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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马其顿奥赫里德市文化印象北马其顿奥赫里德市文化印象
未酉寅

奥赫里德市位于北马其顿西南部、

奥赫里德湖东岸，距离首都斯科普里市

约 170 公里，隔湖与阿尔巴尼亚相连，人

口大约 4.2 万，为北马其顿第七大城市。

这里有湖光山色、碧水白云、森林野趣、

历史古迹，被誉为“北马其顿皇冠上的宝

石”“巴尔干明珠”。1979 年，奥赫里德古

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1980 年，奥赫里

德湖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

一、历史悠久的城市。在传说中，奥

赫里德城市的建立与希腊神话中的腓尼

基王子卡德摩斯有关。腓尼基约在今天

的黎巴嫩一带，卡德摩斯是腓尼基国王

的儿子，也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

他曾战胜了毒龙，建立了希腊古城底比

斯。老年时，卡德摩斯和妻子哈墨尼亚

离开底比斯，前往巴尔干半岛西北部的

伊利里亚地区，路过奥赫里德湖时，建立

了奥赫里德这座城市。当然，这只是当

地的传说。也有传说，奥赫里德是由亚

历山大的父亲腓力二世兴建的。

奥赫里德湖地区最早的居民是古巴

尔干地区的布里吉斯人和伊利里亚人的

一支恩切莱人。奥赫里德城在公元前

353 年第一次被希腊文献所记载，被称为

“阳光之城”。公元 879 年，“阳光之城”更

名为“奥赫里德”，“奥赫里德”在马其顿

语里意为“依山之城”。奥赫里德是欧洲

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古希腊时，这里深

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古罗马帝国时，奥

赫里德属于古罗马的一部分。

公元 4 世纪东西罗马分裂，奥赫里德

地区成为东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从公元

6 世纪起，大批南部的斯拉夫人涌入巴尔

干半岛，其中一支定居在今天的北马其

顿，另有一支定居在今保加利亚境内。

随着人口增加、势力强大，保加利亚境内

的斯拉夫部落联盟渐渐形成国家组织，于

公元 7 世纪建立了保加利亚帝国（也称保

加利亚第一帝国），并向今天北马其顿境

内扩张。公元 867 年，保加利亚人征服了

奥赫里德，879年，奥赫里德的名称第一次

出现在文献之中。990 年至 1015 年，保加

利亚帝国首都移至奥赫里德，这时也称萨

穆伊洛王国、塞缪尔王国，奥赫里德成为

整个巴尔干地区的宗教和文化中心。在

990 年至 1018 年之间，这里也是东正教保

加利亚帝国教区牧首所在地。所谓牧首，

就是天主教的宗主教。宗主教的地位和

权力比一般的主教地位要高。西罗马与

东罗马分裂后，西罗马的天主教仍称宗主

教，而拜占庭的东罗马则称宗主教为牧

首。1018年，东罗马帝国重新征服了奥赫

里德，东罗马帝国让奥赫里德牧首管辖更

大范围的教区，包括保加利亚教区、摩尔

达维亚教区、塞尔维亚教区、意大利东正

教区、威尼斯教区。可见，奥赫里德具有

