发展，国家电影局4月宣布
出台措施支持港澳电影业在内地进一步发
展。香港电影界人士纷纷表示，措施体现中央
对香港电影业的重视，希望内地、香港加强合
作，提供更多优质影视作品，共同迈向国际。

除了政府层面的积极沟通外，香港文化
企业界的互访，举办论坛、研讨会等活动也更
加密集，为双方文化交流注入了源源不断的
新活力。

携手共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内地与香港文化交流活动不断，为香港带

来浓厚的文化气息，也标志着双方的文化交流
正在走向纵深，并进一步携手将中华文化传播
出去。

“香港具有与国际接轨的文化运作模式，
而内地拥有大量高水平的专业文艺团体和人
才，双方在文化合作方面优势互补，潜力巨

大。”香港文化学者郑培凯表示，香港还可发挥
自身优势，搭建更多交流平台，参与建设粤港
澳大湾区“人文湾区”，并在推动与“一带一路”
沿线中国和地区民心相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也大力支持香港艺术团体和艺术家融
入大湾区发展。4月，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部长
雒树刚在北京会见香港影视演艺界访京团一
行，他积极回应了访京团提出的有关诉求，介绍
了支持香港参与国际文化和旅游交流有关举措
以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和旅游建设的考虑。

访京团一行则表示，会努力把握“一带一
路”倡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实施
的重大机遇，深化与内地的交流与合作，推动
香港融入中国发展大局。

“中国十分支持加强双方之间的艺术交
流，努力让更多的艺术人才走向国际舞台。”中
国艺术基金管理中心主任雷喜宁28日在港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心自2013年成立以来，
资助的项目已超过5000个，为中国文化走向
海外搭建了重要平台。

黄土画派创始人、人民的画家刘文西去世
据中国美术报网消息：黄土画派创始人、

人民的画家刘文西先生于7月7日13：50分在
中国西安去世，享年86岁。

刘文西，1933年生于浙江省嵊州市长乐
镇水竹村，当代画家。

1950年在上海进入陶行知先生创办的
“育才学校”学习美术，1953年入浙江美术学
院，受潘天寿等先生教导，1958年毕业后到西
安美院工作至今。

曾任全国文联委员、原中国美术家协会副
主席、中国画艺委会委员，全国首批百位名师
称号获得者。

现任黄土画派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当代
画派联谊会主席、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
席、西安美术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
导师，第五套人民币毛泽东画像创作者、陕西
省文艺界联合会顾问、中国有突出贡献的专
家。主要作品有《毛主席和牧羊人》《陕北人》
《东方》《解放区的天》和巨幅系列长卷《黄土

人》等近百幅。
2018年12月，当选中国美协第九届顾问。
提倡多样化，这同样是人民和社会的需

要。而且众多的群众对文化也要求多样化，以
适应人民和社会的需求。

笔墨当随时代，艺术要与时俱进，用多种
多样的风格、形式和艺术个性去感染和满足广
大群众的需要。 ——刘文西

刘文西以描绘陕北人民而为中国美术界
所熟知的，早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就创
作出《毛主席与牧羊人》《祖孙四代》等具有经
典意义的作品。主题思想的深刻性、人物造型
的生动性和笔墨语言的开拓性，是刘文西创作
的特点，也是确立他在新中国美术史重要地位
的主要因素。在长达 60 年的教学和创作生
涯中，刘文西秉承“二为”的创作方针，立足于
描绘人民、描绘时代的艺术观，教导学生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中国人物画教
学和创作立下汗马功劳。

“文旅融合——实践与真知分享会”现场

6月28日，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山东美术馆承办的“笔墨意象——中国画山东
名家作品展”在塞尔维亚共和国首都贝尔格莱
德开幕。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于杰、塞尔维
亚文化和信息部部长弗拉丹·武科萨夫列维
奇、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文化和教育参赞崔
英兰，以及中塞艺术家代表、媒体记者、美术爱
好者等100余人出席开幕式。

本次展览以中国独有的水墨艺术为主
题，共展出山东省23位美术家的46件精品。
作品题材多样、内涵丰富、风格迥异，涵盖了山
水、花鸟和人物等不同门类，兼有工笔、写意等
多元创作手法，既有对中国传统的深入继承，
又融入了美术家们对现实的深刻理解和把握，
反映了新时代中国水墨艺术的发展现状。展
览旨在以中国独有的水墨语言，向世界讲述中
国故事，传播齐鲁文化。

于杰在致辞中表示，山东是中华文明重要
发祥地，也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厚重的历史

文化，造就了山东美术在中国的重要影响力。
希望通过展览的举办向塞尔维亚朋友展示东
方绘画艺术的独特风貌，不断加深双方在文化
和旅游等领域的交流与互通，共同促进中塞人
文交流合作。

武科萨夫列维奇代表塞尔维亚政府向展
览的顺利举行表示祝贺，并宣布展览开幕。他
认为，中塞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特别是“一
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塞尔维亚带来的不仅
是经济和技术的合作，还有文化艺术领域的交
流。两国之间虽然面积、人口差异很大，但文
化各具特色，希望通过展览的举办，进一步推
动两国艺术界之间的合作，为中塞文化交流注
入新的活力。

展览开幕之前，于杰一行访问了塞尔维亚
文化和信息部，与武科萨夫列维奇部长就加强
双方文化艺术领域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见
证了山东博物馆与塞尔维亚国家博物馆双边
框架合作协议的签署。（来源：中国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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