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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推动文明进步
——“华夏文明之源——河南文物珍宝展”走进卢森堡

本报驻河南记者 张莹莹

留住客家人的文化根脉
———中国—中国··龙华客家文化艺术节剪影龙华客家文化艺术节剪影

温秋圆

湖南文化旅游周在美国受欢迎

“噢嗨！太阳一出天就开，羊台

山上搭歌台。八方歌手来相会，欢声

笑语乐开怀……”11 月 23 日晚，深圳

市龙华区羊台山上搭起的实景“山歌

擂台”格外引人注目。锣鼓喧天、旌

旗招展、麒麟腾跃、山歌飞扬，中国·
龙华客家文化艺术节的序幕缓缓拉

开，数千名观众以饱满的热情与客家

文化“相约”。

深圳市龙华区人文历史厚重，客

家山歌在这里传唱了一代又一代。近

年来，龙华区不断挖掘文化基因，提升

城市魅力，文化品牌日渐成熟，传统节

日年年出新，“时尚、生态、人文”特色

彰显，文化景观呈现出百花齐放的良

好局面。

打造客家人的文化节庆

《山歌唱出好兆头》《只有山歌敬

亲人》……开幕式当晚，羊台山脚下

灯光闪耀，一首首富有时代气息的客

家山歌在这里唱响。刘三姐扮演者

黄婉秋的一曲《山歌好比春江水》唤

起了听众的美好回忆；《相会羊台山》

演绎了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山

歌越唱越开怀，无限风光向未来”的

豪迈与激情。

“ 我 们 的 老 一 辈 是 干 着 农 活 听

着客家山歌长大的。如 今 ，下 一 代

也 唱 起 了 山 歌 ，传 承 客 家 山 歌 后

继 有 人 。”哼 起 原 汁 原 味 的山歌，94

岁的大浪老山歌手谢英娇眼里泛着

泪花。

“几年前我背井离乡来到深圳，

扎根龙华。听到客家山歌的亲切旋

律，远方的父母如在眼前。”27 岁的陈

彦辉是广东梅县人，他说，最甜故乡

水，最美故乡音，希望自己也能唱着

客家山歌老去。

由深圳市龙华区委宣传部（文化

体育局）、龙华区大浪街道办、龙华区

文联主办，深圳市客家文化交流协会

承办，深圳市音乐家协会、深圳大学

客家研究所、杨宏海客家文化与艺术

工作室协办的 2018 中国·龙华客家文

化艺术节（以下简称“客家文化艺术

节”），以“名家聚会羊台山，麒麟献舞

山歌飞”为主题，上演了一幕幕客家

风 情 画 卷 ，将 古 老 厚 重 的 客 家 文 化

呈现在市民眼前。

客家文化艺术节总导演、深圳市

客家文化交流协会艺术总监石钢介

绍 ，作 为 龙 华 区 打 造 的 客 家 文 化 节

庆，深圳市麒麟文化节已成功举办四

届。今年龙华区在原有麒麟文化节

基础上华丽转身，升级为中国·龙华

客家文化艺术节，并增加地标性的羊

台山全国实景山歌邀请赛、大浪客家

文化体验中心落成仪式暨客家文艺

名家工作室进驻大浪挂牌和“大美客

家”文化精品展、龙华客家文化创新

发展研讨会等，呈现出许多新的特色

和亮点。

今年首创的羊台山全国实景山

歌 邀 请 赛 ，吸 引 了 来 自 全 国 各 省 区

市 150 余名歌手报名参加。在歌曲

类型方面，除了重头戏客家山歌外，

市 民 还 能 欣 赏 到 来 自 新 疆 、贵 州 等

地的民族特色山歌。在这个“擂台”

