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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新华社乌鲁木齐4月5日电 （记
者阿曼）5日，历经一年的保护修缮和数
字化建设，新疆吐鲁番雅尔湖石窟迎来
首次开放，通过AR等数字技术，原本褪
色的壁画在游客眼前重现色彩。

雅尔湖石窟位于交河故城亚尔乃
孜沟两侧台地悬崖上，古称“西谷寺”，
曾是交河故城所属的一个寺院，现存
洞窟 22 个，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僧
人禅修场所，下层可能为僧房或生活
区域。此次主要对外开放的是 4 号窟
和 7 号窟。

雅尔湖石窟始建于十六国北凉时
期，沿用至宋元时期，窟内遗存精美壁

画和汉文、回鹘文、粟特文等多种文字
题记，是研究丝路北道佛教传播与多民
族文化交融的典型遗存。

吐鲁番市文物局交河故城文管所
所长王建东介绍，团队采取“数字+文
物”方式，对石窟中的壁画进行复原，让
游客在虚实结合的场景中直观感受这
座千年石窟的艺术魅力。

2014 年，交河故城作为中国、哈萨
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
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
中的一处遗址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雅尔湖石窟的开放将进一步丰富
交河故城的展示内容。

自2023年5月昌吉博物馆开馆
以来，昌吉州文博院积极探索创新，
大力开展“展教结合，寓教于乐”品
牌社会教育活动。线上线下教育有
机结合，打破了博物馆的物理边界，
让更多人足不出户便能领略文物的
魅力。通过沉浸式体验，增强观众的
参与感与互动性。馆内馆外展览共
同联合，拓展了展览空间，丰富了展
览形式，为观众带来更全面、多元的
文化体验。同时，创新形式举办历史
文化讲堂，邀请专家学者深入浅出
地解读历史文化知识，进一步激发
了公众对历史文化的兴趣与热爱。

线上线下教育有机融合
构建多维传播体系
昌吉州文博院打造《文物话庭

州》短视频线上数字讲解人项目，依
托“丝绸之路 天山廊道——昌吉历
史文物陈列展”，以新媒体技术活化
馆藏文物，建立“线上数字导览+线
下互动体验”模式。策划“我们的节
日”系列主题活动，以传统节日和重
大文化节点为契机，开展线上线下
联动教育。例如“寻龙探宝”线下探
秘、“博物馆里过大年”直播活动、

“糖画研学”实践课等，结合展厅体
验与线上直播，形成沉浸式文化传
播矩阵。利用国际博物馆日等节点
推出“童声讲述文博故事”主题直
播、趣味小课堂等。

馆内馆外展览协同联动
拓展文化服务半径
昌吉州文博院推出“你身边的

博物馆—流动博物馆”，以“新疆四
史”“新疆历史名人展”为核心内容，
深入社区、学校和偏远乡村，开展基
层教育活动。围绕全年临展研发配
套教育活动，如“晋阳：4—8世纪的
丝路都会展”“海丝遗珍—碗礁一号
沉船展”“流金岁月—世界文化遗产
地鼓浪屿文物特展”“丰碑—凝结在
共和国历史中的记忆展”等临时主
题展览，设计专家导览、展厅探秘、

动手体验、研学课程等多样化活动，并
配套专题教育手册、线上有奖问答等，
提升展览互动性与教育深度。

创新历史文化讲堂形式
深挖历史遗产价值
立足“丝绸之路 天山廊道”基本陈

列及临展，策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北庭历史文化”“新疆最新考古发
现”等主题讲座，邀请考古、历史领域专
家深度解读，吸引学生、社区公众参与。
创新宣传方式，通过微信公众号、抖音号
等多平台预热推广，并采用“讲座+互动
问答”模式增强观众参与感。高标准筹办

