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24-26 日，兰州大学、敦煌研

究院在甘肃敦煌共同举办以“国际《大

乘起信论》研究的多面视角”为主题的

第二届世界文明对话论坛：敦煌与中国

哲学经典国际研讨会，探讨以《大乘起

信论》为代表与缘起的中国化佛教与中

国哲学经典在促进东亚乃至世界思想

交流、文明对话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研究员、兰

州大学副校长沙勇忠教授出席开幕式。

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所长赵晓星研

究员主持开幕式。

赵声良表示，论坛既是学术交流、

学术探讨、学术研究的盛会，也是文明

互鉴、文明对话、携手共进的契机；与会

学者以中国哲学经典《大乘起信论》及

相关敦煌文献为着眼点，讨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在促进世界文明对话中所起

到的重要作用，阐释中国哲学对于当代

人类文明发展所具有的启示意义，顺应

了思想之流与社会之源汇合而成的时

代使命。

沙勇忠表示，作为西北地区重要的

“双一流”高校，兰州大学长期致力于不

同文明间的对话、交流，在新的历史大

局中勇立潮头，保持并发扬我们放眼世

界的立场，向外部世界传达我们的理念

与诉求，为化解分歧、促进互信、推动人

类文明共同进步的宏伟愿景贡献微薄

之力。

澳大利亚人文学院院士、拉筹伯大

学荣休教授梅约翰（John Makeham）就

《大乘起信论》对近代中国哲学的影响

与启发的学术论题做主旨演讲。

在为期两天的论坛上，来自中国、

法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专

家学者将围绕《大乘起信论》渊源与传

承、《大乘起信论》文本与相关敦煌写

卷、有为与无为的界线、注疏传统中的

《大乘起信论》、《大乘起信论》与其他传

统的交涉、西风东渐中的《大乘起信

论》、比较视域下的《大乘起信论》等议

题展开深入研讨。

本次会议由兰州大学、敦煌研究院

主办，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兰州大

学哲学社会学院承办。开展敦煌文化

国际交流是“十四五”期间华夏文明传

承创新区建设的重要工作，有助于展示

甘肃特色文化资源，扩大甘肃地方文化

影响，推动华夏文明的传承创新。作为

兰州大学建校 115 周年主题活动之一，

以兰州大学和敦煌研究院为文明对话

交流的平台和桥梁，通过跨学科、跨国

界的文明互鉴和理论探索，举办第二届

世界文明对话论坛，旨在促进中国哲学

与世界文明对话的交叉研究，为共建

“一带一路”注入深厚的文明力量。与

会各方增进学术互识、博采众长，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

新性发展，建立民心相通的文明交流互

鉴径路，促进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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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届深圳文博会 5 月 27 日落

幕。这场为期 5 天的文博盛宴吸引了超

12 万件文化产品和 4000 多个文化产业

投融资项目现场展示、交易。国风国潮元

素遍地开花、科技赋能文化产业新赛道、

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大、交易功能与渠道

再拓展......深圳文博会向人们展现着“中国

文化产业第一展”的活力与魅力。

创意传承 自信表达
国风国潮元素遍地开花

这几年，国风国潮热度不减。文博

会上，国风国潮元素亦是遍地开花。观

众在不同展馆里既能看到许多国家级

非遗项目、非遗文化衍生品，也能感受

到传统文化及东方美学借助现代理念

转化来的国潮新风向。

在本届文博会的热门打卡点浙江

馆，小百花越剧院青年演员陈丽君和李云

霄身穿红白戏服亮相，表演越剧《梁祝》选

段，现场观众人头攒动，掌声不断。

走进湖北馆，观众就能听见悦耳的

《长江之歌》，这是由曾侯乙编钟的复制件

和长江钢琴这两件来自湖北的乐器共同

演奏的跨越千年的“钟琴和鸣”之声。

漫步“非遗·老字号·工艺美术展”展

馆，书法、绘画、剪纸艺术与现代设计理念

交融，传统工艺品经过创新包装，焕发出

新的生命力。非遗展区内，观众们驻足欣

赏那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手工艺术品，感

受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油画、水墨、雕塑、书法篆刻……春

联福袋、“国潮”盲盒、古风主题集市

……“艺术·设计·国潮展”展馆内富含

中国元素的潮牌服饰、国潮数码、创意

文具等展品琳琅满目，体现了传统与时

尚的巧妙融合。

在本届文博会特设的“文创中国”

