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天 8时 53分从上海西站开出，
18时 10分由嘉兴站返回，单程约一个
半小时，这是“南湖·1921”列车时刻
表。这列2021年6月首发的红色旅游
列车，复原了中共一大代表的行车路
线。

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
红船，到南京雨花台、合肥的渡江战役
纪念馆……日前，“长三角革命文物主
题游径”TOP20出炉，一件件革命文
物、一处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

“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
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
作用”，是党中央赋予长三角地区的时
代使命。

强国事业，离不开精神引领；复兴
征途，更需要信仰铸魂。

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
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
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
梢。”每到周末，常州城里的瞿秋白纪
念馆总会迎来许多青少年。纪念馆本
是瞿家祠堂，门前曾有一条觅渡河、一
座觅渡桥。

革命年代，先辈们“觅”的是救国
救民之道，“渡”的是走出黑暗、走向光
明的革命之路。今天，曲曲折折的觅
渡河已难觅踪影，地铁、高铁、高速公
路、航班四通八达……

去年底，常州成为最新一座GDP
跨入万亿元的城市。至此，长三角共

拥有9座GDP万亿元城市。
曾经，这里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曾经，这里涌现出安徽凤阳农村
改革、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浦东开发
开放。

如今，从长江经济带到长三角一
体化，从“一带一路”交汇点到生态文
明先行示范……长三角依然胸怀天
下、敢为人先。

源流深者，光澜必章。肩负着新
时代新的文化使命，长三角在加快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将创造新
的文化辉煌。

（记者 刘亢 陈芳 蒋芳 冯源 许
晓青 孙丽萍 刘美子）

为“走在前列”注入精神动力

新华社香港4月27日电（记者 查文晔）“香港·
上海电视周”开幕仪式暨《何以中国》香港首映式27日
下午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行。

上海广播电视台与香港电台于 26日在沪港合作
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同意进一步深
化沪港文化领域的友好合作，并举办“香港·上海电视
周”，共同说好中国故事、香港和上海双城故事。

上海广播电视台台长宋炯明在开幕式上致辞表
示，希望此次为“香港·上海电视周”精选的节目，能够
更好促进沪港两地民众的相知、相亲、相融。此次双城
双台的合作，将为两地媒体合作书写新篇章。双方将
携手领航，各展所长，共同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续写
精彩双城记。

香港特区政府广播处长兼香港电台台长张国财致
辞表示，香港电台一直致力加强与内地媒体的合作，向
全球推广中华文化。这次与上海广播电视台签署合作
备忘录及携手呈献“香港·上海电视周”，象征着两地媒
体更紧密联系的决心。

开幕式上，上海市市长龚正、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
副司长卓永兴以及来自特区政府、香港中联办、香港西
九文化区管理局、香港电台、上海广播电视台等机构的
嘉宾共同为“香港·上海电视周”揭幕。

27日开始，上海广播电视台的多个文化和专题节
目将在香港电台电视 31频道播出，包括纪录片《何以
中国》、介绍海派文化的《下一站》、细看上海博物馆珍
宝的《了不起的宝藏·探宝上博》第二季。此外，两台还
联合制作人物专题片《相会双城》，专访旅居上海的香
港人和在港生活的上海人。

开幕式后，大型纪录片《何以中国》（粤语版）在港
首映。该片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耗时三年拍摄，以纪录
片形式结合叙事场景重演，展现中华大地从旧石器时
代开始，直至形成秦汉统一王朝的历程，为一部影视化
的中国早期文明简史。

香港电台是香港特区唯一的公共广播电视机
构，拥有多个覆盖全港的免费电视频道以及广播频
率。

新华社香港4月28日电（记者 黄茜恬）“盛世
壁藏——唐代壁画文化特展之遇见唐朝”28日在香港
艺穗会开幕。展览重现唐墓壁画，以高清图片、影片、
VR模型等形式展示逾千年前青年的服饰、生活、学习
和娱乐方式，让香港市民感受盛世气象。

展览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陕西省文物局、香港洛
士文基金主办，国家文物局支持，将持续至5月17日。
其中包含梦想之都、青春风貌、欢歌笑语、追逐理想及
传承保护五个单元，让举世无双的唐墓壁画穿越千年
跃然眼前。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沈蓓莉出席开幕式致
辞表示，唐代壁画文化特展在艺穗会精彩亮相，把唐
代壁画艺术珍品和千年前的盛唐气象鲜活立体地呈
现出来，让更多香港同胞特别是青少年跨越时空“遇
见”唐朝，亲身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丰富内涵和
无穷魅力。

