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2 月 19 日，中国舞协非遗传统舞蹈影像采集项目工作组在浙江省
温岭市石塘镇里箬村采集拍摄大奏鼓表演。

由中国舞协、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推出的中国非遗传统舞蹈影
像采集工程于 2 月 14 日至 2 月 19 日展开对浙江省国家级非遗传统
舞蹈长兴百叶龙、海盐滚灯、温岭大奏鼓等舞蹈的考察工作。

新华社传真

保护语言多样性

《岳麓宣言》向世界发出倡议
� � � �新华社北京 2 月 21 日电（记者
王鹏）教育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
华代表处、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全国委员会、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
员会 21 日共同举行发布会，正式发
布《岳麓宣言》。

《岳麓宣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
的重要永久性文件， 向全世界发出
倡议，号召国际社会、各国、各地区、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就保护和促进

世界语言多样性达成共识。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 、

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田立新介
绍，《岳麓宣言》 充分体现了加强语
言交流互鉴、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理念， 凝练了当前世界语言
资源保护的指导思想， 倡导各国制
定语言资源和语言多样性保护事业
行动计划及实施方案。

根据 《岳麓宣言 》，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肩负着倡议、引领 、促进 、普

及、保护世界语言多样性的重要职
责。 《岳麓宣言》也鼓励各成员国制
定健全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资源管
理运营机制，鼓励国家语言文字管
理部门、学术界、非政府组织 、公共
和私人机构以及个人通过科研 、媒
体、课程、艺术、文化产品和信息通
信技术等多种方式保护并促进语
言多样性， 并倡议通过人工智能 、
信息通信等技术推动语言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和有效传

播。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我国各民族

的语言众多，其中也有不少处于濒危状
态，《岳麓宣言》对于保护我国不同民族
的语言和文化也起到积极作用。 ”北京
语言大学校长刘利说，《岳麓宣言》的发
布， 有助于语言资源保护理念的传播，
推动全社会对语言资源保护问题达成
共识。

据了解，2018 年 9 月， 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在湖南长沙成功举办首届世界
语言资源保护大会 ，会议以 “语言多样
性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作用”为
主题 ，通过了重要成果性文件 《岳麓宣
言（草案）》。 《岳麓宣言》日前已在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官网公布。

北京人艺《茶馆》再开张
纪念老舍诞辰 120 周年
� � � �新华社北京 2 月 23 日电（记者
白瀛）为纪念老舍诞辰 120 周年，北
京人艺 2 月 23 日至 3 月 5 日再次
在首都剧场上演话剧《茶馆》。

《茶馆 》分三幕 ，以老北京裕泰
茶馆的衰败为背景， 以茶馆掌柜王
利发为线索，展现了戊戌变法后、军
阀混战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夕三个时代的社会变化， 用老舍
自己的话说，要表达“葬送三个时代
的目的”。

作品没有一个完整的情节线
索，没有贯穿始终的矛盾冲突，而是
以人来带动情节的发展， 散点透视
的“人物展览式”结构，开创了中国
话剧文学的先河， 且语言具有浓郁
的北京味，对《小井胡同》《天下第一
楼》等后世名剧有着明显的影响。

焦菊隐 、 夏淳导演的 《茶馆 》

1956 年 3 月 29 日首次被北京人艺
搬上舞台。首演半个多世纪以来，《茶
馆》已成为北京人艺的“看家戏”，也
是中国目前演出场次最多的剧目 。
1980 年《茶馆》应邀赴西德、法国、瑞
士等国访问演出，这是中国话剧第一
次走出国门，之后该话剧多次赴国外
及我国香港、台湾等地演出。

作为北京人艺的保留剧目，《茶
馆》曾多年被安排在春节后上演。 对
演出市场而言 ，这本是淡季 ，但 《茶
馆》总可以让淡季不淡。 近年来，《茶
馆》无论在什么时间上演，都是一票
难求。

北京人艺负责人说，在老舍诞辰
120 周年再次上演《茶馆》，是北京人
艺对老舍文学精神和京味儿话剧的
延续和发扬， 有着重要的文化传承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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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 月 23 日， 暖阳照耀的尼罗河
上鼓点声声、龙舟竞渡，第二届 “新
春杯” 尼罗河国际龙舟节在埃及首
都开罗隆重举行。

从宽阔河面上激情飞扬的龙舟
比赛到岸边的中国主题游园活动 ，
春日里的尼罗河畔成了中国文化的
大型“体验馆”。

本届龙舟节吸引了来自中国 、
埃及、新加坡、菲律宾、美国和澳大
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 24 支队伍，参
赛选手达 200 人 ，1000 余名观众到
场观看。