十分重要的宗教地位。接下来几个世

纪，奥赫里德不断更换着统治者。

14 世纪末，奥赫里德城市被奥斯曼

土耳其帝国征服，直到 1912 年脱离土耳

其人的统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包括

奥赫里德在内的北马其顿成为塞尔维亚

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北马其

顿 成 为 南 斯 拉 夫 的 一 个 加 盟 共 和 国 。

1991 年，北马其顿成为独立国家，奥赫里

德成为北马其顿的一个重要城市。

二、富有魅力的古城。奥赫里德是一

个积淀着深厚历史、历经沧桑的城市。

历史的岁月，给这座城市留下了挥之不

去的印痕。奥赫里德古城由两个部分组

成，一个是塞缪尔城堡，一个是老城。

奥赫里德古城的要塞，叫塞缪尔要

塞。塞缪尔要塞的名称，来自于保加利

亚帝国，因为奥赫里德作为首都时，保加

利亚帝国也称塞缪尔王国。要塞最初是

公元前 4 世纪古罗马人修筑的城堡，后来

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加固、修建。特别

是奥赫里德作为保加利亚帝国首都的时

期，要塞得到全面扩建，城墙得到加高、

加厚、加固，军事设施更加完备，生活设

施更加健全，这个格局至今仍能从遗迹

中看到。要塞占据整个奥赫里德山顶，

四周筑有塔楼和长达 3 公里的坚固城墙，

共有上、下、北 3 个城门，现仅存上城门。

从古时起，奥赫里德居民一直住在要塞

内，直至 15 世纪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

后，才开始向山下湖边地带迁移，形成今

日的奥赫里德市。

奥赫里德老城主要在公元 7 世纪至

19 世纪建造，在奥赫里德湖东北岸傍湖

依山而建，建筑高低错落，形成一座别致

的山城。层层叠叠的拜占庭时代建筑彰

显着这座城市历史的辉煌。走进老城

区，千回百转，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遁

身于中世纪的环境，感受到中世纪的气

息。老城的房子很有特点，几乎都是上

大下小，白色的墙面配上红色的瓦。据

说当年老百姓为少缴土地税，才设计了

这样上大下小的房子，也成为当地的一个

标志。现在，这些老房子多被作为家庭式

旅馆、酒吧、餐厅和手工艺制作坊。在奥

赫里德老城中，有一个古老的造纸作坊，

是国家手工制纸博物馆。这里是世界上

仅有的几个使用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的传统造纸术来造纸的地方。15 世纪，

这里便开始使用世界伟大发明之一的古

腾堡印刷机，而且一直使用至今。现在

古腾堡印刷机只有两台存世，奥赫里德

就有一台。在国家手工制纸博物馆，手

工艺人给游客展示从纸浆到纸张再到用

古登堡印刷机印制的整个过程。

老城中有一座 2000 多年前的圆形古

剧场，建于古希腊晚期或者是古罗马统

治时期，现只有观众席的半个区域，但仍

然十分壮观、宏大。虽说剧场不断有所

修补，但很多砖石仍是 2000 多年前的。

据说，起初这是上演古希腊悲喜剧的剧

场，到古罗马时期，斗兽竞技场兴盛起

来，古罗马人就把前面的 10 排座位拆掉，

变成了一个竞技场。现在，每年 7月 15日

至 8 月 15 日在这里举办“奥赫里德之夏”

