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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期待有一天，人们能在良渚
遗址中发现来自五千年前的乐器，我
想听听来自五千年前的声音。”初见泽
维尔·布维耶，作为瑞士西部应用科学
与艺术大学日内瓦高等音乐学院教育
主 管 的 他 ，正 在 良 渚 古 城 遗 址 公 园
采风。

因为第二届“良渚论坛”，他踏上这
片土地。在莫角山宫殿遗址区，看着从
这里出土的各类玉器、陶器，他倍感
新奇。

泽维尔·布维耶一直很关注中国的
考古消息。他说，考古总是伴随着发掘
过程，而中国的考古发掘经常能有一些
出人意料的收获，包括发现各类乐器、
乐谱，甚至是音乐遗迹和音乐图像。

泽维尔·布维耶说，这些物质遗存，
能更好地帮助世界各地的学者了解中
国。音乐学家也能凭此来研究中国音
乐史和中国乐律学。

泽维尔·布维耶对中国音乐并不
陌生。

在日内瓦高等音乐学院，爱好中国
民乐的师生成立了一个江南丝竹乐
团。江南丝竹曲调优美淳朴、轻快明

朗，被誉为“中国的轻音乐”，受到很多
人喜爱。泽维尔·布维耶说：“江南丝竹
的演奏给人带来平静的感受，这种演奏
方式没有特定的目的性，让人们单纯享
受音乐的乐趣。”

不光是听，泽维尔·布维耶还加入
了江南丝竹乐团，专门学习三弦，现在
已经能演奏一小段。

三弦是中国传统弹拨乐器，很多人
对其望而却步，认为学习难度大，没有
音乐基础根本无法上手。泽维尔·布维
耶却不这么看，“任何乐器想要弹奏出
美妙的旋律，都需要付出努力和坚持。
何况三弦的声音这么美妙！”

泽维尔·布维耶到访过中国很多
城市，参与过多次艺术交流。不过这
次受邀参与第二届“良渚论坛”，还是
令他激动万分。“在实证中华五千年
文明史的圣地上对话同行，既追溯音
乐的源头和文明根基，又展望音乐在
科技推动下的未来发展前景，简直太
酷了！”

“音乐是一种创造性工作，我们知
道的一切、看到的一切，都会影响创
作。音乐家来到良渚，增长了见识、开
阔了眼界、启迪了思想，有助于拿出更
具创造性的作品。”在良渚古城遗址公
园，泽维尔·布维耶一边回答记者问题，
一边用手机拍摄。

明年 2 月，泽维尔·布维耶将开启
继续探索中国音乐的旅程。他要到浙
江音乐学院开展一段时间的交流学习，
期待碰撞出新的灵感和火花。

（见习记者 胡金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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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那只神鸟！”当记者向帕特里
西娅·莱德斯玛·保茜赠送充满良渚元
素的小纪念品时，这位墨西哥大庙博物
馆馆长连连惊叹。

11 月 26 日，保茜和来自世界各
国的同行在良渚相聚，围绕“文明的
再现——全球视野下的考古学与文明
形态多样性”主题，开展“文明之光”中
外考古学家对话，分享考古成果，共话
文明多样性。

活动间隙，各国学者、媒体记者围
绕考古、文明、交流等话题，热烈互动。

“我也有东西要送给你们！”保茜从
背包中拿出一枚精美的钥匙扣，“这上
面的形象是奥尔梅克人，它的设计灵感
来自墨西哥的奥尔梅克文化。奥尔梅
克文化是古代中美洲地区最重要的文
化之一，和良渚文化同期。”

在对话环节，保茜重点介绍了阿
兹台克大神庙遗址。位于墨西哥城中
心的阿兹台克大神庙是最雄伟的墨西
哥古代建筑遗址之一，曾经是阿兹台
克人权力的象征。1978 年，一座雕塑

的偶然发现，让阿兹台克大神庙重见
天日。

“我们的考古学家持续开展了 45
年的研究，其间不断改进发掘和研究方
法，努力还原阿兹台克文化的原貌。”保
茜介绍，阿兹台克大神庙遗址的考古研
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文物保护和修复
技术方面也取得了巨大进步。

保茜说：“在古代中美洲，人类的活
动主要聚集在村庄等聚落，人们认为，
大山、森林、河流等都有神灵守护。这
也是大神庙产生的重要原因。”

