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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传媒集团旗下核心媒体

“魅力上海”系列“忆江南——上海非遗艺术展”
在悉尼成功开幕

本报综合人民网、悉尼中国文化中心消
息：江南的春风拂向美丽的悉尼港，一座新的
文化交流互鉴的桥梁再一次连起了两地人民的
心。4月2日，“魅力上海”系列“忆江南——
上海非遗艺术展(悉尼站)”在澳大利亚悉尼歌
剧院开幕，标志着上海非遗金山农民画在大洋
洲的首次亮相。

该展览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上
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上海报业集团指
导，解放日报社、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政府、悉
尼中国文化中心共同主办。

作为上海非遗的重要代表，金山农民画诞
生于民间艺术家对乡村生活的体验，生动记录
了中国江南的小桥流水、乡村风土人情以及时
代的发展变迁，具有平面造型、色彩鲜明、构
图饱满等特点，目前已有数千幅金山农民画作
品在世界各地展出。

此次展览共展出35幅金山农民画作品，
内容涵盖农作、节庆、风景和城市等题材，作
品体现了金山农民画家特有的审美情感和艺术
语言，也反映出当地自然淳朴的民族风貌与人

文风情。
上海市金山区委书记刘健在开幕式上表

示，此次非遗艺术展将成为展示中国文化的重
要窗口，为加深中澳两国文化交流与相互理
解、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合作提供了宝
贵契机。他向澳大利亚友人发出邀请，希望大
家来中国做客、来上海做客、来金山做客，亲
身体验中国非遗艺术的独特魅力。

金山农民画作为上海非遗文化的重要代
表，源自民间艺术家对乡村生活的独特体验，
具有平面造型、鲜明色彩、饱满构图等特点，
记录了中国江南地区的风土人情和时代的发展
变迁。数千幅金山农民画作品已在中国国内以
及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德国、加拿大等
国家展出。

澳大利亚水彩画协会主席大卫·范·纽恩
表示，本次展览呈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农民画
作品，这些作品展示了农民画家们对季节和丰
收的独特诠释。作品色彩鲜艳，构图清晰，生
动刻画了日常生活细节，展现了他们对生活的
热爱，这种艺术形式在澳大利亚格外引人注

目。
开幕式上，“80后”农民画画家李元向大

卫·范·纽恩赠送了农民画作品《花鹅》，作
品描绘了金山乡村的景象，展现了女子与家中
花鹅亲密无间的和谐关系，表达人与自然和谐
共存的美好憧憬。此外，他以悉尼歌剧院和上
海东方明珠为主题创作的作品《海之情》也在
现场进行了展示。此外，开幕式现场还特别摆
放了“海派城市考古”系列图册和“外籍来华
人士服务指南”，全方位展现了上海的创新、
活力以及便捷的生活。

当天，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嘉
鸣，中国驻悉尼总领馆代总领事王春生，悉尼
市副市长郭耀文，澳中友好协会新州分会主席
皮特·怀泽尔，悉尼中国文化中心主任刘东等
近百名中澳嘉宾出席了活动。

据悉，在悉尼歌剧院进行开幕展示后，
“忆江南——上海非遗艺术展”将于4月9日
至4月19日期间在悉尼中国文化中心进行展
出。

书法课堂掀起中国行书学习热潮

据中国文化网消息 3月23日是曼谷
中国文化中心书法中级班学员的最后一节
课，在综合讲学和练习结束后，特别邀请
担任书法教学的老师刘崇明为大家安排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书法
小课堂——兰亭·雅集”。书法学员20余
人齐聚一堂，共同领略探索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兰亭序》的历史与艺术精髓。

教室墙上赫然挂着泰国华裔书法家
曾心老先生亲笔提写的“兰亭·雅集”四
个字，同时也展示了多幅《兰亭序》的摹
刻作品，让学生们直观地感受不同风格和
笔法的书法艺术。课堂上，刘崇明介绍了

