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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上合，感知山东

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条繁忙的商贸之路，更是
联系古代中国与世界文明的纽带。当年的盛况虽不能
再现，但留存至今的遗物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

清籁琴、掐丝珐琅勾莲纹鼎式炉、黑漆木楼嵌铜活
大座钟、青花梅竹纹梅瓶……青岛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市文广新局局长李明介绍，此次故宫文物精品展包括

“紫禁城与丝绸之路展”“琴瑟和鸣——— 古琴展”“凝华
焕彩——— 宫廷珐琅器展”和“青出于蓝——— 明清御窑青
花瓷器展”四项展览，其中许多文物是第一次面世展
出。这些展览呈现了国宝之瑰丽，也诉说着人类文明的
交流互鉴。

古老的“ 丝绸之路”打开了中国对外往来的门
户，促进了中国与亚非欧各国的友好往来。步入“ 紫
禁城与丝绸之路展”展厅，1 . 2米高的西洋大座钟首
先映入眼帘，唐三彩壶、广彩碗、乾隆御题诗玉壶、
金星玻璃瓶等富含西域元素的珍贵文物于展厅两翼依
次展开，20件陶瓷、玉器、珐琅器、钟表、科学仪器
等文物争奇斗艳，集中反映了明清两朝与外部世界的

交流互动。
古琴是中国的传统乐器，位列四艺“ 琴棋书画”

之首。在“ 琴瑟和鸣——— 古琴展”展厅，雅韵悠扬的
古琴曲现场演奏吸引观者驻足倾听。曾为乾隆皇帝御
赏的南宋“ 清籁”琴、为成亲王和左宗棠旧藏的明万
历“ 蕉林听雨琴”、清代制作的黑漆彩绘云龙纹瑟，
琴瑟和谐，配以清代红木几、髹金漆如意云头形木架
以及珐琅器、官窑瓷器、宫廷玉器等，再现了“ 我有
嘉宾，鼓瑟吹笙”的美好画面。

珐琅是舶来工艺，智慧的国人凭借所拥有的诸多
传统技艺根基，使之本土化，成为我国特有的工艺门
类。“ 凝华焕彩——— 宫廷珐琅器展”，按工艺品种的
不同划分出掐丝珐琅和画珐琅两个单元，展出元、
明、清三朝最富代表性的200件古代官造珐琅器，观
者踏着时代的脚步赏读，可获知我国古代珐琅工艺品
的发展递嬗与时代风貌，了解中国古代手工艺者善于
学习互鉴的优良传统。

青花瓷，素有中国国瓷之称。故宫博物院藏明清

两代宫廷御用青花瓷数量之巨，无与伦比。“ 青出
于蓝——— 明清御窑青花瓷器展”从中遴选最能代表
明清御窑厂工艺水平的明宣德、万历青花和清代康
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官窑器展示于众，以端庄隽
永的造型和繁密艳丽的纹饰尽展瓷器之美。

青岛艺术博物馆讲解员孙璐介绍，展厅左右各
设一个三米通柜，让康雍乾三朝代表性青花瓷同台
亮相，其他展品按时代顺序安置于独立柜中两两相
对排列左右，观者可切身体会时代更替、国力兴
衰、国门开合、审美差异反映在瓷器上的变化。

中阿卫视中国新闻中心记者艾琳娜6岁开始学
习中文，8年前来到中国。她告诉记者，她对中国
文化非常感兴趣，此次展出的故宫文物非常漂亮，
使她充分领略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 上合峰会是
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重要机遇，这次展览提供了
良好平台。我将进一步了解、学习中华文化，讲好
文明交流互鉴故事，以文化力量拉近心灵的距
离。”

故宫精品文物展现古丝绸之路文明交融

一个岛，牵动着世界的目光；一座城，将还世界
一个梦想。

6月9日，记者走进光影百年全景影像展，一段6
分钟的特效影片《青岛为电影而生》，让大家感受青
岛的百年传奇历史与未来崭新的城市魅力。

翻阅历史可以看到，青岛有着良好的电影文化底
蕴。自1895年世界电影诞生之初，青岛就成为电影艺
术的摇篮，沐浴了中国电影史上的魅力曙光；1898
年，第一部中国题材的纪录片在这里取景完成。最早
放映影片的中国城市、中国现存最早的商用电影院、
中国人经营的第一家电影院、拍摄最早的中国纪录
片、中国的第一部有声影片等等，无不说明着青岛与
电影间的不解之缘。

