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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文

延边打造“足球之乡”文化季

东风送暖，春回京城。古老的故宫文
华殿内，一件件瓷器、一幅幅画作被小心
翼翼地从层层包裹中取出，“唤醒”两三百
年前中国与法国文化交往的历史记忆。

在中法建交 60周年之际，《紫禁城
与凡尔赛宫——17、18 世纪的中法交
往》展览于 4月至 6月在故宫博物院举
办。展览精选约 200件展品，多数收藏
于凡尔赛宫和故宫博物院，涵盖瓷器、绘
画、书籍等多种类型。

东风西渐 风靡法国

1688年，同样在春季，法国国王路
易十四派遣的传教士使团在紫禁城乾清
宫大殿觐见康熙帝。

在当时的欧洲，马可·波罗笔下繁荣
富强的神秘东方大国形象历经几世纪传
播已深入人心。伴随着航海大发现开辟
商贸航线，更多来自中国的商品以其独
特工艺和异域风情引起欧洲人的浓厚兴
趣。“中国风”工艺品成为法国上层社会
竞相追捧的珍品，不论在凡尔赛宫，还是
在王公贵族的庄园、城堡，无不以收藏中
国艺术品、模仿中式风格为风尚。

凡尔赛宫文物部负责人、此次展览
的法方策展人玛丽－洛尔·德罗什布吕
讷介绍，当时法国追逐“中国风”主要体
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进口、收藏大量中国
工艺品；二是对中国工艺品进行“法式改
造”，比如给瓷器镶嵌底座，把漆器屏风
上的部件拆下来加装到西式家具上，以
更好适应法国人的需求；三是模仿、学习
中国的制瓷等工艺；四是法国艺术源源
不断受到中国艺术潜移默化的影响，这
一特点在装饰艺术中尤为明显。

此次展览中，许多展品体现出这样
“东风西渐”的特点。比如，法国路易十
六王后收藏的一组三只白色蛋形“中国
风”瓷瓶，由法国塞夫尔御用瓷厂借鉴中

国制瓷经验制造，法国画师在瓶身上描
绘出中国人饮茶等日常生活场景并以铜
鎏金装饰，“中西合璧”得到完美诠释。

中西交流 影响久远

当时法国社会对中国的兴趣还不止
于精美的工艺品。早在1684年，中国人
沈福宗在凡尔赛宫受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召见，介绍中国风俗习惯、名人历史，并
进献书籍译本、展示汉字书法。路易十
四赞叹不已，对中国的兴趣大增。

这一时期，《中国杂纂》《中国近事报
道》《中华帝国全志》等多部由法国人编撰
的著作陆续问世，从历史、地理、科学、文
化等方面介绍中国，西方人得以在那个交
通不便的年代增加了对中国的了解。

法国汉学家雷米·马修说，受中国科

举制度启发，法国改革了精英选拔制度，
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此次展览的
中方策展人郭福祥说，除了物与人的流
动，信息传播在文化交流中也占有重要
地位。有关中国的信息向法国传播，使
得中国文化对法国乃至欧洲社会产生了
一定影响，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
曾深受孔子思想的影响。

“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是互相学习与
交往，这在中法交往历史上表现得非常
突出。”郭福祥说。

这一时期，中国也从法国得到诸多
启发。科学方面，法国传教士带来西方
科学仪器以及数学、地理、天文、医学等
知识，这些仪器和清宫造办处仿制的器
具至今保存在故宫博物院。艺术方面，

故宫收藏的一些中国珐琅作品隐约看
到法国珐琅的影响，清朝玻璃生产技术
的改良也有法国人参与推动；清朝皇帝
也对西方美术技艺深感赞叹，乾隆帝就
曾向法国订购多幅“中国皇帝征战版
画”，其中一部分现仍保存在故宫。

一些法国传教士留下来成了皇家医
生、画师、建筑师、科学家；康熙帝曾委派
法国传教士率团回访法国。

文明互鉴 再创辉煌

在此次琳琅满目的珍贵展品中，郭
福祥特别看重一只由故宫博物院收藏的
17世纪法国制怀表。这只表的表盘正
中是法国王室标记，表壳背面是路易十
四头像，怀表内部雕刻了一条栩栩如生、
象征中国皇帝的五爪行龙，被认为是路
易十四送给康熙帝的礼物。“这特别能说
明路易十四想跟中国建立良好关系、进
行深入交流的殷切心情。”