陕西省文物局二级巡视员王金青表示，为使展览
更丰富立体并增强场景体验性，策展团队专门为展览
增加VR数字化体验。此次展览是数字化时代文物保
护、展示和传承领域的创新实践，丰富了陕港携手探索
文化交流的工作模式。

开幕式上，王金青代表主办单位将展览所有展
品捐赠给香港艺穗会，供其未来在艺术、文化活动
中使用。

香港洛士文基金创会会长胡晓明说，十分高兴得
到国家的厚爱、陕西的支持，精挑细选国家宝藏来香
港，让我们感受历史文化大省的魅力。这有助增进香
港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建立文化自信。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香港中联办副
主任卢新宁、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方建明
出席开幕式。

“木有其根，水有其源。”每走一程，
秦慧华就觉得自己离“根”和“源”近了一
点。

安阳殷墟、郑州商城、洛阳二里头……
5天考察中，看到辉煌灿烂的上古中华文
明遗迹，她心潮澎湃。如何将心中的这
片涟漪，从黄河荡漾至香江？

那是去年4月，作为香港历史博物馆
二级助理馆长，秦慧华和同事为在港筹
划首场中国通史系列展览，探访了河南
多地。

一年后，在港豫两地合作下，遍布河南
8个地市、15家文博机构的150余组文物，
汇聚于香港历史博物馆的“天地之中——
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宛如穿越时空
而来，讲述着历史的壮阔波澜。

问道中原

数千年前，在现河南新密的新砦遗
址附近，夏代工匠在烧制陶罐时，模仿猪
头的形貌，塑出圆脑袋、小翘耳、朝天
鼻。盖上方的把手出土时已遗失，后人
推测形似野猪的鬃毛。

如今，这只陶猪头盖在展柜中以 45
度“侧脸”面向香港观众，立体展示着古
人融合审美与实用的智慧。

“小到器物设计，大到城市布局，无
不体现出数千年前中华文明已经高度发
达。”秦慧华说，唯有亲眼目睹，才能懂得
那种震撼，希望展览为更多人带来身临
其境的体验。

讲述中国历史，要从夏商周开始。
香港历史博物馆馆长许小梅说，聚焦河

南，是因为这三个中国历史记载中最早
的朝代均于河南建都，留下了丰富的历
史文化遗产。

当得知这一想法时，河南文博人员
欣然支持。“我们一直很注重通过文物交
流讲好中华文明故事。”河南省文物局局
长任伟说，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体
现了中华文化的主脉，相关文物能够在
中外文化交融的香港绽放独特魅力。

策划、研究、选品，一年的密切合作
为展览注入巧思：展览兼具学术性与教
育性，部分内容特意参考香港中学历史
教材；入选文物涉及多家机构，各单位经
过一番努力才安排好赴港档期；克服灯
光场地等困难，河南团队还首次为体量
庞大的春秋九鼎八簋九鬲拍摄整体大合
影，以丰富图片资料……

最终确定的 150余组文物包含青铜
器、玉器、陶器、骨器及卜骨等，逾八成是
首次赴港展出。其中，2000年后新出土
的有 44件，更有数件来自入选“2023年
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郑州商城书
院街商代贵族墓地。

奔赴江海

一支战国青铜戟，由一矛两戈组成，
前锋锐利；铭文“平夜君成之用戟”宣告
主人名号，让人联想这名楚国贵族上阵
杀敌时的英姿。

如今，依托坚细的支架，这组出土于
新蔡葛陵楚墓的兵器悬于展柜中，射灯
将它的影子投在背板上，动势十足，仿佛
下一秒就要利刃出击。

“布展的首要考虑是稳定，必须确保
文物的安全。”香港特区政府文物修复办
事处一级助理馆长黄润钊说，“其次是展
示效果，最好能让观众忽略支架的存在，
关注展品本身。”在陈设方案上，港豫双
方也进行过深入探讨。

今年 3月，由省文物局统筹，结束前
序展览的文物陆续运抵河南博物院，等
待集中赴港。同时，黄润钊和同事抵豫，
在3天半的交接期内，与河南专家紧张有
序地清点记录每件文物的种种特征。