如今，青岛被誉为“天然摄影棚”，每年中国内
地近三分之一的影片在此拍摄。

这里，也是培养国内一线电影人才最多的城市。
350多名中国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在青岛诞生；青岛
第三十九中学，培养出了1500多名一线电影人才。挚
爱初心，劈波斩浪，遥记当年，《寻找微尘》电影，
200多名青岛籍演员主动无偿参与其中。

这里，还有全球投资规模最大的影视产业基
地——— 东方影都，全国第一个50亿元级的影视基地；
这里，有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室内摄影棚……影视新动
脉逐渐壮大，助推中国电影走向世界。

2017年10月31日，青岛正式成为中国第一个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电影之都”称号的城市，标志
着青岛电影的文化底蕴、发展战略和发展潜力受到了
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青岛在中国电影强国之路上又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重要里
程碑。

世界“电影之都”为何青睐青岛？其背后，折射
的是青岛抢占文化高地、打造文化软实力的不懈努
力，是青岛影视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必然结果。

青岛将这种“不解之缘”当作提升文化软实力的
良好机遇，顺势制订了高端影视产业发展规划，规划
了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建设了全球最大影视制作
基地，着力构建世界一流的软硬件服务体系，吸引国
内外高端电影资源聚集，打造世界顶级的影视产业链
生态圈。

“当选联合国‘电影之都’，是青岛市面向世
界、扩大开放的崭新名片。”青岛市委常委、副市长
王家新说，青岛成功入选世界“电影之都”，为青岛
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国际性舞台。
青岛将通过更多的“青岛出品”“青岛创意”，向世
界人民讲好“中国故事”“上合故事”。

百年青啤体验展，从《百年青岛、百年青啤》
《中国质造》《中国品牌、享誉全球》三部分介绍了
青啤的百年发展史。

近年来，青岛啤酒积极践行“三个转变”：一
是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二是中国速度向中国
质量转变，三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努力打
造一张享誉世界的金字招牌。

青岛啤酒博物馆讲解员蒿昊介绍，如今，青啤
实现了“一瓶啤酒连接世界”，每年生产180亿
瓶，可以绕地球119圈，全球消费者平均每天开启
5400万次，平均每分钟饮用4万瓶青岛啤酒。

“啤酒与体育密不可分，青岛啤酒积极支持中
国的足球事业。值得一提的是，青啤也是2018年俄
罗斯世界杯的CCTV赞助商。”蒿昊自豪地介绍。

一瓶青啤，贯通世界。目前青岛啤酒远销全球
100个国家和地区，并在海外树立了“高品质、高
价格、高可见度”的品牌形象，展现了中国品牌应
有的气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把青岛啤酒当成自己
的最爱，“favorite”成为不同社交平台上对青岛啤
酒的情感表达。

新时代、新起点，青岛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
中创新，必将和世界交融在一起，互相认识、交流
和学习。

相约上合，风从海上来。上合峰会，让世界的目
光聚焦青岛，给予这座“峰会城市”格外的关注。城市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将会大幅度提高，激励青岛更加
坚定地走向世界，迎来城市国际化的新时代。

让世界人民爱上中国故事、中国品牌

历史文物是人类共有的文明财富。时间走到今天，
这些宝贵文物如何焕发超越时代和地域的生命力？在
青岛艺术博物馆，总重4 . 5吨、按照1:1比例仿制曾侯乙
编钟的新编钟演奏，气势恢宏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展览现场，一边演奏者自如按动琴键，一边64口
编钟奏出动人乐章。《 歌唱祖国》《 沂蒙山小调》等
中国旋律，《 红梅花儿开》《 喀秋莎》《 美丽的国
土》等其他上合组织国家的代表性曲目一一奏响，震
撼了各国宾朋。

记者了解到，为向各国贵宾展示编钟魅力，烟台

豪特乐器公司专门定制了这一新编钟，并于一个月前
就开始布展、调试，力求呈现最完美演奏。“ 编钟是
古代中国的礼乐重器。新编钟保持了曾侯乙编钟原有
的形制、纹饰等诸方面青铜工艺特色，按照现代标准
化乐器性能，给不同规格的编钟分别配置了大小不同、
配重相宜的钟锤，运用计算机集成控制科技，将钟锤连
接到集成器键盘上，借助通用键盘界面控制钟锤敲击
编钟，用1人弹奏的方式取代了传统的4—5人表演，并
且在音色、力度、速度等方面也很完美。”烟台豪特
乐器公司总工程师宋志星介绍，“ 新编钟的发明使古

