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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讯

大漠孤烟，驼铃声声；西风古
道，胡马徐徐。站在十三朝古都西
安的城墙上，历史的画卷，不经意间
就在眼前铺开。这里，是古丝绸之
路的起点。2000 多年前，汉武帝派
张骞出使西域，开启了中国同中亚
各国友好交往的大门，开辟出一条
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

商贸往来，文化交融，与世界
拥抱的热情和渴望，在这里世代相
传。短短几年间，陕西教育与“一
带一路”沿线各国互通有无、互学
互鉴，搭建起推动教育、文化乃至
经济共同发展进步的“朋友圈”。

留学生热衷学习中国文化

在西北大学中亚学院，记者见
到一群肤色、发色各异，但都说着
一口流利中文的留学生。

马山，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东
干人。他的祖先，百余年前从陕西

迁至中亚；他的家乡，被称为“陕西
村”。“我一直希望来中国，看看我
的祖先生活过的地方，我的父母也
很支持我。”这个外表看上去几乎
与中国小伙子没什么区别的男孩
腼腆地说，“毕业后，我要回家乡当
教师，向他们传递中国文化。”

来自土耳其的留学生白振国，
在51天里，背着行囊，穿越中国7个
省份，行程 3 万公里，乘坐 200 多个
小时的火车，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下
旅途中的每一个瞬间。“这份文化
之旅的体验是我最美好的回忆，中
国文化令我如痴如醉！”

西 北 大 学 中 亚 学 院 成 立 于
2014 年 1 月，致力于为中亚地区发
展培养技术性、复合型人才，帮助
中国学生学习中亚语言、文化。据
院长任惠莲介绍，该院对中亚各国
留学生采取中亚学院和所学专业
联合培养的模式，成立 3 年来已培

养了1000余名中亚学生。
“他们对西安、对中国都有深

厚的感情，他们学习中国文化、了
解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文化，有利
于未来中国与世界各国更好地合
作交流。”任惠莲说。为实施民心
相通工程，2016 年，西北大学与丝
绸之路总商会签订联合培养国际
学生合作协议，2017 年设立丝绸之
路奖学金，专门用于资助优秀的外
国博士生和高端人才。

各高校尽显神通贡献智慧

搜索一篇中文文章，点击翻译
按钮，页面马上显示出英文的全文
译文。在西安外国语大学，记者看
到了神奇的“一带一路”语言服务
及大数据平台，学生们正在这里学
习“技术写作与编辑”课程。

这个平台的神奇之处在哪里？
平台负责人曹达钦介绍说，系统涵盖

英语、俄语、德语等多个语种，可通过
人工电话口译与机器翻译结合的方
式，为来到中国的“歪果仁”量身定制
一个没有语言障碍的“百事通”。

在陕西，各高校都积极利用自
身的资源优势，为“一带一路”经济
社会发展贡献智慧。考虑到陕西
是在吉尔吉斯斯坦投资最大的省
份，在中国贸促会的支持下，西北
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院长刘亚军
及其团队花大半年时间，收集了吉
尔吉斯斯坦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法、
投资法在内的30多部法律，最终整
理出 10 万多字的吉尔吉斯斯坦国
别法律研究报告，为企业在土地、
金融、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提供了
操作性极强的风险防控指南。

西北大学在2014年与陕西煤业
化工集团签署“丝绸之路经济带建
设千人培训计划”合作协议，计划从
2014年开始，用10年时间为在吉尔

吉斯斯坦的中国石油公司培养1000
名左右石油化工类应用技术人才，
有的采用“请进来”的培养模式，吉
尔吉斯斯坦工人来陕西，学习汉语、
石油化工专业技术课程等；有的采
用“走出去”的培养模式，学校派教
师赴吉尔吉斯斯坦对吉方员工进行
汉语、中国文化、企业管理及专业技
能培训。至今，该项目已为吉尔吉
斯斯坦培养石油人才200余名。

西安交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
现代文明的共荣发展和与丝路沿
线国家的高等教育合作。2015 年，
该校发起并成立了丝绸之路大学
联盟，目前已吸引35个国家和地区
的 135 所高校加盟，形成跨世界五
大洲的高等教育合作平台。该校
校长王树国说：“教育的作用在于
让民心相通，我们成立丝绸之路大
学联盟，就是要搭建一个公共平
台，让世界各国共建共赢共享。”

丝路沿线文化交流贯穿古今
■ 易鑫 冯丽

本报讯 6 月 26 日，2017 盘
州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贸易旅
游文化交流会开幕式在贵州盘
州举行。现场，盘州市投资促进
局、市生态旅游局等部门负责人
介绍了盘州市投资商贸环境及
旅游文化资源等情况。大湄公
河经贸促进商会负责人希望今
后与盘州市加强交流合作，实现
互惠互利。

