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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风华望不尽：生生不息的精神支点

以丝绸之路为主旨的展览一直是博物馆陈列的重要题材
之一。2024年恰逢“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跨国申
遗成功的第十年，丝路精神在当下仍然熠熠生辉，是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源泉。

回望过去，无论是驼铃悠扬的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帆飘
荡的海上丝绸之路，商人僧侣们怀揣着对未知远方的期待与希
冀，或翻山越岭、或漂洋过海，成就了一条条商贸往来之路、文
明交流之路。历史的风沙掩埋了昔日的古道驿站、港口码头，等
待着偶然的契机重现在世人面前。但其中所积淀的以和平合
作、平等互利、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超越时
间的长河，生生不息。

文化的传播，是丝绸之路永恒不变的主题。公元前2世纪，
张骞凿空西域，陆上丝绸之路正式开通，开启古代东西方文明
交往的新时代，其中尤以佛教信仰的传播为突出表现。佛教自
印度经由巴基斯坦、阿富汗，伴随商品贸易传入西域。考察丝路
文化遗址会发现，佛教东传时的许多寺院古刹都是沿丝绸之路
修建的。

西域龟兹，地处塔里木盆地北缘，作为东西方交通的十字
路口，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重镇。这里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
市场，也是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枢纽，遗存文化遗产众多，尤以
佛教石窟闻名于世。商人使者赶着骆驼往来此处，不仅带来琳
琅满目的商品，也带来了佛教信仰。龟兹人和南来北往的商人
一样开始供佛拜佛，并仿照印度修建佛教寺庙、开凿石窟。

古龟兹地区目前遗存的佛教石窟有 27处，共 827个洞窟，
近10000平方米壁画和部分彩绘泥塑。石窟始凿于公元3世纪，
衰落于公元13世纪，以规模最大、开凿年代最早的克孜尔石窟
为典型代表。这些石窟群以独特的洞窟形制和壁画风格，见证
了新疆佛教艺术的灿烂历史和佛教经西域向东的传播轨迹与
本土化进程，对包括敦煌莫高窟在内的中国石窟艺术发展产生
深远影响；同时，中原佛教艺术的回传经龟兹又向西辐射，极大
丰富了中亚佛教文化的发展，成为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融合
发展的重要桥梁。

龟兹石窟群不仅从侧面展示了龟兹佛教产生、发展、繁盛
和衰落的过程，也为特定文化传统、民族民俗、音乐舞蹈等的发
展与演变提供了丰富证据。随着佛教传入中原王朝，龟兹特色
歌舞、古乐等也向东传播。特别是石窟中的天宫伎乐图，不仅服
务于佛教，也是古龟兹社会“管弦伎乐、特善诸国”的真实反映。
如开凿于公元 5世纪左右的克孜尔第 38窟，德语窟名为“音乐
家合唱洞”，其在主室两侧壁上部各绘有一幅“天宫伎乐”图，出
现了排箫、筚篥、五弦琵琶、箜篌、阮咸等多种乐器。这些石窟壁
画展现了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历史，彰显了中华文
明开放包容的格局胸怀以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辉煌灿烂。

商贸的繁荣，是丝绸之路生生不息的动力。沿线各国、各地
区、各民族在经济上的互通有无，是其沟通交往的最初诉求，也
是丝绸之路得以发展延续的动力源泉。几乎在陆上丝绸之路开
放的同时，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也开拓了沟通中外交通贸易的海
上通道。发展到宋代，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
为东西方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温州，古称东瓯，地处中国东部海岸线中段，又具备江海交
汇的优良港口条件，自汉代起便活跃于中外的贸易往来，成为东
西方商品、文化、技术流动的桥梁。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
口，温州在商周时期已经通过海上交通与东南沿海及日本等地频
繁往来；在唐代，开通至日本、东南亚乃至中东地区的航线，并同
世界六十多个国家建立商贸往来；南宋设立市舶务，建有驿馆专
门接待外国商客；元代设立市舶司，管理海上交通贸易。

温州“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形特点，催生了手工业的繁
荣，带来东瓯古城的商贸繁华，漆器、瓷器等都成为这座城市的
重要历史名片。特别是温州漆器，在南宋时期号称全国第一。温
州漆器产销两旺，北宋、南宋都城内都开设有温州漆器铺。名扬
天下的温州漆器，瓯窑及龙泉窑、建窑、长沙窑等多窑口瓷器产
品在温州的出土，印证了温州港口在海丝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伴随僧侣与商贾的脚步，漆器、瓷器等工艺品，佛画经卷、诗集
文集等印刷品飘洋过海走向世界，促进经济社会的繁荣与文化
科技的交流。