和“巴尔干节”。世界上许多著名音乐家，

包括三大男高音，都曾在这里演出过。

在奥赫里德还保存有古罗马时期修建

的大道，道路是用石板砌成的，十分坚固，

历经2000多年，仍然完好如初，只不过路面

磨得十分光滑，依然能看到许多辙印。当

年，这里是从意大利罗马到东罗马帝国首

都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必

经之路，连接着当时的重要贸易港口亚得

里亚海港（今阿尔巴尼亚都拉斯）。

奥赫里德作为当时的文化中心，在

公元 9世纪建立了第一所斯拉夫大学。

三、古老的教堂。教堂众多是这个

城市的最重要特色之一。历史上，奥赫

里德曾经拥有 365 个教堂，一年内人们每

天可以到不同的教堂做礼拜，因而有“巴

尔干的耶路撒冷”之称，现在保存有 20 多

座教堂，有早期的长方形教堂、修道院、

中世纪教堂等。

著名的教堂有：

圣索菲亚教堂，建于中世纪，从 11 世

纪到 18 世纪一直是奥赫里德最大的教

堂，也是教区的主教教堂。目前保存下

来的是教堂的部分附属建筑，室内墙壁

上有画于 11 世纪至 13 世纪的宗教壁画。

圣索菲亚教堂的内部声学设计堪称一

绝，教堂建筑有明显的放音、拢音功效。

现在，经常在圣索菲亚教堂举行室内音

乐会。在奥斯曼土耳其统治时期将此教

堂改成清真寺，1912 年又改回东正教教

堂。古罗马大道从圣索菲亚教堂旁边经

过，可见当时圣索菲亚教堂居于显要位

置。在圣索菲亚教堂地基处，考古发现

了一个古罗马剧院的石雕，说明教堂地

址原本是一个古老的剧院。

圣约翰教堂，建于 13 世纪，耸立在湖

岸边的悬崖之上。这一奥赫里德最著名

的教堂，也是最常出现在北马其顿明信

片上的景观。教堂在高高的悬崖上，巍

然高耸，凌空独立，有一种庄严感、凝重

感、威严感。教堂倒映在湛蓝的湖水中，

更有一种神秘、神圣之感。通往教堂之

路也很独特，要走一段水上木栈道。正

由于这种独特的环境，当时这里聚集了

大量的修道士，人们感到在这里修道易

于感悟、顿悟、渐悟。

圣潘捷列伊修道院。据说，最初由

东正教教徒、传教士圣基里尔（826 年—

869 年）和麦托迪（815 年—885 年）兄弟俩

所建。圣基里尔和麦托迪，生于希腊北

部，他们创造了直至现在仍使用的斯拉

夫文字，大大方便了东正教在斯拉夫人

中的传播。据说，他们在奥赫里德修建

了圣潘捷列伊修道院，在这里培养了第

一批用“基里尔字母”传教的学生。后

来，拜占庭帝国皇帝派他们到斯拉夫人

地区传教，使斯拉夫语迅速广为传播。

他 们 也 获 得 了“ 斯 拉 夫 人 的 使 者 ”称

号。在传教过程中，他们还写成了第一

部斯拉夫人的民法典。1980 年，教皇约

翰·保罗二世宣布圣基里尔和麦托迪两

人为欧洲圣人。

圣克莱蒙特教堂。这座教堂是中世

纪巴尔干最重要的教堂之一。圣克莱蒙

特（840 年—916 年）是基里尔和麦托迪的

最知名门徒。886 年，圣克莱蒙特创立奥

赫里德文学院，学生有 3000 多人，被斯拉

夫民族视为教育和语言的守护神。圣克

莱蒙特死后，他的遗骨放在圣克莱蒙特

教堂之中。原来这座教堂是供奉圣母玛

利亚的教堂，由于圣克莱蒙特遗骨被移

至此而改名为圣克莱蒙特教堂。当年，

这个教堂非常宏大，曾是奥赫里德教区

大主教的主座教堂。在奥斯曼帝国时

期，与这个地区其他基督教堂的命运一

样，被改成了清真寺，后被恢复为东正教

堂。教堂内部有整面墙的 13 世纪末的壁

画，描绘了《圣经》中圣母玛利亚一生的

场景。教堂旁是一处古罗马大会堂遗

址，石头的地基清晰地勾勒出当时宏伟

建筑的轮廓，有拱门、石柱、房基等。

圣母玛利亚教堂，建于 13 世纪，是由

拜占庭帝国皇帝的女婿修建。在奥斯曼

土耳其人统治期间，因为圣克莱蒙特教

堂被改成清真寺，圣克莱蒙特的遗骸被

移到了圣母玛利亚教堂，圣母玛利亚教

堂也改名为圣克莱蒙特教堂，这里也成

为东正教教区的主教堂。当时，各东正

教堂的圣像等文物都移到这里保存。直

到 2002 年，圣克莱蒙特教堂得以恢复重

建，圣克莱蒙特遗骸又移回到圣克莱蒙

特教堂，这个教堂又改回为圣母玛利亚

教堂。

圣母玛利亚教堂旁是奥赫里德文化

历史博物馆。奥赫里德文化历史博物馆

本身就是历史建筑，建于 1827 年，是奥斯

曼土耳其建筑风格。1861 年至 1862 年间

被焚毁，1863 年至 1864 年重建。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这个建筑被作为文化历史