据了解，本次交流会吸引了
山东民间贸易商会、泰国清迈协
会、缅甸仰光贸易商会、越南老
街贸易开发区、老挝会塞协会、
大湄公河经贸促进商会、加纳非
洲协会、云南品牌边境贸易协会
等商会组织参加，参展商品涉及
手工艺品、红木家具及饰品、特
色食品等。 （陈珍）

盘州大湄公河次区域经
贸旅游文化交流会举行

本报讯 近日，中国驻美国
旧金山总领馆举办开放日暨“一
带一路”文化展，总领事罗林泉
邀请旧金山社区青年中心和旧
金山市 10 多所学校的华裔高中
生出席。“今天邀请你们来，就
是想让你们更直接地感受来自
祖籍国的血脉之情，了解中国发
展情况，体会中华文化之美。”罗
林泉说。

他鼓励学生们继承中华文
化，学贯东西，不仅成为具有国
际视野的优秀人才，而且成为东
西方文明交流的使者，为促进中
美人民的相互了解、维护世界和
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刘丹）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
举办“一带一路”文化展

本报讯 以“传承精神、扬帆
启航”为主题的 2017中国昆明郑
和国际文化旅游节将于7月11日
至16日在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举
办。其间，主办方将举办文艺演
出、郑和文化论坛、全国青少年航
海模型锦标赛等系列活动。据介
绍，此次郑和国际文化旅游节将
设置主会场和分会场。

其 中 ，主 会 场 设 于 晋 宁 区
政府所在地昆阳，将举办开幕
式文艺演出、郑和文化论坛、全
国青少年航海模型锦标赛、郑
和纪念馆开馆、南亚东南亚及
云南少数民族服装服饰展演等
活动。分会场设在古滇文化旅
游名城，将面向公众举行多项
户外竞技类活动。晋宁力求紧
紧 抓 住“ 一 带 一 路 ”建 设 的 契
机，提高晋宁作为郑和故里的
文化品牌影响力。 （侯文坤）

中国·昆明郑和国际文化
旅游节7月11日开幕

一列驼队，满载着东方的丝
绸、陶瓷、茶叶等一路向西，穿过
大漠、戈壁、绿洲。沿途驼铃阵
阵，回荡在欧亚大陆上。这是古代
中国和欧洲往来的缩影。如今千年
光阴过去，清脆悠远的驼铃已被写
入历史，取而代之的是火车的轰鸣
声，一条条铁路托起一列列“钢铁
驼队”。

5年多来，中欧班列从无到有，
从少到多，联通欧亚，风雨兼程。
截至目前，国内开行中欧班列的城
市已达28个，累计开行4000多列。
依托新亚欧大陆桥和西伯利亚大陆
桥，已初步形成西、中、东3条中欧
铁路运输通道。中国铁路已经规划
了中欧班列运行线51条，到达欧洲
11个国家29个城市，并且形成了以

“渝新欧”“郑欧班列”“汉新欧”
“蓉欧快铁”和“长安号”为主体的
五大班列运输系统。

“国宝”坐上中欧班列

一声清脆的汽笛声唤醒了武汉
铁路局汉西车务段吴家山站的清
晨。装载着“国宝”编钟和舞美道
具的X8017/8次列车缓缓开动，它
即将经过汉丹线、焦柳线，由阿拉
山口出境，驶往德国汉堡。

“大型音乐史诗舞蹈 《编钟乐
舞》 6 月下旬在柏林亮相，被誉为

‘国宝’的编钟古乐是楚文化的典
型代表之一。”湖北省歌剧舞剧院
院长卢向荣说。这批“国宝”编钟
是文化精品节目《编钟乐舞》中的
道具，仿制了曾侯乙墓出土的编
钟、编磬、建鼓等数十件古乐器，

重达四五吨。坐飞机去欧洲运输价
格高昂，坐轮船海上航行耗时又太
久。“以前因为运输问题，跨国巡
演总是很难‘说走就走’”。卢向
荣感慨道。

2012 年 10 月 24 日，武汉开通
了开往欧洲的中欧班列，现在编钟
可以搭乘这趟班列从武汉直达目的
地，方便快捷，省时省力。湖北省
歌剧舞剧院的编钟、服装和舞美道
具等 867件文化演出用品，也搭乘
着这趟中欧班列去往欧洲，即将与
欧洲观众见面。吴家山站货运副站
长李玮说：“这也是‘国宝’编钟
第一次搭乘中欧班列 （武汉） 前往
欧洲。”

