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往论坛举办地的道路旁，“宋韵余味”菊花主题花境已布置完毕。  游客在参观良渚古城城址沙盘。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内莫角山遗址中的小莫角山台基。  游客正在
良渚博物院内参观。  游客在良渚博物院前拍照打卡。 本报记者 董旭明 王珂 通讯员 王黎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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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至27日，第二届“良渚论坛”在杭州举办。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浙江、聚焦良渚。论坛内外，大咖云集、游客济济。良渚古城遗
址公园秋色宜人，良渚博物院人头攒动，古老而现代的良渚，张开臂膀欢迎海内外嘉宾。良渚待客来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本届“良渚论坛”上，我们将迎来一群“最会讲故事的
人”——百余名中外著名作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文学作品促进
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作用，以及传承千年的良渚文化能为创
作带来哪些灵感。

第二届“良渚论坛”今日启幕，对于三大平行论坛之一的“中
外作家对话”，业界人士都有哪些期待？记者提前探访，了解相
关情况。

在交流互鉴中擦出思想火花

记者从浙江大学文学院了解到，第二届“良渚论坛”的平行
论坛“中外作家对话”主题是“文学的创造力：世界文学的共鸣与
人类社会发展”。25日，中外文学大咖聚首，展开交流与分享。

他们中有大家熟悉的南派三叔、管平潮、疯丢子等网络文学
作家，也有陈楸帆、宝树、夏笳等科幻文学作家，以及来自海外的
一群“软萌”儿童文学作家——比如入围国际安徒生奖作家奖短
名单的彼得·斯韦迪纳、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得主罗杰·米罗等。

“中外作家对话”活动中，作家将分组讨论丝路文明交流与
互鉴、中外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文学互鉴中的传承与发展，以及不
同题材文学创作对文化交流互鉴的作用等内容。

“我很想听听大家创作的体验和感受，网络文学作为东西方
文明交流的媒介之一，我们还能用怎样的资源要素，让创作更富
有感染力、创造力。”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教授夏
烈说。

夏烈认为，网络文学作为21世纪互联网和数字化时代的文
学生产力和创造力，已经成长为一种新型的中华文化软实力，这
离不开作家对文化交流互鉴作用的思考，“网络文学在今天能够
顺利‘出海’，一定程度上接收和转化了东西方文化的诸多要素，
构成了彼此能够共情的故事。”

他希望借第二届“良渚论坛”举办的契机，海内外大咖共同
探讨网络文学国际化，进一步发挥网络文学的潜在传播价值。

良渚文化为创作者带来更多灵感

良渚文化能够为创作带来哪些灵感，也是本次平行论坛上
作家关注的焦点之一。

良渚文化自带的历史厚重感和神秘感，吸引了作家们的注意力。事实上，以
“良渚”为题材的创作不乏少数。

早在两年前，南派三叔就推出了作品《良渚密码》，带领读者去探索千年良渚
之谜。

翻开《良渚密码》，在自序的开头，南派三叔讲了这样一段故事——很早以前，我
看到了这么并排在一起的一组图：左边是良渚的玉璧及玉璧上的“鸟立高台”纹，右
边是古埃及第一王朝国王杰特的名字。图是在良渚博物院看到的，当时我久久移不
开眼睛，觉得这个巧合实在太适合小说家去幻想了。我再三求证二者之间的联系，
同行的专家朋友还是告诉我，这是一个美好的巧合，是专门留给你们小说家的。

南派三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到：“杭州蕴藏的文化一直是我写作的灵感来
源。在杭州写作，仿佛置身于历史长河之中。因此，我也想尽自己的绵薄之力，通
过创作把杭州传统文化的魅力传播出去。”

“良渚文化的很多元素非常适合文学创作，比如其富有神秘感的人文历史及文
物，给了仙侠、历史题材的创作者很大灵感。”夏烈提到，他策划了即将出版的新书

《良与渚》，作者是网络历史小说作家孑与 2，小说基于良渚的历史背景，以诗意和
戏剧化的表现形式呈现这一文化，赋予其新故事。

“‘良渚论坛’不仅是一个促进跨文化对话的重要平台，也为创作者提供了富有
活力的价值渠道。”浙江大学文学院研究员金进告诉记者，参与论坛的国内外作家
将以文学和诗歌为媒介，共同创作良渚主题诗歌散文作品集，持续放大“良渚论坛”
品牌效应。 （本报记者 俞倩玮 赵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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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400多年前，欧亚两端，英国文艺复