“在这样的信仰体系中，人和神灵
之间存在着重要关系，这和东方文化中
尊重自然的观念很相似。我发现中国
思想中也有很多关于人和自然和谐共
生的哲学。”保茜说，这也给今天的我们
提供了启发，即人类应当在丰富多样的
文明中找到共通点，“这是我们今天携
手共进的基础。”

“良渚文化起源非常早，它向我们
展示了人类最早的文明之一，初步形成
了社会阶级的概念。”保茜说，良渚文化
的重要性在于，它帮助我们理解古代人
类如何在这样的社会体系下生活。

文明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交流互鉴，
当今时代，加强文化交流、传播非常重要。

“我们需要学会倾听与我们观点不
同的声音，并且能够真正去理解这些声
音。”保茜说。

（本报记者 陈黎明 邵温韵 文
本报记者 徐彦 姚颖康 摄）

墨西哥大庙博物馆馆长帕特里西娅·莱德斯玛·保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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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如何跨越山海，实现交流
互鉴？第二届“良渚论坛”期间，记者采
访了出席活动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邱华栋。

“想要交流互鉴，搭建一方文学平
台不可或缺。”邱华栋认为，“‘良渚论
坛’就是这样一个好平台。”

在他看来，“良渚论坛”让作家相
逢，令文学渡山海。论坛上，很多看似
初逢的作家，实则相知已久。对谈中，
常常响起一句“我读过你们国家某位
作家的作品”。只此一句，陌生感马上
消融。

“今天，一位外国诗人对我说，他特别
喜欢中国诗人李白。我说那你背一首李
白的诗，他当即熟练背诵了出来。文学
就是有这样让人相近、心相亲的力量。”
邱华栋说。文学，本就是由作家的心灵
执笔书写，心灵无疆，是以文学无界。

全球化发展带来机遇，也让我们面

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文学界该如何面
对全球性议题？

邱华栋认为，作家应具备涓滴成溪
的责任担当，立足大地，思接千载，锤炼
富有生命的新时代文学作品。

在本届论坛邀请下，海内外作家欢
聚一堂。邱华栋表示，中国与海外的科
幻作家对话平行论坛，共享文学时空，
也会为科幻文学这一中国文学的新增
长点激荡新的灵感。

邱华栋表示：“我们应该把五湖四
海的作家都邀请过来，让他们在浙江走
一走，发现良渚的独特密码。也许，一
部佳作就在无声之间自然写就。”

将历史信息转化成当代创作经验，
具体怎么做？青年作家如何书写良渚？

邱华栋分享了历史文学的创作经
验。他说，抵达现场，是写作的第一
步。今天，世界作家齐聚良渚，良渚先
民的生活身影和昨日故事，经由古城遗
址的一隅，以及那些陈列的玉器遗存复
现眼前；古老民族的心理和文化积淀，
通过历史典籍延续至今。在全球化和
全媒体传播时代，凭借人工智能媒介，
假以经验和想象，相信作家们能创造出
一个瑰丽而鲜活的世界。世界文学的
共鸣，也在当下交辉。

（本报记者 高心同 文 本报记者
彭鹏 姚颖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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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焕新，名品荟萃。作为第二届
“良渚论坛”配套活动之一，11 月 25 日
至 27 日，“历史经典 焕新共创——浙
江 省 历 史 经 典 产 业 展 ”在 会 场 同 步
举行。

本次展览由浙江省文化产业投资
集团所属浙江文投古镇文旅发展有限
公司（下称“浙文古旅”）策划举办，设置
了大师作品、产业名品、活态体验等三
大展示板块和五处特色展览点。展览
汇集了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大师作品
等 40 余件，全面展示浙江历史经典产
业的艺术成就和发展新貌，呈现中国文
化的多元魅力。

浙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孕育了
充满人文气、江南味的文化产品，它们
共同汇聚成了经济与人文相互滋养的
历史经典产业，包括茶叶、丝绸、黄酒、
木雕、石刻、青瓷等行业，品类遍布全省
多地，产业规模超千亿元。

各式各样充满浙江韵味的展品，吸
引了来自世界各地嘉宾的驻足观赏，互
动品评。

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展区，置
身东阳木雕作品《航归》前，仿佛听到画
面中波涛翻滚、海鸟鸣叫、松柏作响。
据浙文古旅负责人袁艳介绍，该作品出
自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东阳木雕代表性传承人陆
光正之手，作品特殊之处就在于其构图
疏密有致，以浅深浮雕、半圆雕工艺，传
递意境宏阔、内涵深远之意。