目前，“一带一路”倡议正顺利
推进并已取得显著成效，在美国

《福布斯》杂志撰稿人韦德·谢泼德
的眼中，中欧班列正在沿途停留的
站点不断催生出新的物流、工业和
商业中心。加强“一带一路”相关
国家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将使资
源要素流通更加顺畅、利用更加集
约，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换车才能接轨

从 浙 江 义 乌 出 发 的 今 年 第
1000 列中欧班列，满载着服装、
五金、家居产品等共 50 个货柜，
缓缓停在新疆阿拉山口——中国和
哈萨克斯坦边境口岸。像往常一
样，工作人员把电气化机车换成内
燃机车，这辆内燃机车牵引行驶
19 公里，便到达了哈萨克斯坦边
境。只见工作人员将中方的货物吊
装到哈方车辆上，火车也换上了哈

方司机。不一会，班列再次启动，
向目的地西班牙马德里驶去。

这一幕是中国班列在阿拉山口
换轨的情景。说是换轨，并不是更
换轨道，而是换车。“二战”之
后，欧亚大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各个
国家的铁路运输由于种种原因从没
有被连成过一个整体。如果说，换
轨解决了国与国之间轨道的差异，
那么前期准备和谈判就是解决了国
与国认知的差异。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
主任杨丽琼说：“我们整整谈判了大
半年，就是在怎么明确各自的责权
利，怎么使其他国家既要有积极性参
与，还要让他们在整个运作过程中，
不能对我们的通道产生负面作用等，
在这些方面确实想了很多办法。”

终于，2011年1月28日，首列
中欧班列“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
大通道正式开通。同年 3 月 19 日，

“渝新欧”专列满载重庆制造的电
子产品从重庆铁路西站出发，经过
6 个国家，行驶 11179 公里，耗时
16 天，最后到达目的地德国杜伊
斯堡。该次运行实现了“渝新欧”
国际铁路大通道的全线开行。同
时，也是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铁路、
口岸、海关的第一次全面合作。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
院执行院长王文说：“中欧班列的
开辟，是通过铁路这种基础设施
的联通使得物和物之间、人和人
之间进一步加强沟通，并且促使
国家和国家、区域和区域之间沟
通的升级，进而造就了新时代的
东西方文明之间沟通的升级。”

中欧班列：“钢铁驼队”风雨兼程
■ 严冰 罗楚江 田佩雯

“为了让世界电影文化的发展
前景更美好，让世界各国观众拥有
更丰富的观影资源，我们齐聚上海
国际电影节，一致同意建立我们之
间的电影文化交流合作⋯⋯”第二
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首日，14
个“一带一路”参与国家的 15 个电
影节及电影机构代表在极具中国
特色的“卷轴”上签名，共同签订了

“一带一路”电影文化交流合作机
制备忘录。

文化交流，正在成为“一带一
路”沿线各个国家民心相通、民智
相融的和谐底色，而电影无疑是文
化交流最好、最有效的载体之一。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张
宏森在签约现场表示，中国和“一
带一路”参与国家的合作，“与其说
是我们努力的成果，不如说是中国
电影发展到今天的一个必然”。

开放胸怀
文化交流成最好代言

据悉，此次签署的电影文化交
流合作机制备忘录的内容，包括以
电影为载体，增进各国之间文化艺
术的传播和交流，促进各国人民之
间对彼此文化传统和人文风俗的
了解，加强各国电影人之间的跨国
交流与学习，举办各国电影在他国
电影节或电影机构的展映等活动，
推进各国之间电影制作和发行的
交流与合作，推进各国之间电影教
育和电影评论的跨国交流等。

一年前，为落实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上海国际电影节与塔林、
孟买、开罗等国际 A 类电影节签订
了战略合作协议。今年举办的第
二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更是将

“一带一路”电影合作视为共筑文
明之路的重要抓手，将推进“一带
一路”人文交流贯穿于本届上海国
际电影节的始终。这是一种更加
开放的文化胸怀，以更加积极的合
作态度和世界各国优质电影资源
进行合作，从而更有力地推动世界
电影文化呈现多样性的面貌。

事实上，“一带一路”也正在成

为参与国家人民在理智与情感上
都越来越认可的一条“新丝绸之
路”，“一带一路”参与国家相互之
间越来越主动而频繁的文化交流，
便是最好的代言。本届电影节也
不例外。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
收到来自106个国家和地区的2528
部影片，其中“一带一路”参与国家
和地区以及他们申报的影片数量
都接近半数，20多部优秀影片被推
荐进入了“一带一路”展映单元，让
广大观众在观影中感受多元文化
的精彩。

