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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为缅中文化交流互鉴提供
了大舞台。”5月16日，在缅
甸仰光，缅甸仰光国立文化
艺术大学绘画系系主任吴妙
吞昂教授激动地说，学校艺
术团的传统艺人在亚洲文明
对话大会上为各国观众带去
了精彩的缅甸文化视觉体
验，上演了一部现代版“舞乐
传奇”。

“骠国乐，骠国乐，出自
大海西南角。雍羌之子舒难
陀，来献南音举正朔。”中缅
两国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早
在1000多年前的蒲甘王国
统治时期，缅甸骠国王子率
领乐工曾访问中国古都长
安。沿着中缅文化交流的长
河，如今，8位缅甸传统艺人
组成的仰光国立文化艺术大

学艺术团登上了亚洲文明对
话大会的舞台，通过多种艺
术形式向世界展现缅甸传统
文化的深厚底蕴。

“这是缅中文化交流合
作最好的契机！”吴妙吞昂
赞叹道，此次亚洲文明对话
大会系列活动异彩纷呈，美
食节、文化旅游展、文明巡
游、影视周等系列活动就有
110 多项。他认为，缅中两
国应该利用好这个开放包
容的对话平台，加强双方在
文化、艺术及教育等领域的
交流与合作，促进两国民心
相通。

“我对中国的水墨画非
常感兴趣。”吴妙吞昂出身绘
画世家，最让他开心的事就
是参加中国的绘画展。去年
10月，吴妙吞昂和他的父亲

一起参加了在仰光举行的
“中国风格·绿水青山”中国
国家画院水墨艺术国际巡展
（缅甸）。在巡展现场，他的父
亲回忆起20世纪60年代末
到中国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的
3年时光，引发了缅中画家
对两国艺术交流的共鸣。“缅
中两国友好关系源远流长，
文化相通，缅甸民众更容易
了解中国的绘画艺术。”吴妙
吞昂说，近年来，缅中两国开
展了丰富多元的文化艺术交
流活动。互动频繁的人文交
流，拉近了两国人民心与心
的距离。

每次举办缅中绘画艺术
交流活动，吴妙吞昂还会带
领他的学生一起去参加。“活
动上，展出的画作都是著名
艺术家的代表作。对青年学

生们来说，有较大的学习借
鉴价值。”吴妙吞昂认为，青
年是缅中文化交流的主力
军。青年引领未来，而教育合
作能促进文化交流。“我们的
学生到中国学习交流，获得

了许多亲身体验中国文化的
机会。”吴妙吞昂期待，与中
国艺术类高校加强合作，促
进双向交流，让缅中青年成
为两国文化交流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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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近缅中青年的心距

吴妙呑昂（左一）参观中国画展 记者 张莹琳 摄

聚焦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来自云南省博物馆的牛虎
铜案、叠鼓形狩猎场面铜贮贝
器，三星堆博物馆的戴金面罩
青铜人头像、铜尊，金沙遗址
博物馆的青铜鸟、金蛙，四川
博物院的羊首耳涡纹罍、雷纹
铜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
青铜錞于、铜鸟形尊，贵州省
博物馆的铜鼓、鎏金铜鍪，广
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铜鼎、
漆绘铜盆、羊角铜钟……走进

“国宝盛宴——《史记》中的西
南边疆”展厅，就一步穿越
3000多年，开启了中国西南青
铜文化之旅。

“国宝盛宴——《史记》中
的西南边疆”于5月18日第43

个国际博物馆日在云南省博物
馆拉开帷幕。以《史记》相关记
载为线索，用文献与文物互证
的方法，将精美的文物置于宏
大的历史背景下展示，通过高
等级青铜器物进一步印证史书
记载的真实性，并填补相关文
献的空白是这个展览的最大亮
点，借助这些精美绝伦的青铜
文物，历史一点点鲜活、生动起
来。各具特色的礼器、食器、酒
器、乐器……将一幅礼仪祭祀、
狩猎劳作、烹饪饮酒、钟鼓和鸣
的西南地区古代生活长卷在人
们眼前徐徐展开。

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
的“南蛮”“西南夷”之地，包括

了今天的川、渝、滇、黔、桂五省
区市以及西藏的一部分。战国
至西汉时期，这个地区存在着
巴、蜀、滇、夜郎、西瓯、骆越等
部族或王国，他们创造了璀璨
夺目的巴蜀文化、滇文化、夜
郎文化和百越文化。“国宝盛
宴——《史记》中的西南边疆”
策展人以《史记》中的相关记载
为线索，通过“三星伴月，金沙
流彩”“开明王蜀，礼乐尚楚”

“巴都滨江，俎（zu）豆用享”“滇
王受印，笙歌宴舞”“夜郎探秘，
釜踪鼓迹”“百越之属，和鸣钟
鼓”和“中华一统，丝路延绵”七
个部分的内容，集合云南省博
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西南数
馆典藏重器于一体，以精品文
物凸显各区域文化的最精彩章
节，让观众享受到丰富的视觉
盛宴。

该展览已在重庆和贵州展
出，云南是第三站。除了原展中
选择的200余件（套）文物，还特
别加入了更多古滇国青铜重器，
并首次公开展出句町、哀牢古国
文物，展品总量超过 300 件
（套），其中一级文物就超过了
100件（套），是名副其实的“国
宝盛宴”。展览将一直持续到8
月18日，来倾听青铜的述说，感
受中国历史的源远流长，中国文
化的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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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青铜在述说

观众在观看展览
左下图：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叠鼓形狩猎场面铜贮贝器 云南省博物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