博物馆至今。博物馆建筑共 3 层，馆藏有

碑文、雕塑、圣像画等。由于历史上有众

多的教堂，奥赫里德累积了大量的圣像

画。在奥赫里德文化历史博物馆，有 800

多幅圣像画及宗教艺术品，都是 11 世纪

至 14 世纪创作的。奥赫里德文化历史博

物馆也因所藏珍贵的圣像画而闻名。

四、美丽的奥赫里德湖。奥赫里德

湖是巴尔干半岛第二大天然湖，长 30 公

里，平均宽 12 公里，最宽处为 15 公里，面

积约 365 公里。湖水最深处为 286 米，是

欧洲最深的湖泊之一。奥赫里德湖是一

个国界湖，阿尔巴尼亚与北马其顿以湖

为界，有 1/3 在阿尔巴尼亚境内，2/3 在

北马其顿境内。湖水来自山顶泉水，清

澈见底，湖面蔚蓝，水天一色，有着丝绸

般的质感。湖底犹如森林般密布着水

草，阳光透过水面照耀着轻盈摆动的水

草，有种如梦如幻之感。

奥赫里德湖群山环抱，湖岸陡峻，景

色优美，沿岸是欧洲最早有人类居住的

地方。湖内的生物同 5000 万年前第三纪

的生物几乎一样，湖中的一些鱼类属于

欧亚大陆在冰河期最后残余的水生物，

它们的形状与现存化石的形状几乎没什

么不同。湖内有数量繁多的蜗牛，种类

多达 53 种（世界上现查明的蜗牛种类有

70 种），而且多属远古家族。可以说，奥

赫里德湖是水中古化石，保持着水中原

状态，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一笔宝贵自

然遗产。

与 奥 赫 里 德 湖 隔 一 座 山 还 有 一 个

湖，两湖通过山里的溶洞相连，所以又称

“姊妹湖”。

远山、近水、蓝天、白云、阳光，秀丽

的湖光山色，宜人的地中海气候，使奥赫

里德成为国际旅游和疗养胜地。

据说每年进入夏季，从 7 月起，奥赫

里德这座城市会举办多个音乐、戏剧、舞

蹈节。整个城市沉浸在古典音乐、爵士

乐、音乐剧和民间歌舞表演的艺术潮水

之中，吸引着巴尔干及世界各地的艺术

家和游客，带给人们无限的欢愉。这些

演出都是露天举行的，山、湖、城是“舞

台”的布景、夕阳的余晖是“舞台”的灯

光，湖水的涛声与乐器汇成悦耳的合奏，

湖鸥的漫天飞舞是活生生的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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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8 日，来自俄罗斯、

苏丹、蒙古国、乌克兰等 30

个国家的近 50 名汉学家参

加了在北京语言大学举办

的“一带一路”汉学学术共

同体专家会议。各国汉学

家 分 别 发 表 了 对“ 一 带 一

路”汉学学术共同体的认识

和理解，表达了对共同体未

来发展的热切期待。本次

会议旨在促进一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优秀汉学家组

成以学术为导向的共同体，

增进世界汉学界学者专家

的紧密联系，为“一带一路”