上，各地山歌相互交织，不同文化交

相辉映，助力中国山歌的传承、发展

与创新。

本次活动加大文化名人引进力

度。大浪街道首次聘请黄婉秋担任

羊台山山歌形象代表，并引进杨宏海、

周建新、陈菊芬、刘沅声作为首批专家

入驻当地，在大浪客家文化体验中心

落成揭幕之时，举行客家文艺名家工

作室进驻大浪挂牌仪式。

将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创新

是本次活动的一个创举。新增的“大

美客家”文化精品展将推出“客家之

光”“泥塑风情”“民居史话”“家训墨

韵”“乡土丹青”5 个专题，让市民、游

客共同参与其中，了解和体验本土人

文历史和客家文化精髓。

客家文化节期间，还将举办龙华

客家文化创新发展研讨会，邀请国内

客家文化研究专家和学术界专家学

者等，齐聚大浪虔贞女校，围绕客家

文化、麒麟文化和虔贞文化的传承与

创新进行深入探讨，为客家文化的传

承与发展建言献策。

龙华客家文化薪火相传

漫步龙华大浪的大街小巷，一物

一景无不记录着历史的印迹，散发着

文化的芬芳。深沉的情感，优美的旋

律……客家山歌在舞台上的精彩演

绎展现了龙华区挖掘本土特色、传承

客家文化取得的丰硕成果。

大浪文化底蕴深厚，以麒麟舞、

客家山歌为代表的客家文化在这里

源远流长。流传 400 余年的大船坑

舞 麒 麟 在 这 里 薪 火 相 传 ，目 前 已 被

列 入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

麒 麟 博 物 馆 在 这 里 扎 根 ，在 一 些 大

型 社 区 活 动 现 场 ，常 有 居 民 登 台 献

唱客家山歌。

一 直 以 来 ，龙 华 区 非 常 注 重 客

家 文 化 的 挖 掘 与 传 承 ，打 造 客 家 文

化体验中心被提上日程。经过不断

努 力 ，大 浪 客 家 文 化 体 验 中 心 今 年

正 式 落 成 ，内 设“ 老 龙 华 、老 客 家 ”

展 厅 、客 家 风 情 泥 塑 展 厅 、客 家 音

乐 厅 、客 家 音 像 资 料 室 以 及 文 艺 名

家 工 作 室 等 。 龙 华 邀 请 客 家 文 化

专 家 进 驻 ，通 过 组 建 客 家 山 歌 队 、

客 家 乐 队 等 ，与 社 区 居 民 一 同 弘 扬

客家文化。

“客家文化需要传承，也需要创

新。”深圳市客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

杨宏海说，客家艺术丰富多彩、各具

特色，作为龙华客家文化特色之一的

客家山歌，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同时突

出“新”字，使之更具时代感和普及意

义，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在大浪研究文化多年的杨宏海

发现，几位唱山歌的老人都已年长，

有些歌曲随着老人的去世已不为人

知。“传承迫在眉睫，消失的山歌令人

痛心，能留下一首是一首。”他深入大

浪社区，挖掘稀缺的客家山歌，将其

整理并予以保存。当听到“久唔唱歌

忘记歌，久唔行船忘记河”的腔调时，

杨宏海被歌词深深吸引，并以此为灵

感，立足本土，会同团队的专家一起

深入调研，从客家阿婆口中挖掘到原

汁原味的大浪山歌唱腔，改编创作了

《好久唔曾相会过》等 6 首山歌，将客

家人热情好客、喜欢交流的特征表露

无遗。

为吸引年青一代了解和传唱客

家山歌，大浪每年举办一次“客家山

歌进校园”活动，引导青少年认识并

传唱客家童谣与客家山歌。大浪文

艺工作者深入罗湖区翠园中学、龙岗

区大康小学、龙华区松和小学等学校

开展山歌进校园活动。深圳市塘朗

小学编发的《山歌进校园暨客家乡土

教材》一书，把客家传统山歌、客家童

谣、创新客家山歌作为音乐课的补充

内容，开展客家山歌教学，在校园中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近年来，杨宏海还在传统客家家