专题展区，来自故宫文创、北京工美造

办、景德钰青、字在、学古等颇具代表性

文创机构的 300 余件文创产品展示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最新成果。登上 2024 央视春

晚、在海内外“叫好”又“叫座”、实现口

碑票房双丰收的深圳原创舞剧《咏春》

再次成为文博会上的“顶流”。

科技赋能文化产业新赛道
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前景广阔

科技感为本届文博会增色不少。人

工智能大模型、新能源汽车、无人驾驶

载人航空器等带有前沿科技元素的产

品刷新了观众的认知。

当你对着大屏幕提问“请推荐西安

三日游的路线”，屏幕里的数字虚拟人

“李白”侃侃而谈、文采飞扬，创作了一

首五言律诗来回答问题。

这是科技创新赋能未来文化生活

的小小缩影。腾讯混元大模型用于新闻

采写制作、云天励飞“云天天书”大模型

规划文化消费路线……在本届文博会

上，广东综合展区设置了专门的“大模

型产业应用厅”，展出了多个具有代表

性的场景和产品，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

代表的新技术，正催生文化领域新质生

产力，撬动文化产业新变革。

新能源汽车开进文化产业的展会，

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一边坐车一边

用大屏看电影、电视剧、综艺节目……

汽车智能化持续升级，汽车与人的交互

不断增加。操作系统、车载光学产品在

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广泛应用，为汽车行

业带来了全新的视觉体验，新能源汽车

已经成为文化产品承载展示平台，并助

力打造文旅新场景。

当前，低空经济方兴未艾，亿航智

能公司研发的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也

出现在本届文博会现场。这款八轴十六

桨的“飞机”，能够实现预设航线的载人

无人驾驶飞行，做到智能导航、精准起

降。这样的科技感吸引了不少景区经营

者现场咨询交流，希望这样的航空器能

够尽快投入景区运营，给游客带来全新

体验，也给景区带来新的业绩增长点。

开放交流 共谋发展
文博会国际野朋友圈冶持续扩展

行走文博会，观众感受到更足的国

际范儿。参展国家和地区由50个增加至

60 个；参观、参展、采购的国家和地区达

到 108个；国际展区面积从上届 3000平

方米扩大至本届 2万平方米；海外采购商

人数由 2 万名增加至 3 万名……文博会

的国际“朋友圈”正不断扩大。

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国际文化贸

易展。俄罗斯美术家协会、英国爱丁堡

商会、日本熊本县工艺馆、西班牙贸易

协会参展。德国法兰克福书展远渡重

洋，携特色图书首次亮相文博会。通过

线上同步展览方式，打破地理界限，文

博会让全世界的文化爱好者都能参与

到这场文化盛宴中来。

尼泊尔珠宝商、香格里拉手工艺品

公司创始人兰姆·纽潘是文博会的“老

朋友”。2019 年开始，他就带着尼泊尔的

青金石和紫水晶来文博会寻找市场和

合作伙伴。在国际文化贸易展厅，纽潘

热情地向记者展示了他的微信好友。在

文博会上，他不仅找到了来自中国的批

发商和马来西亚的镶嵌机构，还联系到

了欧洲的客户。

新生代为文博会注入新活力。美

国、韩国等国青年艺术家带着作品亮相

文博会，绽放多元魅力。“我们期待在文

博会继续拓展国际视野，推动文化艺术

的创新与融合。祝愿文博会未来更加辉

煌，成为连接东西方文化、推动世界文

化交流的重要桥梁。”韩国艺术家崔澖

珍说。

法国红酒、波兰琥珀、奥地利科创产

品、伊朗地毯、土耳其工艺品……越来越

多的海外参展商来到文博会，结识中国和

世界各地的采购商，签约拿下订单。

突出交易功能 拓展交易渠道
是野大展台冶袁更是野大集市冶

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不

仅是“博览”，还有“交易”。也就是说，文

博会不仅是文化产品的“大展台”，更是

文化产业的“大集市”。

文博会带来的是真金白银。这一点

从深圳大芬油画村的发展可见一斑。