“北庭学术国际研讨会”，结合考古发现，
从哲学、艺术等多角度阐释昌吉历史文
化，引导公众感知文化多元性。

昌吉州文博院自开展“展教结合，
寓教于乐”品牌社会教育活动以来，得
到校方、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响
应。“我们的节日”主题系列活动直播点
击量达10.4万人次，活动覆盖超6万人
次，形成“文化过节”新潮流。《文物话庭
州》短视频及线上导览累计播放量超8.5
万次，推动文物资源“破圈”传播。流动
博物馆走进基层形成“涟漪效应”，累计
走进社区、学校、偏远乡村90多个，累计
服务11.5万人次，有效弥补基层文化服
务短板。临展配套教育活动成为品牌亮
点，各类临时展览累计吸引参观群众超
30万人次，“动手体验”活动参加群众近
8 万人次。已成功举办历史文化大讲堂
12 期，培养出一批核心观众群体，受到
公众的认可与一致好评。

昌吉州文博院（博物馆、北庭研究
院）党组书记张艳珍说：“昌吉州文博院
通过打造‘展教结合 寓教于乐’品牌社
会教育活动，持续加强历史文化传播力
和文化认同感，增强青少年文化自信，
今后昌吉州文博院将继续深挖昌吉历
史文化内涵与价值，研发符合青少年教
育的社会活动，将青少年引进来，延伸
文化传播和服务，推动博物馆走出去，
让‘博物馆热’持续升温，真正实现公众
与传统文化的‘双向奔赴’。”

在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中，
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手势礼仪，譬如
哪吒的抱拳礼、敖丙的拱手礼、鹿
童鹤童的作揖礼……随着电影的
热映，这些传统礼仪也得到了广泛
传播。

传统礼仪是中华文明的重要
载体，也是传统文化的具象实践。
它们包含了丰富的道德观念和价
值追求。这些礼仪不仅体现了古人
对天地、人伦、社会法则的敬畏和
尊重，更展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和
谐、尊重他人的美好品质。传统礼
仪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并由此
衍生出如“天人合一”“协和万邦”

“和而不同”“温良恭俭让”“仁义礼
智信”“为政以德”等道德要求，从
不同层面强调了礼仪对于规范人
们行为、帮助个体形成符合社会要
求的理想人格的重要性。

在促进人际和谐、维护社会秩
序和传承民族文化等方面，传统礼
仪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古代社
会尚礼、制礼，并在全社会推行礼
教、礼治，将礼仪应用于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形成了礼尚往来、以
礼待人的社会风尚。人们在学礼、
遵礼的过程中传承了民族文化基
因，增强了对中华文明的归属感和
认同感。

传统礼仪作为中华文化的精
神标识，历经五千年赓续发展，始
终承载着协调人伦关系、规范社会
秩序、形塑文明认同的重要功能。
新时代背景下，传统礼仪在守正创
新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形成了兼具
历史深度与时代张力的新形态。这
一新形态既非对传统礼制的简单
复刻，亦非对异域文明的全盘移
植，而是立足中华文化主体，在文
明对话与时代变革中形成的礼仪
体系。

从“云端祭祀”到“太空拜年”，
从“碳中和婚礼”到“数据伦理准
则”，礼仪文化正在重构人类与技
术、自然、虚拟世界的相处之道，形
成数字化、生态化交织的新语境，
重构时代变革中的生活范式。借助
科技的发展，礼仪文化在形态上更
加异彩纷呈，无论是礼器造型、仪
式设计、聚会范式，还是人的姿态
语言、服饰搭配，都以美的形式，将
传统与现代、“礼”意与技术、观念
与实践进行意象表达，或精美绝
伦，或轻松活泼，或恢宏大气，或庄
严肃穆，以仪式融入审美内蕴，寻
求“礼序”与“乐和”相统一，从而观
照“和而不同”“以礼化人”“知行合
一”的人文情怀，礼仪承载的价值
更显丰盈、表现形态日趋完善，成
为当代社会美、生活美、科技美的
独特形态。

礼仪文化新形态的建构，不能
是书斋中的理论推演，而应是扎根
中国大地、回应时代需求的实践创
造。一方面，创新礼仪文化的传播
方式。通过创作影视剧、书籍等与
之相关的文艺作品，提高公众对礼
仪文化“新”的观念形态、生活形态
和审美形态的认知与认同。另一方
面，构建“家庭—学校—社会”一体
多面的礼仪教育模式，使人们在礼
仪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形成正确的
价值观、生活观和审美观。此外，建
立健全发展中华礼仪文化的相关
规范，以社区公约、村规民约、行业
自律规范等形式，进一步使礼仪文
化落到实处。