《兰亭序》的由来，简析其文学及艺术之
美，并介绍了王羲之的艺术成就，以及
《兰亭序》作为中国书法史上的经典之作
对书法学习者的借鉴意义。他表示，“学
习书法其实很多是‘字外功夫’，希望通
过这样的互动课堂，不仅让学生身临其境
欣赏书法大家的艺术作品，还能让他们了
解背后的历史故事，深刻体会中国古代的
人文精神和追求，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课堂上，学员们提笔临摹“兰
亭体”字帖，深入体会《兰亭序》的墨香
书意，相互学习，相互交流，课堂氛围融
洽愉悦。

多位泰国学生在课堂后分享了自己的
心得体会：“非常感谢小课堂活动，除了
欣赏书法作品、学习书法技巧，这次更是
领悟到了中国书法历史的博大精深！”“小
课堂很有意义，拓宽了眼界，我想以后练
书法的同时，也多找一些相关的历史故事
读一读。”

此次书法小课堂是曼谷中国文化中心
为书法学员们专门安排的一次重要的知识
扩充和内容提升，让泰国民众更深入全面
地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书法历
史，同时，也标志着“兰亭·雅集”活动
在曼谷正式开篇。

——曼谷中国文化中心拉开“兰亭·雅集”活动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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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文化处消息：3月
23日至24日，“2024日本动漫展”（Anime
Japan 2024） 在东京举办，规模创历届之
最。

本届展会以“动漫，新时代。”为主题，
吸引了Aniplex、角川、东宝、万代南梦宫
等110家厂商参展，展览面积达5.9万平方
米，总参观人数超过13.2万人，较2019年增
加132%。

《鬼灭之刃》《Re：从零开始的异世界
生活》等44部热门动漫登上大会舞台，Co-

splay 世界、AJ创意舞台、家庭动漫节等
250多场活动相继举办。

日本动漫展始办于2014年，由日本动画
协会主办，其前身为动画内容博览会和东京
国际动画博览会，现已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
大的动漫主题创意展览会之一，每年都有来
自全球的顶尖动画制作公司、游戏开发公
司、电影电视公司参展，公布最新动画信
息、动画作品及周边展示、国际动画营销策
划、动画国际产权交易、动画技术交流与合
作、各动画企业举办的舞台活动等。

2024日本动漫展在东京举办

本报综合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消息：“知
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这是2500年前
中国思想家老子《道德经》中的名言。“知白
守黑”不仅是人生哲理和处世之道，也对包
括书画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3月
18日晚，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恰因卡书
画学校联合主办的“水墨黑白——俄罗斯画
家国画书法作品展”开幕式成功举办。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公使衔参赞、莫斯
科中国文化中心主任封立涛，恰因卡书画学
校负责人、画家苏玛洛科娃，恰因卡书画学
校国画老师、画家盖登科出席开幕式并致
辞。封立涛祝贺此次书画展成功开幕，对恰
因卡书画学校及全俄广大书画家传承弘扬国
画书法文化表示赞赏和感谢。他指出，
2024-2025年是中俄文化年，莫斯科中国文
化中心将持续开展连民心、接地气、有温度
的人文交流活动，进一步增进人民友谊、促
进民心相通。俄方嘉宾感谢莫斯科中国文化

中心一直以来对俄罗斯国画爱好者的大力支
持。近年来，热爱中国文化、喜爱国画书法
的俄罗斯民众越来越多，本次展览活动将进
一步促进两国文化艺术交流，提高俄国画书
法创作水平。

活动当晚，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音乐艺
术系副教授巴甫洛娃及其中国学生为在场观
众奉献了精彩纷呈的音乐盛宴，《钗头凤》
《春花秋月何时了》等曲目优美典雅、沁人心
脾，曲目《茉莉花》以悠扬的旋律和优美的
歌词，展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

本次活动展出百余幅由俄罗斯画家和老
师创作的风格多样、技法独特的国画、书
法、丝绸扇面画、瓷器绘画。现场还开展了
国画和书法大师班、茶艺品鉴活动。茶香绕
指，墨韵悠长，俄民众沉浸式体验国风古
韵，零距离感受中国文化。本次展览持续至3
月28日，欢迎中俄各界朋友前来观展，品味
水墨丹青芬芳，感受中国艺术韵味。

