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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处 亚 非 欧 三 大 洲 “ 十 字 路
口”的叙利亚拥有 3500 多处古迹，
犹如一座裸露在蓝天下的庞大博物
馆。两河流域的文明曙光、希腊化
的 风 潮 等 各 种 文 化 在 这 里 交 流 融
合，让这片土地留下了古老的楔形
文字、众多的宏伟古迹、多元的艺
术 风 格 ， 还 有 闻 名 于 世 的 天 文 星
象、数学历法、文学史诗……

日前，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和国
家图书馆联合主办的“邂逅·美索不
达 米 亚 —— 叙 利 亚 古 代 文 物 精 品
展”来到北京，在国家典籍博物馆
开展，这是叙利亚文物首次大规模
来京展出。

展现50万年文化图景

文物不语，承载的文明却异彩
纷呈。

体现“跨文化”风格的蛇纹绿
泥石罐、两河流域代表性的物质遗
存滚印、源于埃及神话的羊头狮身
斯芬克斯雕件……展出的精美文物
不仅让观众感受到叙利亚历史文明
的绚丽与厚重，更让人感叹多年磨
难并不能减损其灿烂光芒。

步入展厅，沿着时间轴线走进
叙利亚“古老的昨天”。展览共分为

“曙光”“变革”“争霸”“融合”“对
话”5个单元，横跨叙利亚的石器时
代 、 青 铜 时 代 、 铁 器 时 代 以 及 希
腊、罗马和伊斯兰时代，描绘了长
达 50 万年的文化图景，展示了波澜
壮阔的历史画卷。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策展人祁钰
告 诉 本 报 记 者 ， 除 第 五 单 元 “ 对
话”旨在展现中叙两国之间的友好

往来之外，其余4单元的文物均以时
间为线索，展示叙利亚的历史文明
进程。“在策展时，我们希望每个单
元 的 文 物 都 能 反 映 时 代 特 征 ， 比
如，旧石器时代选择的是突出人类
逐渐掌握打制石器技能以及呈现采
集狩猎生活方式的相关文物，到了
青铜时代，人们开始广泛使用金属
原料制作装饰品、劳动生产工具和

生 活 用 具 ， 我 们 就 选 了 青 金 石 项
链、穿孔青铜斧、滚印、楔形文字
泥版等文物……”

在出土于埃勃拉遗址的一条项
链 前 ， 不 少 观 众 赞 叹 其 精 美 的 工
艺。这条项链由一条细链和两个似
橡果的吊坠组成，吊坠分别由水晶

和石头制成，细链则由小金环交结
而成；在来自阿勒颇博物馆的刺猬
形奠酒容器前，观众驻足欣赏，了
解其功用，捕捉其中的文化信息；
在乌伽里特语泥版前，观众在猜测
其记载的信息；在蓝色为背景、黑

色花纹为装饰的方形釉砖前，观众
在欣赏波斯造型艺术……正如一名
观众所言：“之前对叙利亚文明几乎
不了解，展览提供了一个与其共情
的机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叙利亚
古代文物，对源远流长的叙利亚文
明，有了切身感受。”

从阿舍利文化典型代表手斧到
用于仓储账目记录的陶球，从提到

农业分配中奶牛和禽鸟数量的楔形
文字泥版到亚述壁画，从希腊化钱
币到乐师陶像……在时光长河中留
下不同印记的展品展示了叙利亚这
片土地在不同时期孕育出的灿烂文
明以及由此产生的丰富、多样、开
放的文化。

从3年前就开始筹备

此次叙利亚古代文物在中国大
规模展出从3年前就开始筹备。

2019年5月，中国国家博物馆与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共同承办的“大
美亚细亚——亚洲文明展”在中国
国家博物馆开展，讲述各国文明故
事，呈现各国文明之美，反响非常
好。这个展览为亚洲各国相互交流、
展示、沟通、了解搭建了重要平台，拓
展了亚洲文明对话多样化渠道。当
时，叙利亚有 37 件文物亮相，那是叙
利亚文物第一次来华展出。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对外联络处
副处长冯雪至今记得当时受到的震
撼，“37件文物十分惊艳。但与此同
时，在举办这次展览的过程中，我
们发现大家对叙利亚文明并不是很
了解。亚洲文明展是一个契机，让
我们对叙利亚文明有了初步了解”。

在 此 背 景 下 ， 为 促 进 文 明 互

鉴，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有了将叙利
亚古代文物大规模在中国展出的想
法。“位于亚洲大陆西部的叙利亚，
由于处于重要地理位置，其文化的
多样性谱写了一部壮丽的史诗，它
的古老与辉煌令人肃然起敬。虽然