来源：光明日报

吐鲁番雅尔湖石窟首次对公众开放

4月5日，在新疆吐鲁番雅尔湖石窟里，游客在欣赏壁画。□新华社发（刘健 摄）

这是4月5日拍摄的新疆吐鲁番雅尔湖石窟（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刘宇杰 摄）

文化时评

守正创新

传承发展礼仪文化

□蒋璟萍 曹淑蓉

昌吉州文博院创新社会服务教育

让“博物馆热”持续升温
□本报通讯员 马佳

本报讯 实习记者保娜、通讯员孟
昱杉报道：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近日，
昌吉州文化馆联合新疆大剧院举办“非
遗传承·共庆佳节”非遗展示与传习活
动——在每晚《千回西域》热场的一个

多小时里，集中展示哈萨克族刺绣、石
刻、九碗三行子、马鞭、骨雕等9个非遗
项目、32件非遗作品。

活动现场，多位非遗项目传承人
现场展示精湛技艺，吸引众多观众驻
足观看。自治州级非遗项目面塑代表
性传承人姚锦峰手指翻飞，一块面团
在他手中快速成形，变成神态生动的
动画人物；自治州级非遗项目剪纸代
表性传承人张莉卿，巧手执剪，红纸在
她指尖旋转，片刻间一幅栩栩如生的
花鸟图跃然纸上；自治州级非遗项目
茶艺代表性传承人刘荣，在古琴的伴
奏下演绎传统茶道，动作优雅从容，引

得观众连连拍照。
不仅如此，为了让观众直接感受非

遗文化，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互动体验
区。在非遗项目传承人的指导下，观众
尝试捏花馍、剪窗花，亲身感受传统技
艺的魅力。许多昌吉市家长带着孩子一
起体验，接触和了解非遗文化，现场欢
声笑语不断。

近年来，昌吉州持续加强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挖掘、保护和传承工作，取得
了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昌吉州共有国
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7 项、自治区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33项、自治州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119项。

“非遗传承·共庆佳节”

非遗展示与传习活动在新疆大剧院举办

近日，昌吉州文化馆联合新疆大
剧院举办“非遗传承·共庆佳节”非遗
展示与传习活动，自治州级非遗项目
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张莉卿（左一）现场
教学。 □本报实习记者 保 娜摄

展教结合 寓教于乐

本报讯 记者巨海成报道：4 月 5
日，昌吉州文博院在昌吉博物馆开展

“草木清明·文物有灵”清明节社教活
动，吸引了45组家庭热情参与，为这个
传统节日增添了别样的文化氛围。

活动现场精彩纷呈，先是通过集体
朗诵，让孩子们用朗朗书声开启对清明
节的认知之旅，接着讲解老师生动讲述
了清明节的节日历史由来、习俗以及现
代意义。趣味十足的相关问答环节更是

将气氛推向了高潮，讲解老师提出一个
个与清明节相关的小问题，参与回答的
学生还有机会获得精美文创产品，这种
一问一答的互动形式，充分调动了青少
年学习和了解传统节日的浓厚兴趣。除
此之外，孩子们还参与了做手工、参观
博物馆等活动，全方位体会清明节所蕴
含的独特韵味。

杜思宜是昌吉市第十四小学的一名
学生，她兴奋地告诉记者：“这次活动太

有意思啦！以前我只知道清明节要
扫墓、踏青，这次通过博物馆老师的
讲解和一些互动小游戏，让我了解
了清明节的历史渊源和传统习俗。”

昌吉州文博院展陈宣教交流中
心推广部副主任马佳表示：“希望通
过此次活动能将博物馆打造成孩子
们的第二课堂，使他们更加深入了解
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让传统文化的
种子在他们心里生根发芽。”

昌吉州文博院开展“草木清明·文物有灵”社教活动

4月4日，在昌吉博物馆，讲解员带领小朋友集体朗诵诗歌——《清明》。 □本报记者 巨海成摄

4月4日，在昌吉博物馆，小朋友参与问答游戏。
□本报记者 巨海成摄

4月4日，在昌吉博物馆，家长和孩子一起制作文创产品。
□本报记者 巨海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