兴时期杰出的剧作家、诗人莎士比亚和
中国明代戏剧、文学大家汤显祖，分别在
自己的传世名著《罗密欧与朱丽叶》和

《牡丹亭》中，发出了对于青春和爱情的
赞美。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同年故去，又同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百位历
史文化名人。在历史的巧合背后，是他
们给人类共同留下的精神食粮。

不同的文明，却有着相同的美好情
感，正是这种情感，跨越了岁月长河，激
发出了和而不同、交融共生的文化之光。

由此，浙西南一个山区小县开启了
一段跨越重洋、情感共融的佳话。

遂 昌 ，汤 显 祖 曾 在 此 写 下《牡 丹
亭》。多年来，遂昌与莎士比亚故乡英国
斯特拉夫德建立了友好关系，遂昌代表
团多次赴英，英国代表团频频回访，交流
密切，关系笃深。

这 场 缘 分 ，源 自 20 年 前 的 一 次
调研。

遂昌县北街四弄12号，汤显祖纪念
馆。2004年1月7日，寒风料峭，习近平
同志踏着青石板路，走进这里参观。

“习书记是‘挤’出时间，专门来看汤
显祖的。”时任汤显祖纪念馆馆长谢文君
记得，展厅不大，习书记却看了很久，不
仅看汤显祖相关的藏品，更深入了解背
后的历史渊源和民间传说。

汤显祖在遂昌当过 5 年知县，写下
了传世之作《牡丹亭》，更留下许多亲民
廉政的故事，深受百姓爱戴。当地很早
就开始了对汤显祖的研究。谢文君说：

“在听说 1985 年当地老百姓自发建‘遗
爱亭’纪念汤显祖时，习书记感触很深，
称赞汤公的为官之道。”

结束参观，习近平同志语重心长地
嘱咐县里领导：“注意挖掘和弘扬汤显祖
文化。”

遂昌很快出台了为期十年的《汤显
祖文化发展规划》，更推动“中国戏曲学
会汤显祖研究分会”在当地落户。汤显
祖，成为遂昌重要的文化名片。遂昌还
与莎士比亚故乡英国斯特拉夫德签署建
立友好交流关系意向书，实现双方人员
互访、文化演出交流。

2015 年，习近平主席出访英国，讲
起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两位大师，“明年是
他们逝世400周年。中英两国可以共同
纪念这两位文学巨匠，以此推动两国人

民交流、加深相互理解。”
次年，中英两国举办系列纪念活动，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以两位巨匠作品主角
为灵感创作了越剧《寇流兰与杜丽娘》，
走进英国、法国、德国巡演，令欧洲观众
大为震撼。

今天，“汤莎牵手”的故事仍在延续。
今年5月，来自31个国家的45名留

学生来到遂昌县实验小学，观看歌舞《阮郎
归·初夏》和昆曲《牡丹亭·游园》，观摩书
法、版画、国画课堂；6月，新加坡回响乐团
与遂昌县湖山乡中心小学的孩子们在仙侠
湖畔共同登台表演，乐声悠扬，合作默契。

“在沟通中，我们侧重汲取两位文豪
作品中的情感元素，用人类共同价值观
来达成共识。”多年负责文化交流工作的
遂昌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文华悟到，以
情动人，才是推进合作的关键。

“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
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
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积
极倡导文明交流互鉴，为推动人类发展
进步、应对全球共同挑战贡献中国智慧。

和而不同，方能姹紫嫣红。如今，浙
江正在以不同的方式，以情感为纽带，和
世界更深度地联结。

今年 11 月 2 日，天台山下，2024 和

合文化全球论坛开幕，全球30多个国家
的近 300 位中外嘉宾纷至沓来，共商和
合文化。

何为“和合”？
习近平同志曾在《之江新语》专栏中

写道：“‘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
‘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这种贵
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
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
文化理念。”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论坛上，思
想的火花，汇聚为共识。

“所有太阳底下的人们都应该好好合
作、好好相处。”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埃里克·
索尔海姆认为，和合文化的核心是和谐和
团结，是一种非常谦虚、值得学习的精神。

“我们应该去探寻过去，挖掘祖先留
下的宝贵美德宝藏，利用这些无价财富
塑造未来。”埃及前总理伊萨姆·沙拉夫
相信，和合文化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过程中，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和合文化非常有吸引力，体现了中
国热爱和平的传统价值观以及倡导平
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中国政
府友谊奖获得者、格里菲斯大学荣誉教
授、澳大利亚联邦人文学院院士马克林
为更多人了解“和合”振臂。