这样充满人文意味的作品，在展区
比比皆是。如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嵇锡
贵的越窑青瓷作品《竞游》、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徐伟军的石雕作品《硕果累累》、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胡兆雄的青瓷作品

《吉祥如意》及10名省级大师作品等。
静态展陈与动态体验相互呼应，为

参观者营造了可观、可感的体验。
茶叶、青瓷、丝绸，这些最具浙江特

色的历史经典产业，是本次展陈的重要
主题。在精心营造的江南园林小景中，
径山点茶人在宋画前注汤击拂，与浙江
省工艺美术大师王武的《琮氏瓶》《青

璧》等作品相映成趣，生动重现了“风雅
处处是平常”的宋代生活方式，也让与
会嘉宾沉浸式体验“一径如梦、禅茶飘
香”的雅趣。

一片叶子，正在生发出神奇的故
事。今年3月，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启动
首批省级非遗茶空间组织申报工作，遴
选确定了首批25家省级“非遗茶空间”，
旨在推动“历史经典+生活”融合发展。

活化利用让更多非遗走出历史，走
进生活。非遗不再纯粹是供人观赏的
景观，而是融入人们日常的生活点滴。

在平行论坛举办地，非遗糕点制

作、陶土拉坯、文创展示等历史经典产
业互动体验区热闹非凡。中外嘉宾不
仅近距离观看活态演绎，还纷纷尝试亲
手制作糕点，感受这些非遗技艺的独特
韵味与现代活力。

历史经典不仅是一种文化情怀，更
是颇具经济价值的产业。

近年来，我省历史经典产业蓬勃发
展。茶叶出口量居全国第一，黄酒产量
占全国三分之二，龙泉青瓷是全球唯一
的陶瓷类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东阳木
雕、黄杨木雕占全国“四大木雕”中的两
席。预计到 2027 年，我省历史经典产
业规模将达2000亿元。

为推动历史经典的活化利用和高
水平传承高质量发展，浙江坚持传承保
护和创新发展并举。今年以来，浙江出
台了《浙江省历史经典产业高水平传承
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举措》《浙江省历
史经典产业传承创新发展行动方案》
等，提出到 2027 年基本建成历史经典
产业创新发展高地、文化传承高地、品
牌荟聚高地、人才集聚高地。

“我们通过‘文化+产业’双线展陈
的方式，力求多维度展现浙江历史经
典产业的深厚文化底蕴和产业发展成
果。”浙江省文投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浙江省文投集团将继续聚
焦以文化赋质、产业赋能、数字赋新，
全力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传承保护和创
新发展。

（本报记者 陈黎明 高心同）

浙江省历史经典产业展亮相第二届“良渚论坛”

经典焕新，感受中国文化多元魅力

中外嘉宾在浙江省历史经典产业展展区参观体验。 浙江文投古镇文旅发展有限公司供图

为期 3 天的第二届“良渚论坛”
于 11 月 27 日在杭州落下帷幕。中
外嘉宾聚焦文化遗产、文学、音乐等
重点领域，深入交流，凝聚共识。图
为中外嘉宾在论坛结束后合影留
念。 本报记者 董旭明 倪雁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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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一眼明了，能够跨越语言障
碍和地域差异，成为人类沟通的桥梁。
具有历史与文化价值的艺术图像，更能
唤起世界各地的人们对文明遗产的情
感和爱护。

11 月 27 日，在第二届“良渚论坛”
上，“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国际学术研讨
会召开。研讨会以“多彩的世界：艺术
图像中的文明叙事”为主题，搭建促进
世界文明对话的平台，汇聚六十余位来
自海内外艺术史界和文博收藏单位、文
化机构的知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艺术
图像与中华文明重大议题，带来极具前
沿性和深度的学术交流。

在他们的讨论分享中，我们看到了
这些珍贵艺术图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一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图像时代。在

学者们看来，看问题、做研究，不再仅仅
依靠文字和语言就能解决，还需要大量
图像、形象以及物质材料，这是一个时
代特征。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历代
绘画大系”具有特别的意义。

在会场报告厅的大屏幕上，出现了
一幅“人类最早的画”——法国拉斯科
洞穴的壁画。通过这幅壁画，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教授朱青生向我们讲述了图
像的意义。艺术一旦成形，就成为文明
的形迹，不断增加人类精神的成就。然
而不管怎样分类和研究，图像的价值仍
在图像本身。

朱青生认为，“中国历代绘画大系”