训的基础上创编了新版《客家家训》：

“月光照莲塘，围屋闻书香。尊师又

重教，遍地建学堂。胸中有笔墨，出

门 气 轩 昂 。 读 书 破 万 卷 ，胜 过 有 宝

藏。”该作品集客家文化精粹，简约精

炼的文字、朗朗上口的音韵，深受家

长和学生喜爱，一些学校将其列为课

外 阅 读 教 材 ，一 些 乡 镇 将 其 刻 字 立

碑，也有一些商家与文创企业将其打

造为文化礼品……在各方共同努力

下，“从孩子抓起”的文化传承理念深

入人心。

城 市 要 发 展 ，传 统 要 留 下 来 。

任何一种传统文化包括客家文化只

有 在 继 承 基 础 上 进 行 发 展 与 创 新 ，

才 有 新 的 生 命 力 。 在 现 代 化 、城 市

化发展的今天，做好客家文化传播、

留住客家文化根脉极有价值。龙华

区 将 继 续 深 挖 本 土 资 源 ，通 过 文 化

品牌的打造，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

客家文化建设的深圳（龙华）经验，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写下浓墨

重彩的一笔。

本报讯 由湖南省文化和旅

游厅主办的 2018“湖湘风华·锦绣

潇湘”湖南文化旅游周近日走进美

国，分别在美国乔治梅森大学、中

国驻美国大使馆举行，受到当地民

众热烈欢迎。

本次活动由《“湖湘风华·锦绣

潇湘”专场文艺晚会》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览组 成 。 其 中 ，《“ 湖 湘

风 华·锦 绣 潇 湘 ”专 场 文 艺 晚 会》

由 13 个 独 具 湖 南 地 域 文 化 特 色

的 节 目 组 成 ，包 括 苗 族 舞 蹈《钩

钩 伞》、木 偶 表 演《月 光 仙 子》和

二 胡 独 奏《浏 阳 河》《赛 马》等 节

目 。 湖 南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展 览

推 出 了 湘 绣 、醴 陵 釉 下 五 彩 瓷 、

隆 回 滩 头 木 版 年 画 、皮 影 戏 等 12

个 项 目 。 展 厅 内 ，醴 陵 釉 下 五 彩

瓷 烧 制 技 艺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陈 利 、

棕 编 传 承 人 王 文 定 、湘 绣 传 承 人

刘 雅和湘惠五洲茶学会创始人欧

阳平修等与观众热情互动，充分展

示了湖湘非遗之美。

（张 玲）

本报讯 日前，“消失的文明——

金砖国家图片展”在南非北开普省

省会金伯利开幕。此次展览是今

年南非主办的金砖系列文化活动

之一。南非北开普省副省长吉加

巴、南非艺术与文化部副总司长塞

希贝罗和中国驻南非大使馆文化

参赞郑文等出席开幕式。

亮相展览的 10 幅中国摄影作

品赢得现场观众的称赞，成为参观

亮点。这些作品以文化遗产为主

题，承载了中国传统习俗与文化，

展现了皮影、龙舟、元宵节、活字印

刷、泼水节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魅力。此外，巴西、俄罗斯、印度、

南非等金砖国家也有各具特色的

摄影作品参展。

吉加巴表示，此次展览是落实

今年 10 月金砖国家文化部长会议

签署的《玛罗彭宣言》的具体体现，

要注重保护文化遗产，接受和尊重

彼此的文化。

展览将持续至 12月 14日。

（李广泽）

“妇好”方斝、九鼎八簋九鬲、垂鳞

纹青铜升鼎、青铜神兽、金缕玉衣……

11 月 20 日，由河南省文物局主办、河

南博物院与卢森堡国家历史与艺术

博物馆承办的“华夏文明之源——河

南文物珍宝展”，在卢森堡国家历史

与艺术博物馆展出。展览将持续至

明 年 4 月 28 日 ，是 河 南 文 物 首 次 大

规 模 在 卢 森 堡 展 出 ，受 到 当 地 民 众

青睐。

河南文物首次大规模走进卢森堡

“这是我第一次欣赏来自中华文

明古国的文物，让我明白‘和而不同’