那是黄润钊第一次接触如此之多的
青铜器。在这个文物大省，他向河南同
行了解到不少兼具传统与创新的修复手
法。比如，利用现代化学分析技术解读
古代青铜铸造技艺，令化学专业出身的
他印象深刻。

为安全运输这批数目多、器型大、年
代久的文物，策展团队特别定做了一批
包装箱，并同物流公司反复核对各个环
节。口径 66厘米的春秋王子午鼎，其鼎
盖由专家们一致评估为状况不适宜空
运，只得被“忍痛割爱”留下来。

从黄河到香江，来自中原大地的文
物在南方多变的天气中得到悉心安置和
持续监测。“就湿度来说，青铜器要维持
在 40%以下，卜骨则略高于 50%……”黄
润钊一一细数。

薪传香江

商王后妇好有很多“可爱又威武”的
物品：用作酒器的圈足觥，一端为虎头，
一端为鸮头；盛放调味料的鼎，以钩嘴长

尾的立体鸟形做鼎足……
在妇好墓出土文物的展柜旁，一本

电子漫画介绍着这位传奇女性的多重身
份：骁勇善战的将军、主持祭祀的政治
家、打理宫内事务的王后。

为深入浅出地解析那段遥远的历
史，策展团队借助多媒体手段设计了丰
富有趣的互动装置：展厅入口处，是一则
概览夏商周历史的短片；几片商代卜骨
旁，有一个可以亲身参与的占卜仪式游
戏；一面颇具设计感的灯箱墙，呈现了30
余种青铜器的名称用途……

伴着中原文物前来的还有华夏正
声。在历史博物馆演讲厅，河南博物院
华夏古乐团的演员们身着传统服饰，吹
奏口簧、陶埙、特磬、鼍鼓等复原古乐器，
带来殷商祭祀乐歌、《诗经》古乐、中州古
调等古韵。

展览首 20 日就吸引 3.9 万人次参
观。从 4月 3日至 7月 8日的展期内，港
豫双方还会举行学术讲座、手工工作坊
等社会教育活动，并组织香港中学历史
教师代表赴豫考察。

作为特区政府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
成立后的首个活动，中国通史系列展览
将持续5年，为香港社会带来一堂系统全
面的“历史课”。

展览中，一个西周饕餮纹鼎不同寻
常地保留着贴在鼎身上的老旧标签。原
来标签本身也是历史，承载着爱国人士
在抗日战争时期南迁文物的故事。

“展示的不仅是中国上古史，更是中
华文明数千年来的薪火相传。”许小梅说。

更写华章江海间
——长三角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积极探索

新华社记者

从黄河到香江，“展”望中华青铜文明之光
新华社记者 褚萌萌

新华社德国埃森4月27日电（记者 褚怡 杜哲
宇）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成立十周年音乐会 27日在
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埃森市举行，为观众献
上一场融合中德文化的视听盛宴。

在音乐会上，伯乐中文合唱团共演唱 12首歌曲，
从经典曲目《同桌的你》《声声慢》，到流行歌曲《童话》
《成都》，再到中德歌曲串烧《向云端＋云端之上》。合
唱团用优美的歌声和真挚的情感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黄伟在音
乐会上致辞时，称赞伯乐中文合唱团“已经成为一张
中德友好的靓丽名片”。他说：“合唱团十年走过来非
常成功，多次出现在中德重要的外交场合，为中德人
文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

伯乐中文合唱团协会主席奥拉夫·米尔曼致辞
说，音乐是世界的共同语言，音乐让人心情愉悦，让人
们和平相处。过去十年里，伯乐中文合唱团始终践行
着这一理念。

参加演出的安娜·布吕梅克（中文名布姝婵）告诉
记者，她从 2016年开始学习中文，已经加入合唱团 8
年。“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我们一起唱歌，总
是很开心，我的中文水平也得到了提升。”布姝婵说，
她去过 4次中国，“我要继续学好中文，还想再去中国
更多的地方看看”。

合唱团团长张云刚说，当天的音乐会既是对过去
十年的总结，也寄托着对未来的期盼，可以说是新的
起点。

埃森市市长托马斯·库芬、中国驻杜塞尔多夫总
领事杜春国出席活动。

伯乐中文合唱团系面向德国青少年开展“唱歌学
中文”活动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以促进中德民间交
流为宗旨，积极致力于在语言和文化领域增进两国友
谊。