“在尼罗河上赛龙舟的感觉太
不一样了， 我们对自己的表现很满
意。 ”完成了预赛的中国香港竞速龙
队领队梁绍基兴奋地对记者说。

“今年的参赛队伍比去年多，专
业化程度也更高。 ”中国驻埃及大使
馆文化参赞石岳文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尽管是一场业余赛，但参赛
队伍里不乏专业选手， 使比赛更具
观赏性的同时也更好地展现了中国
赛龙舟活动的风采。

决赛前， 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和

国际龙舟联合会代表共同为龙舟
上的龙头“点睛”，这一传统的“点
睛” 仪式令不少埃及观众掏出手
机拍照， 并饶有兴致地上网查探
其寓意。

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鼓点和岸

上观众的呐喊，决赛场气氛热烈，欢
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最终，菲律宾队
拿下龙舟赛女子组 12 人、混合组 12
人及混合组 22 人项目的冠军，埃及
队则斩获男子组 12 人和男子组 22
人比赛的头名。

“这次龙舟节加深了参赛选手和
民众间的友谊。 ”埃及龙舟队教练赛
义德·戈马难掩比赛胜利后的喜悦，
对这次交流互鉴机会的珍惜之情也
溢于言表。

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
龙舟队的参赛选手凯茜是一名经验
丰富的老将，在她看来，龙舟节除了
切磋技艺外， 也是一次文化交流互
动的好机会，让人们“对其他文化更
加开放和包容”。

“除了龙舟赛，岸边的中国文化
活动也是这次龙舟节的亮点。 ”据石
岳文介绍， 岸边的游园活动包括猜
灯谜、 放风筝和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
图片展等。

埃及工程师谢里夫·曼苏尔带着
妻子和两个孩子前来参加活动 ，他
们不仅了解了赛龙舟这一古老的中
国文化传统， 还体验到猜灯谜的乐
趣。 曼苏尔表示明年一定还带家人
前来游玩。

新华社记者 吴丹妮
（新华社开罗 2 月 23 日电）

龙舟竞渡迎新春
———记第二届“新春杯”尼罗河国际龙舟节

美国边境城市拉雷多举办狂欢节

� � � � 新华社美国拉雷多 2 月
23 日电 （记者 高路 刘立伟）
美国边境城市拉雷多 23 日拉
开美国首位总统华盛顿生日纪
念活动的序幕。百余年来，这一
活动从最开始的两天庆典发展
为长达一个月的狂欢节， 每年
吸引逾 40 万游客。

当天清晨， 美国和墨西哥
民众在连接两国的公路桥上热
情相拥、互换国旗 、合影留念 ，
以此象征美墨两国人民和平共
处、友谊长存。

当天， 拉雷多成为欢乐的
海洋。在市中心大道上，人们身

着百年前式样的服饰， 或骑马或
乘车参加游行， 向路边的观众投
掷纪念品并挥手致意。

拉雷多的华盛顿生日纪念活
动始于 1898 年。 今年的活动继 23
日盛装游行和边境桥欢聚后 ，选
美大赛、鸡尾酒会、烟火表演等将
陆续展开。 主办方希望通过华盛
顿生日纪念活动加深美墨两国民
众的传统友谊。

拉雷多坐落在美国得克萨斯
州南部，与墨西哥隔河相望。 这里
人口仅有 25 万， 面积不过 270 平
方公里，却是美国著名的内陆港。

2 月 23 日，在美国边境城市拉雷多，人们参加游行活动。

深圳文创产业年增加值超 2600 亿元成支柱产业
� � � �新华社深圳 2 月 24 日电（记者
李晓玲）拥有“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
会” 文博会品牌的深圳，“文化＋科
技 ”“文化＋金融 ”“文化＋贸易 ”“文
化＋旅游”等新业态迅猛发展。 2018
年全市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
2621.77 亿元， 占 GDP 的比重超过
10%。 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
支柱产业， 在深圳发展中占据了重
要位置。

早在 2003 年，深圳就确立了文
化立市战略目标， 制定了一系列扶
持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 2004

年， 在我国振兴和大力发展文化产
业的大背景下，文博会应运而生，落
户深圳。 作为我国国家级、国际化综
合性的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深圳
文博会成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
重要平台。

近年来， 深圳在文化创新发展
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2008 年深圳率
先出台 《文化产业促进条例》；2015
年底，深圳又制定出台了《深圳文化
创新发展 2020（实施方案）》，把创新
摆在文化发展的核心位置， 以创新
为动力，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大力

促进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 相关
产业相互渗透， 积极构建数字文化
创意创新平台， 推动数字经济与文
化产业深度融合。 据统计，目前深圳
市拥有文化企业近 5 万家， 从业人
员超过 90 万人，规模以上企业 3000
多家，境内外上市企业 40 多家。