回顾17、18世纪中法交流史，德罗什
布吕讷亦有同感。她说，法中双方“彼此
欣赏、互相好奇”，“在当时，没有任何一
个其他国家与中国有着如此特殊的关
系。双方都希望加强交流、增进了解。”

时间来到现代，60年前，中法领导人
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打开中西方交往
合作的大门；60年来，中法携手合作，成
果丰硕。两国不断增强对彼此的了解与
信任，不仅在经贸领域实现互利共赢，更
在思想、人文等领域深入交流、产生共鸣。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当我们回顾
历史，能从中获得很多教益。在此次办
展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到交流需要相互
尊重、彼此借鉴，相互吸引、彼此学习。”
郭福祥说。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
丰富。面向下一个 60年，中法携手合
作，必将再创辉煌。

茶山吐翠，茶园飘香，又到一年春茶
季。记者近日走访湖北、安徽、浙江等地
了解到，今年春茶销售市场总体平稳，各
地不断加强新技术应用、科研创新与科
技帮扶，助力茶产业发展，同时打造区域
特色产品，持续推动茶叶品牌建设。

忙碌一个茶季：茶叶助农增收

安徽省祁门县平里镇双程村，茶农
胡秀川双手正上下翻飞采摘春芽。“我们
这里是祁门红茶的核心产区，每年 3月
初到 4月底正是黄金茶季。这段时间，
我每天早晨 6点就开始采茶，一直忙到
下午5点。”胡秀川说。

记者从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了解
到，随着气温显著回升，茶叶生长加快，
采摘期缩短，春茶已于 3月下旬开始大
量集中上市。截至 3月 27日，除山东外
各主产地茶叶均已陆续开采。

“芽茶鲜叶今年每斤能卖100元，价
格创近年新高。”湖北省来凤县翔凤镇马
鬃岭村村民杨胜芳笑着说，她家种了20
亩藤茶，首季藤茶芽茶比去年多挣 2万
元不成问题。

在来凤县百福司镇道河藤茶加工
厂，23名制茶工人忙着加工刚刚收购
的藤茶芽茶，旁边休息室里坐满了来
自辽宁、河南、江苏等地的茶商。300
公斤鲜叶刚加工成 37.5公斤干茶，就
被一名山东青岛茶商以每公斤 4000元
的价格抢走。

“今年藤茶芽茶干茶每斤售价相比
往年高近 1000元。”道河藤茶加工厂负
责人张宸舒说，茶厂从 3月 26日开始收
购加工首季藤茶芽茶，每天加工的芽茶
还没出厂就被客商抢购一空。

在浙江杭州，2024径山禅茶春茶开

采仪式近日在径山寺举办。浙江大学茶
友联谊会组织百名茶楼茶馆主代表和茶
主播，赴径山茶区深度体验茶文化、采买
茶产品。茶人们在山间走访茶企，在茶
园现场直播，在展会参与洽谈，一个个订
单、一项项合作直接造福当地茶农。

发展一项产业：强化科技引领

走进祁门县历口镇西塘生态高效智
慧茶园，380亩茶园里处处可见“高科
技”：物联网监测设备、虫情测报设备、水
肥一体化智能灌溉设备……管理人员通
过可视化指挥管理平台，可不受时间、地
点限制，远程控制病虫害测报、灌溉施肥
等，实现茶叶品控和溯源。

据介绍，祁门县不断提高茶园智慧
化管理水平，同时加大科研投入，加快推
进茶树良种选育和种苗繁育技术研究，
提高茶叶防虫抗寒能力。2024年全县
将巩固提升良种繁育基地 300亩以上，
改造低产茶园5000亩以上，建设智慧示
范茶园 4个以上、数字化茶园 1000亩以
上，提升茶叶原料质量和茶叶利用率。

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有关负责人
表示，近年来，研究所面向产业需求，加
大学科布局优化力度，提升科研创新能
力，以科技引领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同
时，面向产业一线开展科技帮扶和支撑，
探索与主产区构建新型政产研合作机
制，依托专家工作站、产业研究院、科技
示范基地，开展科技服务，越来越多的科
技特派员深入产区，结对长期帮扶。

“2022年来凤县投入1100万元技改
资金，公司自筹 400万元对原有藤茶黄
酮提取车间实施技改。技改后，将藤茶
的黄酮提取率提高到80%。”来凤金祈藤
茶生物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王方说，公