互鉴互学
筹划电影发展新蓝图

中国和塞尔维亚合拍片《萨瓦
流淌的方向》也在本届电影节现场
签约，这部影片的拍摄被视为将能
促使两国人民跨越不同文化的隔
阂，增强认同感。据悉，为了拍摄
这部电影，该片创作者、上海作家
陈丹燕已 4 次造访塞尔维亚，以一
个中国作家的视角表达她对那个
亲切而神秘国度的体会。

她将这次电影拍摄的经历视为
一个美丽的梦，“当我知道自己正在
拍摄的这部以一个作家视角展开的
电影，将成为中塞第一部合拍片时，
我觉得自己是在做梦，充满不真实
感，是各位给了我真实感”。

“一带一路”电影合作签约仪式，
拉开的是本届电影节持续数天的“一
带一路”电影文化交流系列活动的序
幕。在第二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举
办期间，论坛、影展、市场、开闭幕和
动作电影周等一系列活动都紧紧围
绕“一带一路”展开，推动各国电影互
联互通、深入交流。如集结“一带一
路”参与国家电影节和电影机构负责
人参加的“一带一路”电影文化圆桌
论坛，聚焦各国电影产业发展现状，
分享关于电影节品牌价值提升、青年
电影人挖掘与培育、观众培养等方面
的经验和模式，并探讨未来进一步合
作的方式，共同谋划在“一带一路”电
影文化的互鉴互学中筹划电影发展
的蓝图。

“筑梦之路”上的“光影传奇”
■ 曹玲娟

“一带一路”倡议让穿越千年
的“丝路之旅”焕发了新的生机。
而随着近来我国与中亚一系列外
交活动的开展，以往这个游客心中
的冷门区域开始逐渐揭开神秘的
面纱。记者从旅行社了解到，目
前，中亚地区乃至一些西亚国家的
咨询量明显上升，未来，这些小众
线路产品有望受到游客的追捧。

业内专家指出，“一带一路”倡
议对旅游业的影响是巨大的，普通
中国游客可以方便地前往中亚等小
众冷门目的地游览，相关参与国家
游客也能通过众多西部城市交通枢
纽走进来领略中华文明，这种良性
的旅游互访将有力推动相关国家间
的旅游经济发展和人文交流。

中亚产品点亮暑期市场

记者了解到，类似中亚这类
小 众 目 的 地 开 始 受 到 游 客 的 青
睐 。 数 据 显 示 ，赴 中 亚 游 客 中 ，
85、90 后人群占比相对较高，约占
总出游人群的 52%，年轻人更青睐
赴中亚旅游。

中旅总社相关负责人表示，
哈、乌、塔、吉、土中亚五国连线线
路等产品在今年暑期报名情况都
很好。

凯撒旅游则表示，中亚旅游目
前越来越受到关注，例如，哈萨克斯
坦是我国“一带一路”向西延伸的第
一站，今年在哈萨克斯坦举办的阿
斯塔纳世博会吸引了国人的关注。
今年，凯撒还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
旅委签署了合作推广协议，未来会

更加深入发掘乌国优质旅游资源。
中青旅称，现在已开发哈萨克斯坦
一地和乌兹别克斯坦一地的游览线
路，关于5个中亚国家联线的产品也
在酝酿中，有望近期上线。

中亚地区周边国家整体受益

不光是中亚地区，借“一带一
路”倡议的热度，一些中亚地区的周
边国家也迎来一拨新的旅游增长。
驴妈妈旅游网相关负责人表示，由
于“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和地区不少
都是中国游客喜欢的出境游目的
地，驴妈妈也推出了包含吉尔吉斯
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深度联

游产品，让游客在感受中亚的同时
也能有机会直达波斯湾，体验不同
的人文和风景。

而众信旅游李梦然介绍说，每
到黄金周前后，中亚、西亚等国的产
品售卖情况往往都会交出意想不到
的好成绩。

双向交流带动西部城市发展

业内人士表示，赴中亚地区旅
游的逐步走热，不光带动了当地的
消费和经济，频繁的旅游互访也将
为我国的入境游市场带来利好。北
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委员赵广朝表
示，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

提出，中亚国家与我方经贸、商务和
旅游交往日益密切。在世博会期间
进行立体的宣传，有助于进一步带
动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赴京旅游
人数增长，拉动旅游消费。

同时，我国一些西部城市由于
地理位置的便利性，也成为中亚乃
至更多国家游客入境的首选。其
中，兰州这个丝绸之路渡口境外航
线进港年平均增长指数达 108.5%，
兰州也从内陆偏远城市跃升为中
国向西开放的窗口。乌鲁木齐作
为衔接中亚的重要枢纽，见证了玄
奘西行和马可波罗的造访，游客量
也大幅度上涨。

中亚旅游冷线有望变热线
■ 田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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