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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由民建北京市委文化委、北京市中华世纪坛艺
术基金会联合主办，北京博物馆学会支持的“北京博物馆之城
专题影像展”座谈会在中华世纪坛举办。来自北京各博物馆及
文化场馆代表，北京市摄影家协会及各区摄影家协会代表，摄
影爱好者等百余人共同参与研讨，为推动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
建言献策。

8月15日，《北京市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征求
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征集意见。提出了总体要求、主要任务、改
善措施和保障措施等，并明确了落实各项工作的政府相关责任
单位。为社会各方参与博物馆之城建设，助力北京建设全域活
态的博物馆之城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座谈会上，民建北京市委
文化委主任、“北京博物馆之城专题影像展”策展人陈工介绍，
北京国际摄影周组织策划此次专题影像展，以光影记录首都北
京的历史文化遗存以及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馆等文化场所的
丰富馆藏和浓郁的人文气息，尤其是通过镜头展示一些小而
美、新而特的博物馆，带领观众发现身边的博物馆、艺术馆、美
术馆以及独具特色的类博物馆及文化场所。

北京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文物学会文物摄影专业委
员会原会长祁庆国简要介绍了北京市推进博物馆建设的总体
情况、规划思路、重点任务，特别是博物馆、类博物馆在空间布
局上的特点，让大家对北京建设全域活态博物馆之城有更深
入、全面的了解。

同时，他还介绍了北京博物馆学会参与承担的相关工
作。一是服务完善博物馆体系结构。为顺义区博物馆等区级
博物馆、对外经贸博物馆等高校博物馆建设提供专业指导、
人员培训等服务；承担备案博物馆申报文件专业审核、现场
考察等任务，以及类博物馆培育、考察等助其较快成长的工
作，积极推进各级博物馆之间的交流合作。二是服务重点博
物馆建设工作。为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路县故
城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博物馆）、永定河文化博物馆、中国长
城博物馆等建设工作提供专业咨询。三是服务新时代文物人
才建设工程。为北京市文物局馆长培训、策展人培训、青年业
务骨干培训、骨干讲解员培训及文博讲堂等，提供专家授课、
整体组织实施等服务。四是服务支持特色博物馆发展。学会
在全国率先成立“非国有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加强行业指导
并创造更多机会令其发挥社会作用。而学会的“行业博物馆
专业委员会”，通过各种活动让公众更多了解特色鲜明、内容
丰富的行业博物馆。

祁庆国表示，“博物馆之城”的建设，不仅要靠政府的支持，
也要依托于博物馆的力量，更需要文化机构间的交流互通与有
机融合以及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共同努力。这同时也给各行
各业提供了一个业务发展、事业发展的巨大空间。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启动三年以来，博物馆和类博物馆
无论在数量还是公共服务质量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新增的
博物馆绝大多数为社会力量兴办的博物馆，博物馆展览、教育、
文创、语音导览、延时开放等公共服务的各方面都已引入社会
力量。”作为非国有博物馆代表、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馆长柏群
分享了发起成立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金漆镶嵌艺术博物馆的
亲身经历和几点收获。他认为，文物古建与博物馆融合发展将

让传统建筑焕发新生机，让馆藏文物彰显新异彩；博物馆要努
力挖掘自身特色资源，并通过多媒体矩阵展示给社会；博物馆
的经典藏品、良好环境、丰富展览、精制服务同等重要；非遗博
物馆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新的 IP传播平台，成为传承人
展示技艺的新窗口和非遗活态传承新舞台，并将为优秀传统文
化进校园构建新模式，为非遗传承企业吸引更多受众，为扩大
产品销售探索新路径。

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是北京市第一家在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承恩寺设立的非国有博物馆，对燕京八绝8个国家级非
遗项目进行“活态传承”，开创了历史文物与时代文化、物质文
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相融合的
新发展模式。“依托博物馆，这些年举办了超过600场主题文化
交流活动，包括 150多场燕京八绝承恩文化传习大讲堂，近百
场燕京八绝非遗大师技艺展演，还有燕京八绝非遗文化校园
行、燕京八绝宫廷艺术精品巡展等，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展示了
以燕京八绝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柏群说，在北
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和打造“博物馆之城”的背景下，北京燕京
八绝博物馆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他呼吁社会各方关心、关
注小微特色博物馆的发展，让更多的人了解身边的博物馆及文
化场馆，助力博物馆之城建设。

影像作品是历史记录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尤其在读图
时代，影像的拍摄、传播不仅是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行
为，而且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如何通过影像讲好“中国故事”，联动中国与世界对话，
也成为行业更关注的课题。