司目前拥有年产 150吨黄酮的生产能
力，瞄准精深加工助力藤茶产业发展。

做好一个品牌：打造特色产品

加强茶叶品牌建设，各地不断挖掘地
方特色，延伸茶产业链条，打造多样产品。

在浙江，径山茶企不断推出桂花红
茶、花草茶等创新产品及茶周边产品，使
千年径山茶从原先的一抹“绿色”变得

“五彩缤纷”。由浙江大学CARD中国农
业品牌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开展的

“2023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专项
评估”课题结果显示，2023年，余杭径山
茶品牌价值达31.65亿元。

在安徽，祁门县红茶产业持续开发
茶食品、茶饮料等产品，丰富茶产品体
系，提高产业附加值。安徽省祁门红茶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姜红介绍，祁

红集团今年计划在英国布里斯托开设祁
门红茶首家海外品牌实体店，推动红茶

“出海”，“今年红茶出口销售额保守估计
可达500万美元”。

在湖北，藤茶企业开发出牙膏、含片
等藤茶产品。“来凤藤茶及其系列产品知
名度日渐提升，销售量逐年攀升。”来凤县
藤茶产业发展中心主任赵正茂说，来凤县
已开发保健品、原茶、食品和日化等四大
系列69个产品，产品不仅销往全国各大城
市，还出口德国、斯里兰卡等国家和地区。

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
富桥建议，茶叶品牌建设应突出区域特
色精准定位，将品牌个性与产品特色结
合起来，处理好公共品牌与企业品牌的
关系，提高区块链、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
品牌建设管理中的应用水平，让消费者
更好感知茶叶品牌价值。

新华社武汉3月27日电（记者 吴
植 喻珮）相貌端正、身材匀称、有点“职
业病”……湖北省博物馆日前正式公布
云梦睡虎地秦简主人“喜”的3D复原像，
及睡虎地出土人骨综合研究成果，还原
出一位秦代基层官吏勤勉的鲜活形象。

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
土的竹简，揭开了秦朝法律的神秘面纱，
后曾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从
2019年开始，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和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对云
梦睡虎地M11墓主人“喜”的骨骼进行
体质人类学等方面的综合研究。

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王先福介绍，

“喜”各部分骨骼保存较完好，综合对颅
骨、下颌骨、骨盆等形态特征的观察，证明
该墓主为男性。根据股骨最大长推算，他
身高为161.5厘米。根据对左侧股骨头最
大径的测量，推测其体质量为59.9公斤。
从耻骨联合面、臼齿磨耗度等方面综合考
量，他的年龄应为45至50岁。

“‘喜’生前存在高低肩，有颈椎病，
经常跪坐对下肢造成了损伤，这些与他
长期从事文史记载、伏案工作有关。”王
先福说，“喜”的骨骼各处存在病理现象，
椎骨、上肢骨有骨性关节炎。

为了加深对“喜”的感性认识，进一
步讲好中华简牍故事，研究人员通力合

作复原“喜”的面貌——依据“喜”的头
骨，通过二维线性测量和三维全景照相
技术采集到精确数据，重建高精度颅骨
三维模型，精确地分析其颅面部特征；模
拟面部肌肉模型、添加面部软组织，并综
合运用虚拟素材比对技术、数字雕刻技
术等生成面部白膜，再添加五官、皮肤纹
理和毛发；然后结合该化石的生物人类
学信息和考古学遗址的环境背景因素，
对其肤色、发色、瞳色等特征进行复原。

近半个世纪前出土的湖北云梦睡虎
地秦简是中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的秦
简，其墓主人“喜”一直以来备受业内关
注。云梦睡虎地M11墓出土了 1155枚

竹简，共有4万余字，这些竹简都是“喜”
的陪葬品，由其生前摘抄、记录，内容包
括当时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和医学著
作等，以及自秦昭襄王元年至秦始皇30
年秦灭六国统一全国之大事。

“国事家事被‘喜’以编年纪的方式
一一记下，这些‘小人物’的故事往往未
见于史书，却能展现背后宏大、激荡的历
史。”湖北省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主任杨
理胜说，希望通过复原“喜”展现给大家
一个普通历史人物的生活状况，勾勒出
秦代历史的关键一环。

据悉，今年内，“喜”的 3D复原像将
在湖北省博物馆通史展厅展出。

凡尔赛宫“遇见”紫禁城
——一场双向奔赴的文明交融盛举

新华社记者 彭梦瑶 崔可欣 张百慧 杨骏 夏子麟

春风送清香 茶园茶厂忙
——多地春茶采摘上市见闻

记者 张晓洁 谭元斌 朱青 许舜达

2000多年前的秦吏“喜”长啥样？

新华社长春4月 2日电 （记者 周万鹏 张博宇）
2日，延边“足球之乡”文化季在延吉阿里郎足球公园启
动，该活动计划在今年 4月至 12月期间，打造 1300余场
次精品足球赛事，助推延边足球事业发展。