“水墨黑白——俄罗斯画家国画书法
作品展”开幕式成功举办

2024年4月5日 责任编辑：徐晓军04 投稿邮箱：liazhang@wmcpu.com旅游采风

在这个灵魂渴望出走、心灵追求归宿的
时代，开启一段旅程，不仅是脚步的迁徙，
更是心灵的寻觅。

在五花八门的娱乐活动唾手可得的当
下，游客们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浅尝辄
止，而是渴望深度融入目的地的文化肌理，
感受独特的人文情怀与地域风韵，找寻那些
触动灵魂的瞬间。

文化旅游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形态，正
逐渐成为人们追求精神满足和文化体验的重
要方式。在越来越“卷”的文旅市场中，中
国文化旅游景区该如何升级换代？

为实现可持续经营，势必要开发出更为
多元的盈利渠道，打造一个全龄、全景、全
感官的沉浸式体验空间，让文化不仅可看、
可听，还可触、可感，甚至可互动。

文化为骨，镌刻历史印章

在江苏东台境内，有一片名为西溪的土
地，这片始建于西汉的古地，因盐而兴，缘
海而生。它是两淮海盐文化的起源地，也是
北宋三相为民造福的恩施之地。三位卓越的
宰相——吕夷简、晏殊、范仲淹，曾在这里
留下他们的足迹和智慧，成就了独一无二的

“三相文化”。
他们，是忧国忧民的楷模，是为国家、为百

姓辗转思虑的智者。吕夷简，以磊磊落落的风
范，将忠诚和担当写进了西溪的翠绿景致之
间；晏殊，则是以文人的风华和诗意，在西溪兴
教办学、启慧民智，留下了不朽的传说；而范仲

淹更是将对人间疾苦的忧心融入了西溪的流
水叮咚中，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的忧乐精神传承至今。

述往思来，向史而新，三相文化在西溪
的传承却从未中断。如今三相文化之于西
溪，已不仅仅是历史中相遇的缘分，更是地
缘与人文相融相生的文化高峰。西溪三相的
故事并未被遗忘在时光中，他们廉洁、奉
公、勤政、爱民的美德代代传承，在世代东
台人心中积淀着一种特殊的文化精髓，成为
他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随着文化旅游逐渐成为主流趋势，将丰
富的文化遗产转化为具有吸引力的景区卖点
已是大势所趋。从历史、文化、景观、建
筑、民俗、非遗等多个维度深入挖掘和梳理
景区的旅游资源，不仅仅是在形式上的复制
和再现，更是在精神层面上的传承和弘扬。

传统的静态展示已不能满足现代游客的
需求，必须创新展示与互动方式，提升游客
的文化沉浸感。我们不仅要对历史文化遗产
进行保护性修复，更要通过现代手段将其活
化，实现历史与现代的和谐交融。

东台西溪旅游文化景区借千年前三相在
西溪留下的遗址遗迹，打造了情景戏剧《范
仲淹》，再现了范仲淹赴任西溪盐仓监的故
事。移步换景、双向互动的表演模式，拉近
了地方文化与外来游客的距离，观众得以充
分沉浸在范公的忧乐情怀和孝心大爱之中。

未来，东台西溪旅游文化景区将继续发
掘传承地方历史文脉和“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公品质”，倾力打造
江苏沿海靓丽的文化名片和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中独树一帜的文化品牌。让越来越多国内
外友人，沉浸于中华民族灿烂多姿的历史文
化长廊中。

心灵共鸣，编织情感纽带

踏入东台西溪旅游文化景区，古巷清
幽、灯影交错，三五游客悠闲漫步，在现代
化旅游体验和文化古镇融为一体的穿梭中，
体验新与旧的碰撞，感悟地域风情和人文景
观的交融。

这里是“董永传说”的发祥地，爱情的
芬芳在这片土地上弥漫，成为一道独特的文
化景观。这里，每一步都是历史，每一幕都
是风情，人们在古今交融的画卷中流连忘返。

江苏东台西溪，如一位温婉的佳人，将
爱情文化融入每一寸土地、每一缕风中。董
家垛、铁匠铺、纸坊、陶艺坊……这些古色
古香的景点，如同历史的碎片，拼凑出汉代
男耕女织的淳朴画卷。老槐树下，凤凰池
畔，仿佛还能听到董永与七仙女的呢喃细
语，感受到那份跨越仙凡的执着深情。这些
特色景观共同构成了汉唐风格的董永七仙女
文化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吸引着无
数游客前来探访。