2003 年，深圳大芬油画村的油画销售额

为 8000 万元。2004 年首届文博会大芬

油画村分会场举办后，大芬油画村的销

售额一下跃升到 1.4 亿元。2023 年，大芬

油画村全年总产值 38 亿元。

大芬油画村的蝶变只是文博会带来

的文化产业变革中的小小缩影。数据显

示，二十年来，文博会累计成交额超 2.8

万亿元，服务文企机构 4 万多个；累计交

易展示海内外文化创意产业展品超 200

万种、文化产业投融资项目超 7万个。

为强化交易功能，本届展会完善了

“综合展 + 专业展”办展模式，按照专业

化发展方向，设置了 5 个专业展和 22

个行业专题展区，帮助文化企业精准匹

配文化产业细分领域资源。

不仅如此，还首次上线电商“文博

购”，实现展会现场自提或快递发货的

购物体验。同时，携手互联网头部直播

带货达人及各地企业主播资源，在展馆

现场进行直播带货，为参展商提供更多

交易支持。

借助文博会平台，华夏动漫与日本

世嘉株式会社签订 VR 游戏内容及设备

出口合约 1.05亿元；福建德化的“富贵红”

瓷器引来6000万美元订购大单……

创新项目与新品发布会、招商会、

推介会、订货会等活动超 200 场，数量

创历史新高；“首展”“首发”“首秀”数量

大幅提高；超 12 万件文化产品和 4000

多个文化产业投融资项目现场展示、交

易……本届文博会更加突出交易功能，

积极拓展交易渠道，推动线上线下互动

融合。

观众有新体验，企业有新商机，产

业有新活力。让文化产品“出圈”，让文

化产业“破圈”。作为全国文化产业发展

的“第一展”和风向标，深圳文博会见证

着文化与产业的“双向奔赴”，折射出文

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和新可能。

渊王莹冤

文化产品加速“出圈”
深圳文博会活力观察

兰州大学、敦煌研究院联合举办第二届
世界文明对话论坛

阴 本报记者 罗敬宇

5 月 25 日上午，2024 北京博物馆

月“文创周”系列活动在国家自然博物

馆启幕，北京市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宋豪杰，一级巡视员向德春，国家民

族事务委员会、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北京市公园管理中

心、北京歌华传媒集团及北京多家博物

馆相关负责人出席启动仪式。

此次“文创周”系列活动紧紧围绕

“博物馆之城里的市集”这一核心主题

和“一赛六集多空间”的整体活动布局，

在充分体现北京地区博物馆馆藏资源

活化利用成果，“让文物活起来”的同

时，进一步促进博物馆文创精品与爆品

引领文化消费新热潮，营造全民共同建

设博物馆之城、共同享受建设成果的城

市文化氛围。

宋豪杰表示，鼓励各博物馆紧抓北

京博物馆之城建设的重要机遇，持续推

动首都丰富文物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能力。通过统筹构

建“大文创”格局、优化文物 IP 市场化

发展路径、深入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价

值等多措并举，策划推出更多真正彰显

首都特色、承载中华文化的“大文创”精

品，打造更多有内涵、有品质、受欢迎的

“大文创”品牌，实现人民群众“把博物

馆带回家”的美好愿望。

在回顾 2023 北京文博创意设计

大赛优秀获奖作品后，2024 年度大赛

的最新赛制方案正式发布。本届大赛

将在赛事活动扩展和博物馆协同办赛

等方面集中发力，进一步丰富主题赛道

的设计规划。大赛包括文博文创衍生

品、文博创意·数字艺术表达、二十四节

气文化作品、中医药文化创新应用、自

然科技类博物馆文创、“‘京’彩文化·青

春绽放”古都行文博创意等六大主题设

计赛道，为首都博物馆文化创意产业高

质量发展开辟新思路和新路径。

当天，北京中轴线数字人项目正式

发布，项目集遗产保护、旅游服务、公众

宣传于一体，利用快速发展的虚拟数字

人技术，进一步革新文化演绎呈现形

式，开辟文化传播互动渠道，成为文化

遗产公众化的新媒介。

渊王宇轩冤

2024 北京博物馆月“文创周”启幕

开幕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