工程有两个重大的学术意义。首先，是
艺术史的学术意义，“中国历代绘画大
系”完整地揭示了中国艺术的审美核心
价值和创作的主要手法——即以“笔
墨”为核心观念的中国卷轴（书）画。其
次，这个工程揭示了绘画并不一定是对
于事物的模拟、描写和再现，而是“有生
于无”的创造。

我们看到，在浙江大学倾力打造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十多年时间里，
学校先后成立了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
心、文化遗产研究院、艺术与考古博物
馆、艺术与考古学院，建立了涵盖艺术
学、考古学、设计学等的学科方向，构建
了从考古发掘到艺术史研究，再到展览
展示、设计转化的全链条学术生态。

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历代
绘画大系”让文明在交流中迸发更精彩
的光芒。以“大系”为主题的展览，在英
国、德国、意大利等 13 个国家巡展，“大
系”相关图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
200 余家海外机构收藏，逐渐成为世界
人民共享文明的一座桥梁。

二
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历代绘画大

系”本身就是科技的产物。
在论坛上，来自波茨坦应用科学大

学的安德里亚斯·比纳特教授说：“‘中
国历代绘画大系’是真实的艺术品与技
术复制品创新结合的典型。通过仔细
扫描、高清打样等，实现了中国古代绘
画作品的可再读性，是以极高质量和可

靠性创造出来的独特数字副本。”
有趣的是，沿着这条“科技之路”不

断走下去，我们能够从古画中获取此前
从未知晓的信息，并改变我们的认知。

在宋朝宋徽宗时期，出现一大批门
幅相近的宫绢，都用于绘制设色画。

通过显微镜和织物密度分析仪对
宋徽宗时期的宫廷绢本画作进行分析，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余辉得出了这样的
结论：宋徽宗的用绢相当于“一级宫
绢”，经纬密度均在50根/厘米以上,《千
里江山图》用绢相当于“二级宫绢”，经
线密度在 40 根/厘米以上、纬线密度在
50根/厘米以上，其余皆相当于“三级宫
绢”，经纬密度均在45根/厘米以下。

“由此可见宋徽宗对《千里江山图》的
重视程度，几乎给了王希孟最好的绘画材
料。”余辉说。而对宋徽宗的《瑞鹤图》检
测发现，经线密度为49至53根/厘米，纬
线密度 51 至 55 根/厘米，使用的宫绢是
最高级的，毫无疑问是宋徽宗亲笔。

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名作《听琴图》，
此前一直被传是宋徽宗的作品。但经
检测，经线密度为 42 至 48 根/厘米，纬
线密度则只有34至40根/厘米。“所以，

《听琴图》不可能是宋徽宗亲笔所画。”
余辉说。

随着科技的发展，相信会有更多的
历史谜底被揭开。

三
自“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问世以来，

绘画史学者身处一室便可畅游中国历

代绘画的璀璨长河，这在以往任何一个
时代都是无法想象的。

然而，我们依然要看到，现在对图像
使用的保护和限制，是一把双刃剑——

版权，是一种奖励创作、促进创新的
方式。在版权保护期结束后，作品应进
入公有领域，造福人类。北京大学长江
讲席教授白龙展示了一幅来自他的家乡
意大利的名作：达·芬奇的《维特鲁威
人》。“这幅达·芬奇的画作，本可以为公
众所用，但在意大利，如果一些公司使用
这幅作品作为标志，可能会被起诉，甚至
面临两百欧元的罚款。”白龙说。

他认为，在意大利，管理文化遗产
的版权法律影响了艺术的自由传播与
交流，给使用者制造了障碍。很多艺术
作品受到了严格的监管，包括《大卫》、

《维纳斯的诞生》等，使用它们的复制品
需要申请并支付高昂的费用。

从这个角度观照“中国历代绘画大
系”，白龙希望能引起对中国古代绘画的
相关思考：中国古代的绘画作品是无价
的文化财富，它们的价值，不仅取决于保
存好，也取决于如何融入当代的文化。

实际上，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限
制性的版权问题依然存在。白龙认为，
中国古代绘画作品不应该被当做静态
的遗物，只放在玻璃橱窗里供学者研
究，而要为全社会共享，让所有的评论
家、教育家不要有担忧，能公开探讨这
些历史名作，并且鼓励艺术家再创作，
鼓励公众与艺术互动，使它们真正成为
当今世界的文化。（本报记者 李娇俨）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国际学术研讨会昨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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