汉学话语体系研究打牢学

术基础。

丹麦汉学家、哥本哈根

商务孔子学院前外方院长

曹伯义强调，学术共同体应

当坚持“家”的概念，使汉学

界学者专家能够对彼此的

关系感到温暖，对合作研究

感到快乐，从而达成建立学

术共同体的目的。

约 旦 汉 学 家 、侯 赛 因·
本·塔拉勒大学媒体与战略

研究系教授哈桑·艾德·达

杰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有

两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基础建设和投资项目，另一个是促进

文化交流和理解，而汉学家就在这其中扮演着缩小文化理解鸿

沟的重要角色。他表示，约旦很多大学还未设立中文学习项目

或学科，未来与这些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开设中文课程，将有助

于更多约旦人了解真正的中国。

法国汉学家、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语言手稿部主任蒙曦说，

她在研究敦煌手稿和历史的过程中发现，敦煌手稿不仅有用古

代汉语书写的内容，还有其他很多种语言的内容。古代丝绸之

路见证了中外跨文化交流丰富而悠久的历史，汉学家想要了解

当代中国，需要从历史入手，对中外交流史进行深度研究。

尼日利亚汉学家艾祖伦·迈克尔·米切尔·奥莫鲁伊表示，在

世界上中国和非洲的文化身份都存在或多或少的误解，希望能

够通过学术共同体的合作消除文化误解。他建议，建立学术共

同体后，专家应当保持密切联系和交流，分享自己所在国家和

地区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情况和发展现状，并认真考虑如何

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扩大“一带一路”汉学学术共同体的影响力。

会上，各国汉学家共同发起并签署了《“一带一路”汉学学

术共同体倡议》，本着共商、共建的原则，推动各国汉学家在中

华传统文化、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合作和高端

对话，共同取得优秀的汉学学术成果。

本报讯 新年伊始，深圳艺术团一行 30人来到智利，参加“圣地亚哥一千艺术

节”暨“欢乐春节”庆典活动。

1月 4日，圣地亚哥大区塔拉甘特文化中心广场热闹非凡，由深圳艺术团带来的

《梅兰竹菊：新民乐跨界音舞晚会》在这里上演。中国驻智利大使馆文化参赞杨长

青、智利塔拉甘特市市长阿尔瓦雷斯、“圣地亚哥一千艺术节”基金会地方政府协调

员加尔西亚与近2000名市民一起观看了表演。

一曲《灵光》拉开了当晚演出的大幕。随后，展现当代中国青年昂扬姿态的《绽

放》、再现丝绸之路辉煌的《敦煌新语》、唤醒人们心中美好回忆的《记忆》等歌舞陆续

登场。此外，杂技《太空漫步》一展中国人勇往直前的拼搏精神；高高抖起的空竹代

表着节节高升的生活；民族器乐《算盘响》生动演绎了趣味十足的中国夫妻生活小

片段；电声《乐菊奏鸣曲》用动感的韵律，点燃现场观众的激情；歌唱演员范媛媛走

下台来，演唱智利歌曲《感谢生活》，引发现场观众齐声合唱……深圳艺术团今年新

创作的这台跨界音舞晚会集合民乐、电声、舞蹈、杂技等艺术门类，将传统与现代艺

术完美融合，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这是深圳艺术团第三次受邀参加“圣地亚哥一千艺术节”。1 月 10 日，深圳艺

术团还赴维尼亚德尔玛市参加了由中国驻智利大使馆、维尼亚德尔玛市政府和圣

托马斯大学孔子学院联合举办的第十届“欢乐春节”庆典晚会。 （联 文）

1 月 11 日晚，中国驻纽

约总领事黄屏专程赶赴美

国斯坦顿岛，参观考察了正

在温港植物园举办的第二

届冬季中国彩灯节。当晚，

中国彩灯节现场游人如织，

游 客 在 京 剧 脸 谱 、中 国 牌

楼、十二生肖、时空隧道等

热门景点前排起长队，争相

与中国元素浓郁的主题彩

灯合影留念。不少游客在解说牌前长时间驻足，认真阅读介

绍，了解彩灯背后的中国文化。主舞台上，舞蹈、杂技、茶艺、变

脸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表演轮番上演，引来阵阵掌声。

黄屏观看了现场数十组彩灯，他表示，2018 年该活动首次

在斯坦顿岛举办时即吸引超过 15 万名游客参观，和上一届相

比，本届彩灯节活动规模更大、灯组质量更高、中国元素更多、

配套设施更全，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中国文化交流和旅游推

广品牌。他说，活动主办方为中美两国搭建了增进相互了解、

促进人文交流、实现民心相通的重要平台。

斯坦顿岛副区长爱德华·伯克介绍了中国彩灯节为斯坦顿

岛和温港植物园带来的积极改变，他说，该项目已被纽约市旅

游局列为纽约冬季户外文化娱乐活动三大品牌之一，也成了斯

坦顿岛的新名片，大量游客慕名而来，显著带动了温港植物园

和周边区域的旅游收入。温港植物园总经理艾伦·福克斯表

示，希望该项目在温港植物园长期举办，让更多美国民众有机

会欣赏中国彩灯、感受中国文化。

黄屏还与活动主办方纽约活动娱乐公司的负责人刘昊坤、

苗丛林等进行座谈，听取其关于本届彩灯节的情况介绍及未来工

作计划。刘昊坤表示，通过举办中国彩灯节，越来越多的美国民

众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未来将继续面向美国市场

和民众推出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当地需求的文化旅游项目。

近期，多家机构相继在纽约举办中国彩灯展活动，包括由

中演北美股份有限公司在纽约花旗球场举办的“天下华灯”嘉

年华，由璀璨星城娱乐公司、四川万贯集团和纽约川渝同乡会

总商会联合举办的兰德尔岛“璀璨星城嘉年华”灯展等。各具

特色的灯展成为纽约冬季文化旅游的新亮点。

（图片由北美摄影协会提供）

深圳艺术团在智利演绎跨界音舞晚会

深圳艺术团演员在智利塔拉甘特文化中心广场演出

中国彩灯点亮纽约冬夜
王天白

精美的彩灯吸引游人驻足

奥赫里德（摄于北马其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