2021年，朔门古港遗址重见天日，是温州作为千年商港的
有力见证。温州自建郡以来，始终保持着“东庙、西居、南市、北
埠、中子城”的格局，遗址位居古城北面，重现了宋元“北埠”港
区的繁华；码头与江心屿隔江相望，孤屿上的东西双塔作为
古航标，日夜引导着航行船舶能够安全快速地到达码头。这
样城市、港口、航道三位一体的完整体系，是迄今国内外海上
丝绸之路港口遗址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展现了海丝与国际
交流中的中国风采。朔门古港遗址由此成为海丝申遗体系中
的关键一环。

龟兹石窟与朔门古港，历经千年，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商
贸繁华与文化交流。丝路上的交流共荣从未停止，在当下依然
焕发出勃勃生机。温州与拜城的对口支援，是新时代不同地区
文化资源共享、交流融合的重要表现形式。本次展览作为温州
市与拜城县文化共建的一部分，也是对丝路所承载的不同文明
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丝路精神的传承。以展览为契机，温州博
物馆还与拜城县博物馆举行了两馆合作共建协议的签约仪式，
开启后续两地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丝绸之路，绵亘万里，跨越千年，是东西方贸易往来、文明交流的重要纽带。

龟兹故城与温州斗城，位居中国大陆的东西两端，横跨近万里，分别作为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

路的交通枢纽，共同见证古代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生共荣。2010年6月，温州援疆工作正式拉开序幕，温

州市与拜城县携手共创的援疆结对帮扶“温拜模式”逐渐在祖国西部边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十四年来，

温州的文化润疆工作持续创新推进，两地通过系列活动实现了文化资源共享，促进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

交融，加深了两地人民的情感联系和文化认同，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

为进一步深化温州市与拜城县的结对共建，两地文旅部门同心谋划、精心打造推出“恰逢东瓯遇龟

兹——丝路上的文化交响”展览，8月9日至11月15日在温州博物馆临展馆展出，让两地之间的文化

交流亲上加亲、更具温度。

丝路交响曲绵延：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当海上丝绸之路的波涛与陆上丝绸之路的风沙交汇，东西方的
文明在历史的长河中奏出了一曲关于文化交流融合的交响乐章。这
一场对话跨越时空，既包括了龟兹与东瓯分别作为陆丝与海丝交通
枢纽的历史痕迹，是空间上跨越万里的交流；同时也是古代丝路文明
与现代百工技艺在时间上的蔓延，展示了工艺美术大师对于丝路精
神的当代诠释。

本次展览历时一年多时间筹备，是温州市与拜城县通力合作、群
策群力的成果。展览提炼两地在丝路历史上各自发挥作用的特征为
文化共性，以“丝路上的文化交响”为主旨，通过“龟兹石窟：陆丝之路
的佛光艺术”“温州古港：海丝之路的文明交汇”“古道通今：丝路精神
的现代回响”三大篇章，以 80余件（套）展品，串联起龟兹石窟与温州
古港的交流对话及现代丝路精神的传承创新，展现丝绸之路跨越两
千多年的历史底蕴与文化脉络，传达和合共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

为更好地传达这一海陆对话的理念，形式设计上，展览采用朱砂
红、蔚海蓝分别作为“陆丝”与“海丝”两大隐性空间的装饰主色调，与
展览内容相呼应。

驼铃悠扬：石窟壁画再现佛光艺术。
展厅入口处以仿制石窟造景与模拟光影效果，营造神秘幽深的

空间氛围。进入第一篇章，一对驼铃配以“流沙”投影拉开帷幕，借由
光影声色的氛围营造，带领观众穿越到历史中的龟兹故城。纱幕背
后，是利用 3D打印与数字印刷融合技术复原的克孜尔石窟第 38窟。
复制窟内，从穹顶壁画到色彩细节，再现了壁画精华部分；复制窟外，
仿制真实石窟的砂岩质感，并通过融入类似佛龛的设计元素，展示壁
画中出现的各类装饰纹样。观众足不出“温”，也能跨越万里，沉浸式
领略克孜尔石窟佛光艺术的魅力。

第一部分内容以石窟壁画为载体，见证陆上丝绸之路伴随佛教
东传所承载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历史。红色弧形墙面上，壁画作
品按照初创、发展、繁盛三阶段依次呈现，展示龟兹这一璀璨的丝路