延边是中国最早开展足球运动的地区之一，享有中
国“足球之乡”的美誉。延边州人民政府副州长尹朝晖介
绍，本次文化季以“足球之乡追‘球’梦想”为主题，设置了
涵盖老中青少、国际、国内等1300余场次足球赛事，覆盖
全州八个县（市）全部足球场地。

“我们将持续打造具有延边特色、文明火爆的中甲主
场赛区，释放足球运动蓬勃活力，打造延边足球文化 IP、
足球城市新标签，着力提升延边足球在国内外的知名度
与影响力。”尹朝晖说。

国家体育总局延边足球青训中心也于当日揭牌，旨
在推动延边建设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和国家西部地区
体教融合足球青训体系建设试点城市，擦亮延边“足球之
乡”名片。

新华社沈阳4月1日电（记者 洪可润 于也童）记
者从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获悉，第三届“大河之澜”
演出季于今年 4月至 7月在沈阳举办。期间，31部优秀
作品、50场精彩演出将亮相辽宁大剧院和辽宁中华剧
场，涵盖话剧、儿童剧、芭蕾舞剧、交响音乐会、民族音乐
会等多个艺术门类，为创办演出季以来规模最大，演出作
品及场次最多的一届。

本届“大河之澜”演出季由辽宁省委宣传部、辽宁省
文化和旅游厅、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共同主办。演
出季以艺术惠民为宗旨，在大幅降低演出票价的基础上
推出多重惠民举措。

为使舞台艺术更加贴近百姓生活，打造群众“家门口
的小剧场”，演出季将以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文化
会客厅”为平台，推出话剧《寻找春柳社》、民乐专场《爱尚
国乐》等一批兼具艺术性和时尚感，适合长期驻场演出的
小剧场作品，探索“文艺夜生活”新业态。

演出季期间，还将在辽宁大剧院推出“有戏市集”，将
高雅艺术演出与文化市集产业融合，为观众提供多重观
演体验。市集所售商品包括“大河之澜”演出季系列文
创、辽宁大剧院“有戏”系列产品以及与演出剧目有关的
特色纪念品等。

举办“大河之澜”演出季，旨在推出更多精品舞台艺
术作品，探索跨区域合作、创新艺术形式和市场化运营手
段，搭建促进文旅融合、培育新兴市场的优质平台，为东
北地区文化艺术发展注入新活力。

4月2日，旅客在糕点师傅的帮助下体验制作青团。
当日，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客运段在

G132次、G7393次等列车上开展“缤纷展演上高铁”活
动。活动中，民间艺人分别进行饾彩拱花、南京绒花、青
团制作等传统手艺展演并邀请旅客互动体验，让旅客在
旅途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缤纷展演上高铁

辽宁“大河之澜”演出季：
推出多重惠民举措

新华社香港电（记者 黄茜恬）香港特区政府文化
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 28日委任中国当代艺术家徐
冰为文化推广大使，任期约 5年，由 2024年 3月 28日起
生效。

据介绍，徐冰将负责香港大型艺术项目策划及年轻
人才培育两大方面工作，为文化推广带来助力。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为配合国家“十四五”规划纲
要支持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策略，特区政
府一直积极推动文化艺术发展。去年，特区政府文化体
育及旅游局委任著名作曲家、指挥家谭盾为首位文化推
广大使。为将该计划扩展至其他文化艺术领域，徐冰成
为第二位文化推广大使。

杨润雄当日出席委任仪式致辞表示，期望凭借徐冰
丰富的国际网络，以及教学和文化交流经验，协助香港本
地年轻艺术人才前往内地或海外进行实习及艺术交流，
扩阔他们在文化艺术领域的视野及发展。

徐冰对于获委任为文化推广大使深感荣幸。他说，
香港中西并蓄的文化氛围与其自身创作理念共通。他期
望通过艺术创作，向世界展现香港特色。

徐冰于 198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并留校任教，
2007年至 2014年担任该校副院长。他的作品曾在大都
会艺术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和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等世
界各地多个著名美术馆和场地展出。

香港特区政府委任徐冰
为文化推广大使

● 4月1日，观众参观凡尔赛宫收藏的乾隆皇帝像瓷版画。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 3月30日，茶农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客楼镇白家坝村茶园
采摘明前茶。 新华社发 胡攀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