随着博物馆藏品的不断丰富，博物馆藏品的摄影、摄像等
数字化信息采集工作越来越重要，制作数字藏品可以通过网络
传播供世界各地的专家进行学术研究和艺术爱好者学习。同样
文物摄影对文物的保护、修复也具有重要作用，是保存记录历
史文物、开展更广泛的文物研究、学术交流的重要手段。作为文
物摄影专家、“京津冀文化遗产影像展”策展人，祁庆国认为文
物摄影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工作，更要研究文物的特点，艺术
地表现文物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他还结合“京津冀文化遗
产影像展”的策展分享了拍摄文物要讲究“静、净、境”的经验。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保护中国古建筑，一直是摄影人的责
任。”摄影家代表国家一级摄影师、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孙宏光
结合多年文物保护工作及古建摄影实践经验，阐述了博物馆之
城摄影从技术到艺术的独特视角。他认为，可以从博物馆建筑、
文物、展陈及教育活动方面取材，以影像展示博物馆之城的丰
富多彩及其成就，也通过影像的传播影响和带动更多观众走进
博物馆，促进大众文化素质的提高，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
发展。

与会博物馆及文化场馆代表、摄影师代表等就专题展有关
情况、摄影专业技巧、摄影活动组织等进行了深度沟通交流。通
过座谈交流，大家明确了办展目的与意义，希望有更多的摄影
师关注博物馆之城建设，记录博物馆之城的变化，带动博物馆
公众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

座谈会后，与会人员在专家老师的引导下参观了北京国际
摄影周主要展览，感受影像艺术的震撼与魅力。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2023‘一带一路’各
民族交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于
10月27至30日在海南三亚举行。本次会议由海南热带海洋学
院主办，海南省特色重点学科民族学、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人文
社会科学学院承办，共收到论文 90 余篇。来自北京、吉林、云
南、江苏、甘肃、辽宁、新疆、内蒙古、西藏、河南、广西、青海、广
东、贵州、宁夏、浙江、陕西、湖北、湖南等 20个省、市和自治区
的百余名专家学者云集三亚，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海南历史文化资源与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与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一带一
路”各民族交往交流史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岩画
研究等主题进行深入探讨，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大会主旨发言阶段，共有7位专家学者基于相关主题从不
同视角进行了阐释，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并存，许多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云南大学教授尹绍亭的《民族文
化生态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建设“美丽中国”“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为基础，提出“文化生态村建设”，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为

“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提供参考，对于应用人类学的创
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研究员王延中以《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题，从中华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什么；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
性；新时代要“扭转重物质建设，轻精神建设的倾向”，确立“习
近平文化思想构成了新时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显著标
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
要内容”几个方面介绍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并指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过程中，大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必要性，以及
实践路径和方法。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圣敏以《中华民族历史
的两个问题》为题，从“如何看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是谁最早
提出了“中华民族”一词两个角度对中国历史上的统一进行了
解读，并指出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思想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云南大学教授方铁
的《汉晋时期南方丝绸之路》指出：自两汉以来，南方丝绸之路
不但促进了中国内地与西南边疆地区及中南半岛各国的经济
发展之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以上认识对当前“一带一路”建
设提供重要支撑。吉林大学教授史吉祥就《“一带一路”与博物
馆展陈漫谈》，从“走出去，引进来”两个角度，对近十年来中国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的博物馆展览实践进行举例，
阐释了如何以博物馆展陈为基础，推动中外文化交流，讲好中
国故事，提升文化自信。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教授林日举就《巩固
民族团结：铸牢黎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关键》指出，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黎族地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
在共建“一带一路”和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应当从重视宣传
教育、黎族地方经济发展、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开发、地
方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地方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四方面巩固黎

族地区的民族团结，进而达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海南
热带海洋学院教授杨超以《从蹲踞式人形岩画看山地民族早期
交流》为题指出，蹲踞式人形岩画不仅展现了西南山地民族独
特的文化风貌，也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西南山地民族在相对
独立的地理和文化单元内，借助河谷地带进行物质文化和精神
文化的全方位交往交流交融，而这些蹲踞式人形岩画是古人迁
徙过程中留给我们的“标记”，最终经岁月的磨砺成为民族交往
融合和文化互动的“纪念碑”。

分组讨论阶段，以主题划分为：（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学
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发言学者或将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或采取系统分析法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全方
位、多角度的体系化研究。（二）海南历史文化资源与中华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学者们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各
类文化遗产中的内涵解读等角度对该议题进行探讨。（三）中
国式现代化与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发言学者或介绍地方经
验，或探讨目标实践路径，对不同地区的个案进行研究。（四）

“一带一路”各民族交往交流史研究。以宏观的视野从政治、
经济、文化和交通等方面进行讨论，注重史料的选择和利用。
（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岩画研究。对岩画进行区域
性的研究，解读岩画中蕴藏的深刻文化意涵，进而解释早期人
们的物质交换和文化交流。

经过两天热烈紧张的讨论，解决了目前研究中的一些困
惑、疑点和难点，尤其是老一辈学者的发言成为引领学术潮流
的一面旗帜，给年轻学者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总体来看，收集的
论文围绕“一带一路”各民族交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
论与实践，选题丰富，研究方法多样化，重视学科交叉和注重前
沿问题的探索。其次，年轻学者积极提交论文参会，他们的研究
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视野开阔视角独特，具有很大发展
潜力。