和合文化源于中国，属于世界。在

国际形势严峻复杂、多地区冲突加剧的
当下，人类更加需要发掘、守护这份共通
的价值共识，谋求“天下大同”，共同建设
美好世界。

与时偕行，照鉴未来

“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
月。”《三体》走向世界的同时，这句书中
的名言，也为人们所传播。

什么是“给岁月以文明”？即在有限
的生命中，人类要主动构建起有意义、有
价值的文明。

新时代新征程，中华文明正以更加
博大的胸怀拥抱世界。

11 月 7 日，北京。中国与希腊共同
主办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古典文
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两
千多年前，中国和希腊两大文明在亚欧
大陆两端交相辉映，为人类文明演进作
出了奠基性贡献。”

“这一年努力争取的合作，意义正在
于此。”良渚博物院执行院长马东峰心头
一热。第二天，一个文明对话的“东方之
约”，在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公
布——2025 年，希腊文物将受邀亮相良
渚博物院。

“展览内容是双方共同敲定的。我
们尊重他们想展现古希腊文明史的愿
望，也提议可以重点突出两国文明的异
曲同工之处，希腊文化部十分赞成。”马
东峰说，启发自己打开视野的，是去年亲
历的那场盛会。

2023年12月3日，首届“良渚论坛”
于杭州启幕。习近平主席的贺信言犹在
耳：“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加强文明交流
借鉴，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
观，推动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相互成就，
促进各国人民出入相友、相知相亲。”

“以文明交流互鉴取代文明隔阂冲
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浙江省委
党校教授陈立旭参与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相关课题研究，他
在调研中感受到，“良渚论坛”召开一年
来，之江大地上文化交流的实践格外丰
富。9 月，“世界市长对话·杭州”暨第九
届杭州国际友城市长论坛在杭州举行，
探讨城市治理、可持续发展等共性问题；
10 月，2024 年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
世界知识产权大会召开，共商知识产权
的平衡保护与创新发展⋯⋯

架起一座桥，让心连得更紧。
今年 5 月 31 日，“浙江省国际传播

中心”成立。
当天，为增进民众相互沟通了解，

“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国哈萨克斯坦的
《实业报》与浙江省国际传播中心签订了
国际传播战略协议。9 月，哈萨克斯坦
作为主宾国参加了浙江举办的全球数字
贸易博览会。

“中国已经是该领域的全球领导者，
正在加速全球市场的数字化转型，哈萨
克斯坦也在积极发展电子商务行业。”哈
萨克斯坦数字发展、创新和航空航天工
业部部长扎斯兰·马迪耶夫恳切的话语，
通过当地主流媒体《实业报》的头版报道
传遍全国。一系列报纸和新媒体稿件都
来自浙江省国际传播中心与哈方记者的
共同创作，拥有中哈两方视角。

今年，是全球文明倡议提出一周年，
良渚申遗成功五周年。站在这样的时
刻，闪耀着“五千年文明之光”的良渚，再
次广邀天下客，不遗余力为文明对话构
筑平台。

11月25日至27日，第二届“良渚论
坛”在杭州举办。从首届的“践行全球文
明倡议，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到本届的

“交流互鉴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一脉相
承的论坛主题，指向同一个目标——交
流互鉴，与时偕行，照鉴未来。

“蔚为大观启众智，高山流水引知
音”。中外作家、考古学家、音乐家等平
行论坛即将登场，以人文之名，寻找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共鸣。

论坛内外，多项成果展示着体现包
容和交流之美的中华文明。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今年已前往十余
个国家展览，并向多国图书馆和高校赠
书。中国历代绘画大系良渚典藏馆将常
态化举办“大系”系列公益展览与美育宣
传活动。首展的两层展厅分为“薪火相
传 代代守护”“宋韵千载 文脉流芳”“创
新转化 无界之境”三个部分。策展人王
小松介绍，展览特别设置了3D打印石窟
寺模型和沉浸式体验装置等，让保护、利
用、研究的新成果为百姓共享。

第二届“良渚论坛”期间还将举办
“良渚回响”专题音乐会，凝聚诗的意境、
曲的音声、情的品格，用传统与现代相结
合方式，弹奏出自古老良渚到今日浙江
的连绵起伏。浙江省历史经典产业展则
源于历史，活在当下，充分展现浙江的深
厚文化底蕴和创新发展成果。

正如全球文明倡议所言，文明对话的
价值，不仅在于增进对彼此的理解、信任
和友谊，更在于互美互鉴，彼此增益，“让
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交流互鉴 与时偕行 照鉴未来

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秋意正浓。 本报记者 董旭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