“明珠”有关宗教、乐舞、服饰的发展演变。通过当代美术师的临摹，将
壁画艺术原汁原味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菱格山水是其中的独特构图，用以表现佛教世界的须弥山。初创
期的壁画印度犍陀罗佛教艺术风格突出，山水形象稚拙朴质。随着本
土龟兹风的形成，菱格山水趋于规范化，如同连环画一般，将佛本生
和因缘故事描绘在青绿相间的菱格之内。其中商贸题材的丰富故事，
如萨薄燃臂引路、狮象舍身救商客等，也是对于龟兹作为丝绸之路要
站商贸发达的重要反映。

海帆飘荡：馆藏珍品见证商贸繁华。
展览第二篇章，视角转向海上丝绸之路，呈现温州作为繁荣港

口，推动各类手工艺品及佛教等文化向外传播的故事。形式设计上，
配合龟兹石窟向温州古港的内容过渡，通过波浪纹灯光与船帆、码头
场景的虚实结合，由红黄色系过渡至海洋之蓝，隐喻宋代传统陆上丝
绸之路的没落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以古港码头为篇章起点，讲述
东瓯故地的商贸繁华与文化兴盛。

第二部分内容汇集温博馆藏珍品，以古港为展示窗口，勾勒出中
华民族和海外交通、交流、交往的轨迹。展品时代从汉代跨越至民国，
类型包括陶瓷、书画、钱币、砖瓦等多质地文物，多角度呈现温州作为
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港口，对外商贸繁荣与文化交流频繁的景象。

作为航海的必备条件，发达的造船技艺与指南针工艺，为推动温
州海丝贸易提供物质支撑。在元代周达观根据其自温州港出使柬埔寨的
见闻所写成的《真腊风土记》中，见有最早的指南针针位的记载。指南针
作为温州百工制作，传承悠久，个别宋代出土罗盘底部带有“温州东
门×××制造”字样。馆藏出土自东门店铺的民国航海罗盘，坚持盘面刻字
针法的传统造型，与周达观书中描写的几乎相同，共同印证了温州航海
技术的发达。

商船往来频繁，商品伴随商贾的脚步，支撑着温州的海上贸易。
除本土瓯窑产品外，龙泉窑、建窑、长沙窑等多地瓷器在温州的出土，
更印证了朔门古港在海丝贸易上的重要地位。展品中有一件典型的
长沙窑青釉褐彩贴花执壶，其八棱形壶嘴、藤状把手及腹部模印的西
域胡人贴花纹样，极具异域风情。作为中国早期外销瓷中的佼佼者，
长沙窑青瓷的出土，更印证了温州是瓷器外销的重要港口。

古道通今：丝路与百工的现代碰撞。
丝绸之路是贸易往来之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龟兹石窟的佛教

壁画与温州古港的商贸繁荣，共同诉说着丝路上人类文明的对话碰
撞，而其中积淀的丝路精神历久弥新。自第二篇章空间上方装饰的

“丝绸”飘带流转蔓延至第三篇章，寓意丝路精神的古今传承。
第三部分呈现了现代工艺美术大师以丝路为主题，结合夹缬印染、

黄杨木雕等百工技艺创作的艺术品，彰显丝路精神创新发展的生动实践和
优秀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勃勃生机。疆绣《大漠驼铃》，细腻描绘出夕阳映
照下的驼队斜影，承载着丝路商旅的梦与希望；黄杨木雕《友好使者——张
骞》，以独居匠心的雕刻语言，生动展示张骞开辟丝路中的英勇身姿。

配合本次展览，博物馆还针对不同年龄段观众推出了多样的公共文
化教育活动，包括温拜两地专家展览导赏夜开放、龟兹石窟专题讲座、青
少年壁画艺术创作及壁画临摹等，让公众近距离深入感受丝路韵味。

丝路上的文化交响，至今仍在回荡。山海情深，榕杨携手。温州与

拜城在“文化润疆”中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因为一条路，跨越关山，联

袂同行推出此次展览，谱写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

富”的新篇章。

“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文化的多样性与包

容性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源泉。东瓯与龟兹的对话，启示我们在新

时代继续系牢民族团结纽带，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推动文明的对话与

合作，共同构建更加美好的未来。
（文：朱伊凡 谢忠簿 朱朝野 图：陈真健 穆林肯）

展厅第三篇章实景

新疆克孜尔石窟全景及温州江心双塔

克孜尔石窟第38窟左侧《天宫伎乐图》现代临摹作品

朔门古港遗址发掘区全景及瓮城、南宋沉船构件与干栏式建筑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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