总之，此次研讨会旨在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围绕“一带一
路”各民族交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积
极推动相关学术研究的深化和创新，为“一带一路”各民族交流
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建言献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添砖
加瓦。

“2023‘一带一路’各民族交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纪要

杨超 邢蕾

多方力量齐聚
共话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

“北京博物馆之城专题影像展”座谈会在中华世纪坛举办
本报记者 肖维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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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由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和中国民族博物馆共同主办的“初音——世界口弦文化艺术展”

在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开展。展览共展出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百余个民族的116套口弦。展览以出土

口弦（簧）为叙事主线，将文物展品与非遗传承音视频、动画等多媒体手段相结合，深度解析口弦文化的

历史价值与意义。口弦有着人类音乐“活化石”的美誉,在各民族中传播成为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

历史见证，在世界范围内辐射广泛，是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见证。

西汉铁质口弦
尺寸：长7.2厘米，宽2.7厘米

这是一枚收藏于中国民族博物馆的
西汉时期纯铁质马蹄形口弦。在断年鉴定
报告中这样清晰地描述：“标本锈蚀严重，
口簧形态尚完全，能够观察到框体与簧
舌，两者为一体打造，看不到焊接痕迹，是
较特殊的形态。金相分析结果显示，利用扫描电镜能谱仪进行分析，除铁锈外，还有黄铜的成分，以及
少量硫化物。在三岔处其金相组织为铁素体和珠光体组织，含碳量约0.4％，在本视场内未发现两块
钢才锻接痕迹和其他类型的夹杂物。”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件金属自体口弦。

新疆清代口弦

这是中国民族博物馆收藏
的一枚清代银质口弦，口弦小巧
精美，至今还能发出明亮清脆的
声音。

纳西族口弦
尺寸：盒子长11.7厘米，直径2.6厘米；
口弦四枚一组，最长10.1厘米，宽0.64厘米
材质：竹
年代：1900年

这是一枚纳西族口弦，由纳西族口弦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冬月老人捐赠给
中国民族博物馆，这件口弦是她祖母传承
下来的。

撒拉族口弦
尺寸：长8厘米，宽4厘米
材质：铁质 年代：1960年

撒拉族口弦外形与体积
是中国口弦形制中最为特殊
的一类，演奏方式也因地域文
化而不同。从形制可以看出
撒拉族口弦是衔于牙齿之间
来完成演奏的，演奏时以右
手拇指拨动簧舌，口腔通过
舌位的变化来配合气息调整
演奏出旋律，音色清脆明亮、
清丽悦耳。

彝族口弦
尺寸：琴筒长8.6厘米，直径1.4厘米；口弦长5.7厘米，宽1厘米
材质：铜质 年代：2000年

“我愿做一副小小的口弦，永远挂在你的胸襟上，紧紧贴着你的心房，
滔滔把我的话儿讲……”口弦在彝族象征着爱情，被彝族人称为爱神丘比
特的乐器。胸口佩戴口弦某种意义上是彝族男女进入青春期的标志。谈情
说爱离不了口弦，互赠定情信物离不了口弦。

彝语称口弦为“合霍”，有竹质和铜质两种。竹质的称为“玛合霍”，铜
质的称为“土诗合霍”。与马布、竖笛、葫芦笙，还有“毕摩”和“苏尼”所用的
羊皮鼓和铜铃等承载着彝族人的悲欢离合。彝族人称两片的口弦为“母”
和“公”，三片的口弦为“母”“公”“子”，称谓的排序体现着彝族母系特征的
传统文化。

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位于太平洋西南部的一个
岛屿国家，又称伊里安岛。“食人族”达尼人就生活
在这片茂密的热带雨林里。达尼人所使用的竹制
口弦体积较大，长可达 32 厘米，宽可达 5 厘米，竹
质，音色浑厚而低沉，女士使用的口弦上会坠有彰
显身份的饰品，在林林总总的世界口弦家族中是
一个独特的存在。巴新原住民中的戈罗卡部落，也
弹奏同样的口弦，夸张的羽饰、狂欢的歌舞、跳动
的旋律和绚丽的彩绘等构成了这个原始部族的神
秘色彩。

（崔波 苗滟）

藏族口弦
尺寸：盒子长14厘米，
口弦长12厘米，宽1.5厘米
材质：黄杨木 年代：1900年

喜马拉雅山下，奔流的雅鲁藏布江孕
育着一个爱笑的民族，他们以淳朴、真诚
与善良守护着世界的屋脊。夏季，一碧千里的草原上格桑花如少女般妩媚。冬日，一片庄严与肃穆，领略信仰力量的同
时，让人感叹生命的顽强。那是一部信仰史在人文语境下与自然奏起的生命交响。

口弦在普玛江塘主要以男女对歌弹奏形式流传。你一言我一语，拉奏之人表达的愉悦，听曲之人听的用心，再接
一句作为回应。眼转流波中，情愫脉脉升温。从前这里60%的人都会拉奏，随着现代化电子产品的冲击，会拉“孔丝（口
弦）”的人不超过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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