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有限公司总经理叶建强参与了历届
文博会的举办。 他表示，越来越多的
文化企业通过深圳文博会实现了与
科技、金融、贸易、商业、旅游、体育、
时尚的跨界跨行业精准融合， 成为

文创融合性企业。
今年是深圳建市 40 周年。 深圳市

有关负责人表示 ，刚刚出台的 《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为深圳文化产业
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深圳将以建设全球
区域文化中心城市和国际文化创新创
意先锋城市为目标，做大文化产业整体
规模， 增强创新创业能力和竞争力，提
升文创产品和服务供给与质量，优化文
创产业结构布局， 落实文化激励政策，
完善文化产业法制建设，引导文化产业
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重
要引擎。

“一带一路中的青海”
展览将亮相北京

� � � � 新华社西宁 2 月 24 日电
（记者 白玛央措） 记者从青海
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 为期
4 个月的“一带一路中的青海”
展览活动将于 2 月 28 日在北
京首都博物馆举行。

据悉， 此次展览精心遴选
了青海省 13 家文博单位的 442
件（套 ）精品文物 ，旨在向国内
外观众展现“一带一路”中的青
海。

本次展览名为 《山宗·水
源·路之冲———一带一路中的
青海 》，共分为源远流长 、汉风

羌道、吐谷浑国、吐蕃东进等 7 部
分内容。 展览期间还将开展彩陶
知识讲座、 穿民族服饰学民族舞
蹈、系列论坛和演出等活动。

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工作人
员表示， 此次展览展示了青海作
为丝绸之路、 唐蕃古道和茶马古
道的重要干线在“一带一路”中的
地位价值、历史渊源，以及青海各
民族融合发展呈现出的多元文化
特色， 是青海积极融入 “一带一
路”倡议，全方位展示青海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现有成就、未来前
景的一次重要文化交流活动。

中乌联合考古成果展亮相塔什干
� � � � 新华社塔什干 2 月 23 日电
（记者 蔡国栋） 中乌联合考古成
果展 22 日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
塔什干国家历史博物馆开幕。 陈
列厅内摆放了大小 80 件中乌联
合考古队在撒马尔罕市附近的萨
扎干遗址和拜松市附近的拉巴特
遗址发掘的文物， 吸引众多当地
人驻足观看。

公元前 2 世纪， 古代月氏人
在匈奴的持续军事打击下， 残部
被迫西迁。 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
域寻找大月氏共击匈奴， 最终开
辟了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
路。 但长期以来月氏的考古学文
化遗存没有得到确认， 月氏与大
夏（巴克特里亚）、贵霜、粟特等古
代国家和人群的关系也难以定
论。

为了寻找古代月氏人的考古

学文化， 中乌两国考古学家自 2009
年起在乌境内西天山地区开展联合
考古调查、 发掘与研究。 2018 年 6
月， 中乌联合考古队在乌举行工作
会议， 对考古阶段性成果进行了汇
报和研讨。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首席
考古学家王建新说， 这次展出的陶
瓷、 装饰品等文物都是中乌联合考
古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这些文
物初步确认了古代康居和古代月氏
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考古成果丰富
了对古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认知。

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高级研究员贝克穆拉多夫说，“一
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任务就是恢复
沿线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
乌中联合考古将进一步加强两国人
民之间人文交流， 为乌中友谊作出
新的贡献。

“季羡林留给孩子的人生启蒙书”出版
� � � � 新华社北京 2 月 24 日电
（记者 史竞男 ）2019 年是文化
大家季羡林先生逝世 10 周年。
根据《季羡林全集 》编写的 “季
羡林留给孩子的人生启蒙书 ”
日前出版， 该书精选了季羡林
先生涉及成长历程、读书写作、
家国情怀、 生活态度和人生真
义等主题的篇章。

该丛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青少年图书出版分社·神
秘岛策划推出， 从孩子的需求
出发，将 《季羡林全集 》浓缩成
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图书共 5
册，包括《一寸光阴不可轻》《书
山有路勤为径》《赤子丹心图报
国》《所有生命都不朽》《人生自
有真义在》。

《一寸光阴不可轻》是季羡

林先生的自传 ， 回顾了小学 、中
学、大学和留德期间的经历，讲述
了他如何从寒门学子成长为跨世
纪、 跨国别的文化大家；《书山有
路勤为径》中，揭示了应该如何读
书、如何写作、如何做学问的关键
所在；《赤子丹心图报国》 展现出
深厚的家国情怀；《所有生命都不
朽》 表达了对世界万物和日常生
活的人生态度 ； 《人生自有真义
在》讲述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据介绍，季羡林是国际著名东
方学家、 印度学家、 梵语语言学
家、文学翻译家、教育家。 他学贯
中西 ，汇通古今 ，在语言学 、文化
学 、历史学 、佛教学 、印度学和比
较文学等诸多领域建树卓著 ，堪
称我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