老编钟焕发出时代活力，奏响盛世强音。”
来自俄罗斯、供职于新华社的一名女记者被新

编钟的美妙乐声所吸引，她轻触琴键，尝试着奏响
了编钟。得知她来自俄罗斯，现场演奏者为她奏起

《 红梅花儿开》，她面带微笑，认真聆听感受，曲
终用力鼓掌。

编钟演奏，穿越了时空，跨越了国度，是文化
的碰撞，文明的交融。不少观者表示，要继续秉持

“ 上海精神”，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推进文明互
鉴，拉紧人文纽带，促进民心相通。

新编钟奏乐，穿越时空迎宾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生命记忆。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齐鲁大地自古以来名匠辈出，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木匠鲁班被后世尊
为“ 百工之祖”。为充分展示悠久的齐鲁文化，增进国家间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发展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齐风鲁韵展”将一个
个美丽又生动的非遗内容展现在世界面前。

“ 尊重多样文明”是“ 上海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上合组织框
架下开展人文交流与合作的基本遵循。儒家文化主张“ 君子和而不
同”，提倡不同事物的多样性统一，体现了中国古代兼容并蓄、相互
尊重的平等精神。从某种意义而言，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齐鲁文化与

“ 上海精神”有诸多相通之处。
胶东沿海渔家风情浓郁，鲁中平原农耕文化特色鲜明，鲁西地区

是孔孟之乡，传统深厚。山东的民俗文化风格多样，历史悠久，在这
次展览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展厅的设计也处处体现着这一特点。

在山门大厅“ 齐风鲁韵展”序厅内，抬头可见屋顶悬挂的“ 四龙
捧珠”，这是著名的潍坊风筝，四条祥龙使用竹子巧工扎制，寓意

“ 四海归一”。两侧山墙是大型剪纸“ 福寿双全”，在独具鲁西南特
色剪纸的“ 福”字与胶东剪纸的“ 寿”字里，巧妙地嵌入了“ 齐风鲁
韵展”各展示项目中的14种手工艺。

孙璐告诉记者，本次展览荟萃了山东省最具代表性的当代手工艺
作品，包括曹州堆绣、曹州面人、潍坊风筝、宗家庄木版年画、鲁锦、鲁
绣、剪纸、皮影、胶州秧歌、贝雕、锲金画、瓷器等23个项目。

今年39岁的韩国瑞是菏泽东明粮画技艺传承人，在东明粮画展
台，他正在为参观的记者展示粮画的制作过程。借助一粒粒粮食，以
孔子、泰山、黄河为元素的“ 山东印象”，在韩国瑞的手下被栩栩如
生地展现出来。为了迎接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他还特意创作了“ 花开
富贵”作品，寓意国家繁荣昌盛、五谷丰登、国泰民安。

“ 我从7岁开始学习粮画，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韩国瑞说，
他曾经带着粮画技艺参加过意大利米兰世博会，现在能在家门口向世
界展示中国的传统文化，感到特别自豪。

与韩国瑞一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菏泽面塑传承人李效普的
展演区前也站满了“粉丝”。只见他一根竹签捏在手里，红、黄、蓝、绿、
黑、白、紫等各色面团经过十指灵巧地揉、搓、拈、压、贴、拍，不一会儿就
变成了一个个惹人喜爱的历史人物。“我从来没想到还能代表中国传统
文化走进上合峰会，向各国友人展示中国民间艺术的神奇。”李效普
说，让中国民间传统艺术走向世界，是自己的一个心愿。

齐风鲁韵倾倒世界

菏泽东明粮画技艺传承人韩国瑞为参观者展示东明粮画。

图①：热情奔放的胶州大秧歌欢迎八方来客。
图②：外国记者体验平度年画。
图③：中国传世精品文物展上，珍贵而精美的文物让参观者流连忘返。
图④：青啤百年体验展，向参观者讲述生动的啤酒故事。
图⑤：光影百年全景影像展融合多种高科技手段，如梦似幻。

泱泱齐风劲吹青岛，奕奕鲁韵唱响上合。

地处广袤欧亚大陆腹地的上合组织成员国，位于古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其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曾经照亮着历史的的星空。正是千百年来欧亚大陆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让上合组织得以总结

出“ 上海精神”，使不同文明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和谐发展。

山东是“ 孔孟之乡”“ 礼仪之邦”，齐鲁文化源远流长。6月9日至10日，古老的齐鲁大地迎来上合青岛峰会。有朋自远方来，好客山东奉上文化盛宴，青岛艺术博物馆推出中国传世精品文文物

展、齐风鲁韵展、新编钟展示、光影百年全景影像展、青啤百年体验展等系列文化活动，让世界充分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博大精深，尽情领略齐鲁文化的风韵魅力，推进人类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6

⑤⑤


	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