唐代壁画文化特展亮相香港

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
举行成立十周年音乐会

“香港·上海电视周”在港揭幕

长江滚滚东逝，运
河贯穿南北，孕育出沪
苏浙皖合抱而成的长
三角。

世界稻作文化起
源地“万年上山”，实证
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良渚遗址，“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盛名千载，
南湖上的小小红船承
载千钧……

古往今来，这里是
人类文明重要发祥地，
孕育并保有着极其丰
富的文化遗产，为中华
文明发展史书写了浓
墨重彩的篇章。

“在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上积极探
索”——牢记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嘱托，今日之长三角，
解码“何以中国”的奥
秘，探寻“未来何处”的
答案，让文物说话，让
历史说话，让文化说
话，为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助力、增辉。

从卫星视角俯瞰，长三角交通路
网密布、万家灯火璀璨。半小时通勤
圈、1小时生活圈、3小时高铁圈……

鲜为人知的是，早在数千年前，
“长三角人”同样联系紧密。

刚公布的“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中，安徽省郎溪县磨盘山遗
址榜上有名。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
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
钱山漾文化至夏、商、西周-春秋时期
的连续文化堆积。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赵东
升表示，这一遗址对于探究长江下游
地区史前社会复杂化、文明化进程，
青铜时代的中原化进程，了解中华文
明多元一体的演进方式具有重要价

值。
水稻栽培、独木舟制作、犁耕技

术、玉礼器和瓷器制作……长江下游
早期文明为中华文明作出了多方面的
贡献。

今年 6月将迎来大运河申遗成功
十周年。

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正在
筹备全流域文物大展；在杭州，也正举
办一场“韵合运河”书画作品展，近百
名诗人、书画家围绕申遗成功创作近
百幅作品……

通过深入系统梳理，让收藏在博
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
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杭州城北、良渚港畔。走进杭州

国家版本馆“文润阁”，如同置身于中
国古典山水画中，馆园一体、园景互
融，呈现宋韵之美。该馆已征集到各
类版本 330万册（件）。这座新时代的
国家文化殿堂，护文明之火种、传永续
之文脉。

盛世修典，丹青传世。近年来，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从浙江大
学出版社的样书库房出发，走向全国
各地，并开启环游世界的模式。大量
珍稀的图像文献还原了中华文明的辉
煌历程，从历史中“走出来”。

从古至今，长三角地区物阜民丰、
文化昌明。奋进新征程，这片热土上
富含的文化底蕴，必将为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建设注入丰沛的活力。

探寻中华文明“根脉”

科技赋能舞台，传统与现代呼应。
南京图书馆馆长以AI形象介绍馆

藏文物；黄梅戏等古老戏曲在社交媒体
上受到年轻人追捧；无锡“百宅百院”活
化利用工程，让昔日大门紧闭的名人故
居成为展览、研学、演艺等新空间……

长三角，这片不到 36万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不仅创造着经济奇迹，也书
写着文化辉煌。

《觉醒年代》《人世间》等蕴含中华
文化气度风范的作品激荡人心；昆剧
《瞿秋白》、淮剧《小镇》、苏剧《国鼎

魂》、锡剧《烛光在前》等接连斩获全国
“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大奖；昆曲等非
遗传统文化破圈现象层出不穷……

以高品质文化赋能经济高质量发
展。长三角，创造了全国近四分之一的
GDP，文化产业增加值约占全国三分之一。

人文鼎盛、经济繁荣，经济发展和
文化兴盛相融互促、相得益彰，造就了
长三角的独特气质。

南京秦淮河，因“文”而名，因“文
人”而盛。如今，河畔依旧绿窗朱户，
1300 多家科技型企业落户“秦淮硅

巷”，涉及物联网、通用航空、智能制
造、电子信息等产业。朱自清笔下的
那些“古董铺子”里，收藏最活跃的创
意，也集聚最前沿的创新。

经济是城市的体格，人文是城市
的灵魂。

站在上海徐汇滨江西岸智塔 45
楼，黄浦江一览无余。放眼远去，历史
悠久的龙华塔挺拔秀丽，总投资逾600
亿元的西岸金融城正陆续建成。传统
与现代、文化与经济，在黄浦江畔实现
了水乳交融。

文化高地绽放时代繁花

2024年5月3日 星期五
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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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和古运河相映成趣（2023年6月14日
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