为了让“董永传说”更加生动形象地呈
现在游客面前，东台西溪旅游文化景区推出
了大型仙幻实景秀《天仙缘》以及沉浸式表
演《寻仙缘》。璀璨的灯光、动人的歌舞、裸
眼3D的震撼特效，共同演绎了董永与七仙女
的旷世奇恋，观众仿佛穿越时空，身临其境
地感受那份至死不渝的爱情。

东台西溪旅游文化景区还巧妙地将爱情
文化融入各种活动中。古韵汉风的民俗婚嫁
展演让游客亲身体验传统婚嫁的浪漫与庄
重；青年人才联谊会则为年轻人搭建了一个
相识、相知的平台……

此外，东台西溪旅游文化景区还创作了
个性化IP形象——董哥哥和仙仙妹。这两个
可爱的形象将爱情文化的内涵与寓意巧妙地
融入其中，成为西溪景区的独特标识。IP形
象的出现不仅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消费文创
产品，更为“董永传说”赋予了新的生命力。

如今，东台西溪旅游文化景区已成为全

国知名的爱情胜地。每年七夕佳节，无数恋
人慕名而来，在这里许下爱的誓言，缔结美
好的姻缘。新人们幸福的笑容和感人的爱情
故事成为景区最亮丽的风景线之一。

同时，西溪景区还通过微电影、音乐汇
等多种形式推广爱情文化IP的魅力，让更多
的人了解和感受到这片土地上的爱情传奇。
在这里，爱情文化如同一条主线贯穿始终。
无论是古老的传说、现代的演绎，还是丰富
的活动体验，都让人深切地感受到爱情的美
好与力量。

文化人的朝圣地，
构筑深度文化旅游体验

在古运盐河畔，古朴典雅的晏溪书院静
坐于此。这座书院由北宋名相晏殊创办，历
经千年沧桑，依旧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书院之一，晏溪书院
见证了古代教育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书院分为文化讲堂、休息驿站、文化展
廊、读书咖吧等多个部分，走进书院，便能
感受到古人那份对文化的执着与追求。作为
晏溪书院的延伸，“西溪讲堂”更是成为文化
传承的重要载体。这里不仅从事国学、文
学、书画、音乐、影视等文化传承及文学研
究传承，还定期邀请文化学者和专家，举办
系列文化体验活动。

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教育圣地，西溪景
区的成功之处在于将古老的书院文化与现代
教育理念相结合，通过国学体验课、文化讲
座、研学活动等形式，吸引了众多高等院校
以及市内中小学、幼儿园的孩子前来体验，

领略先贤家国情怀，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品牌为王的时代，强化品牌建设与市

场推广是提升景区知名度与影响力的关键。
东台西溪旅游文化景区通过精准定位、特色
打造和持续的品牌传播，在众多文化旅游景
区中脱颖而出。

当流行的风潮与传统的底蕴碰撞，东台
西溪旅游文化景区以其独特的汉服文化和影
视产业为基础，为游客们打造了一场深度沉
浸式的文化旅游体验。

走进天仙缘汉服体验馆，仿佛回到了那
个“服章之美，谓之华”的时代。馆内陈列
的汉服款式琳琅满目，从汉代的曲裾深衣到
唐代的齐胸襦裙，再到宋明的褙子马面，每
一款都承载着千年的历史与文化。游客们可
以在这里换上心仪的汉服，妆饰花钿，轻描
青黛，扮演一回那个时代的佳人。

作为江苏省影视基地，东台西溪旅游文
化景区依托其人文、历史、生态等优势，创
建了国家级影视基地，吸引了众多影视企业
入驻。在这里，游客们可以目睹影视剧的拍
摄过程，感受影视文化的魅力。