的多元文化推动了文明的进步。”在

展览现场，一位卢森堡观众站在河南

永城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出土的金缕

玉衣前这样感慨。

据了解，本次展出的展品由中国

和卢森堡双方研究人员共同确定，经

过近一年半的筹备，共遴选河南博物

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博物

馆、三门峡虢国博物馆、南阳市博物

馆、济源市博物馆、永城市博物馆 7 家

文博单位的文物精品 145件（组），其中

一级品 29件（组），所属年代上自夏商、

下至宋金，时间跨度3000多年。

展品中器物类别包括青铜器、陶

瓷器、金银器以及玉器等，具有代表

性的展品有偃师二里头夏代遗址出

土的青铜器及陶器、安阳殷墟出土的

商代“妇好”方斝、三门峡虢国墓地出

土的西周时期的玉器、新郑郑国祭祀

遗址出土的春秋时期青铜礼器——

九鼎八簋九鬲、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群

出 土 的 垂 鳞 纹 青 铜 升 鼎 及 青 铜 神

兽 、永 城 芒 砀 山 西 汉 梁 王 墓 出 土 的

金 缕 玉 衣 及 车 马 器 ，以 及 河 南 各 地

出 土 的 汉 代 建 筑 明 器 、陶 俑 以 及 南

北 朝 至 宋 金 时 期 的 金 银 器 、三 彩器

及陶瓷器等。

“展览以实物展示和图板辅助形

式，通过‘帝国形成’和‘匠作技艺’两

部分再现华夏文明诞生、演变、发展

的历史进程，展示了中原大地作为华

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繁荣祥和、有

容乃大的物质与精神面貌。”河南博

物院党委书记万捷说。

“空中丝绸之路”架桥梁

重达 3 吨的 145 件（组）文物从郑

州“飞”到卢森堡芬德尔机场，并在卢

森堡国家历史与艺术博物馆展出，得

益于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

2014 年，河南民航发展投资有限

公司收购卢森堡货航 35%股权，开通

了郑州至卢森堡的货运航线，架起了

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为古

丝绸之路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珍贵艺术品与文物运输需要特

别 精 心 ，通 常 前 期 的 周 密 准 备 与 协

调就长达数月。一次成功的运输不

仅 需 要 定 制 化 包 装 ，还 要 在 整 个 运

送 过 程 中 谨 慎 小 心 ，倾 注 很 大 精

力 。“ 接 到 此 次 运 输

任务之后，卢森堡货

航非常重视，组织相

关 专 家 制 定 了 详 细

的运输方案，对文物

温度和湿度控制、包

装 、仓 位 安 排 、地 面

保障等细节进行一系

列安排，并调配专业

操作人员，确保文物

运 输 安 全 。”河 南 民

航 发 展 投 资 有 限 公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作为欧

洲 最 大 的 全 货 运 航

空公司，卢森堡货航

在 特 殊 货 物 的 运 输

保 障 方 面 具 有 非 常

先进的操作模式、管

理 系 统 和 丰 富 经

验 。 这 次 文 物 运 输

品 类 多 ，对 温 度 、湿

度有不同要求，卢森堡货航的机队由

先 进 的 波 音 747-8F 与 747-400F 组

成，可在同一架飞机上通过精确设定

不同温度区域的要求，满足同时运输

不同货物的要求。“卢森堡货运航空为

能运送如此珍贵的文物而感到自豪，

期待与河南文物界继续保持良好合作

关系。”卢森堡货运航空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 Richard Forson表示。

加深了解、增进友谊

河 南 是 中 华 民 族 的 重 要 发 祥

地。卢森堡位于欧洲西北部，历史文

化资源丰富，被称为“千堡之国”。

“本次展览将进一步唤起中国和

卢森堡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回忆，加

深了解、增进友谊，促进卢森堡与河南

的友好交往、文化交流、经贸互动，进

而推进双方发展，创造更加和谐美好

的生活。”河南省文物局局长田凯说。

继 1972 年 11 月 16 日建立外交关

系后，中卢两国1979年签订《文化合作

协定》。2017 年 5 月，为增进中卢友谊

和文化交流，河南省文物局与卢森堡

国家历史与艺术博物馆签订合作协

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在文物展览、博

物馆管理及文化遗产相关领域开展

合作。

在卢森堡举办“华夏文明之源——

河南文物珍宝展”正是落实双方合作

协议的具体体现。卢森堡驻华大使

俞博生对展览十分认可，他说：“展览

的举办将成为中卢友谊的又一个里

程碑。2019 年，卢森堡罗马文物珍宝

展将到河南举办，相信中国与卢森堡

的文化交流会越来越密切。”

据了解，河南省文物局近期还与

河南民航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围绕文

物 走 出 去 、请 进 来 ，签 署 了 合 作 协

议。根据协议，河南省文物局将积极

整合自身资源，河南民航发展投资有

限公司将提供航空运输便利，共同促

进河南文物的对外开放和交流。

中国文化遗产成金砖国家图片展亮点

观众参观展览

表演舞蹈《钩钩伞》的演员与观众互动

中国·龙华客家文化艺术节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