全龄层沉浸式打造具有深度的中国文化
旅游景区是一项系统工程。东台西溪旅游文
化景区正致力于革新并超越传统游览模式，
将深厚的文化底蕴转化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的强大动力，让每一位踏足景区的游客，无
论年事已高还是稚嫩未脱，都能找到属于自
己的那份情愫与归属感。

温暖相约温暖相约··走进东台西溪旅游走进东台西溪旅游
中国东台西溪旅游文化景区中国东台西溪旅游文化景区

·文人趣事·

丰子恺：做人
得有点“童心”

原本我们初生入世的
时候，最初并不提防到这
世界是如此狭隘而使人窒
息的。

我们虽然由儿童变成
大人，然而我们这心灵是
始终一贯的心灵，即依然
是儿时的心灵，只不过经
过许久的压抑，所有的怒
放的、炽热的感情的萌芽，
屡被磨折，不敢再发生罢
了。这种感情的根，依旧深
深地伏在做大人后的我们
的心灵中。这就是“人生的
苦闷”根源。

我们谁都怀着这苦
闷，我们总想发泄这苦闷，
以求一次人生的畅快。艺
术的境地，就是我们所开
辟的、来发泄这生的苦闷
的乐园。我们的身体被束
缚于现实，匍匐在地上。

然而我们在艺术的生
活中，可以暂时放下我们
的一切压迫与负担，解除
我们平日处世的苦心，而
作真的自己的生活，认识
自己的奔放的生命。我们
可以瞥见“无限”的姿态，
可以体验人生的崇高、不
朽，而发现生的意义与价
值了。艺术教育，就是教人
以这艺术的生活的。

知识、道德，在人世间
固然必要，然倘若缺乏这
种艺术的生活，纯粹的知
识与道德全是枯燥的法则
的纲。这纲愈加繁多，人生
愈加狭隘。

所谓艺术的生活，就
是把创作艺术、鉴赏艺术
的态度来应用在人生中，
即教人在日常生活中看出
艺术的情味来。倘能因艺
术的修养，而得到了梦见
这美丽世界的眼睛，我们
所见的世界，就处处美丽，
我们的生活就处处滋润
了。

艺术教育就是教人用
像作画、看画一样的态度
来对世界；换言之，就是教
人学做孩子，就是培养小
孩子的这点“童心”，使他
们长大以后永不泯灭。童
心，在大人就是一种“趣
味”。培养童心，就是涵养
趣味。

大人与孩子，分居两
个不同的世界。儿童对于
人生自然，另取一种特殊
的态度，即对于人生自然
的“绝缘”的看法。哲学地
考察起来，“绝缘”的正是
世界的“真相”，即艺术的
世界正是真的世界。

人类最初，天生是和
平的、爱的。所以小孩子天
生有艺术态度的基础。

世间教育儿童的人，
父母、老师，切不可斥儿童
的痴呆，切不可把儿童大
人化，宁可保留、培养他们
的一点痴呆，直到成人以
后。因为这痴呆就是童心。
童心，在大人就是一种“趣
味”。培养童心，就是涵养
趣味。小孩子的生活，全是
趣味本位的生活。

我所谓培养，就是做
父母、做老师的人，应该乘
机助长，修正他们的对于
事物的看法。要处处离去
因袭，不守传统，不照习
惯，而培养其全新的、纯洁
的“人”的心。

对于世间事物，处处
要教他用这个全新的纯洁
的心来领受，或用这个全
新的纯洁的心来批判选择
而实行。认识千古大谜的
宇宙与人生的，便是这个
心。得到人生的最高愉悦
的，便是这个心，赤子之
心。

孟子说：“大人者，不
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所谓
赤子之心，就是孩子的本
来的心，这心是从世外带
来的，不是经过这世间的
造作后的心。

明言之，就是要培养
孩子的纯洁无疵、天真烂
漫的真心，使成人之后，

“不为物诱”，能主动地观
察世间，矫正世间，不致被
动地盲从这世间已成的习
惯，而被世间结成的罗网
所羁绊。

常人抚育孩子，到了
渐渐成长，渐渐脱去其痴
呆的童心而成为大人模样
的时代，父母往往喜慰，实
则这是最可悲哀的现状！
因为这是尽行放失其赤子
之心，而为现世的奴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