历经时代的变换，但叙利亚丰富的
文化遗产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我
们希望通过展览向观众呈现完整的
叙利亚文明发展史，和观众共享叙
利 亚 不 同 时 期 、 不 同 文 明 的 建 筑
师、雕塑家等传承下来的艺术精品
与经典。”冯雪说。

想 法 敲 定 之 后 ， 2019 年 下 半
年，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开始和叙利

亚文物与博物馆管理总局联系，协
调叙利亚古代文物来华展出事宜。

“在合作过程中，我们收到了叙方非
常积极的反馈，最终选定到中国巡
展的文物展品都非常珍贵。”在冯雪
看 来 ， 除 中 叙 友 好 这 个 大 背 景 之
外，原因之一是叙方认为中国是非
常安全的，博物馆的展陈条件也非
常好。

据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主任谭平
介绍，最终展出的 196 件/组展品来
自大马士革国家博物馆、阿勒颇博
物馆、代尔祖尔博物馆、贾颇勒博
物馆、拉塔基亚博物馆、霍姆斯博
物馆、塔尔图斯博物馆、德拉博物
馆和斯维达博物馆9家叙利亚的博物
馆和3家中国国内的博物馆，国内展
品包括西安碑林博物馆的 《大秦景
教流行中国碑》 拓片、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博物馆的刻花纹石碑、敦煌
研究院的叙利亚文 《圣经·诗篇》 复
制品等。“旨在展示中叙两国历史上
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展现中国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传统友
谊。”谭平说。

中叙双方共同努力

在敲定展品前，有一项重要工
作——完成策划稿，勾勒展览脉络。

据祁钰介绍，从 2019 年下半年
开始，策划稿修改近 10 稿，一直到
2020年上半年才最终完成。“接下来
是根据策划大纲选择展品，这个过
程比较长。为了达到最好的呈现，
需要反复协商，不断调整。”

叙 利 亚 古 代 文 物 来 华 展 出 之
路，也可谓一波三折。完成展品的
挑选后，如何将文物从叙利亚运到
中国是另一道难题。经过中叙双方
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这些文物于
2021年 6月底抵达中国境内，于 7月
前往深圳。本来按照原定计划，巡
展第一站深圳的开展时间是6月，后
来推迟到了8月初。

按巡展顺序，“‘叙’写传奇——
叙利亚古代文物精品展”于去年8月
4日至 11月 7日在深圳市南山博物馆
展出，“文明的万花筒——叙利亚古
代文物精品展”于去年 12 月 30 日至
今年 5月 8日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展出。目前正在北京展出的“邂逅·
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古代文物
精品展”是叙利亚古代文物主题展
览来华巡展的第三站。

从开始联系到敲定展览，祁钰
和叙方通过电子邮件反复沟通。“开
展后，在现场看到观众为了按照展
览的时间顺序观展自觉排队，注意
到观众认真仔细阅读展板上的文字
和展品介绍，那一刻，觉得大家之
前的辛苦都值了。”祁钰说。

在展览现场，一名女观众打开
手 机 ， 与 电 话 那 头 的 女 儿 视 频 连
线，为小姑娘描述：“这是太阳神
赫利俄斯石雕，这是亚述浮雕，这
是古希腊铜币”；一位满头银发的老
奶奶拍下了展览中的每一件展品，

展板上的每一个字……当记者把这
些场景转述给祁钰时，电话那头的她
声音顿时高了起来，“哇！这真是太感
动了”。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站在叙利亚这个“文明的十字

路口”，不仅能欣赏到多样的人类文
明赋予了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更
能感受到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各
国人民共同谱写的友好篇章。也正
是不同文明间的互动、交融，最终
成为推动世界文明共同发展的强大
动力。

叙利亚文化部部长卢巴纳·姆沙
威表示，“丝绸之路”，被古代亚述
人称为“塞米勒米斯之路”，它以中
国 为 起 点 ， 穿 越 山 海 、 沙 漠 、 平
原、山谷，联通数千城镇，在美索
不达米亚与印度、波斯等地区间建

立联系，然后穿过叙利亚的土地，
直至欧洲和马格里布地区。这条路
使 叙 利 亚 人 民 和 中 国 人 民 相 知 相
交 ， 建 立 了 文 化 交 流 的 桥 梁 ， 习
俗、信仰、生活方式等也相互影响。

本次展览的“对话”单元，就
展示了中叙两国间的友好往来。

据谭平介绍，中国史书先后将
在古代叙利亚地区建立的国家称为

“条支”“大秦”“大食”等。“丝绸
之 路 ” 更 将 叙 利 亚 和 中 国 连 接 起
来 ， 两 地 始 终 往 来 不 断 、 互 通 贸
易、交流文化，并持续至今，对各
自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比如，此次展览中的 《大秦景
教流行中国碑》 拓片，就记载了起
源于古叙利亚地区的景教教义、礼
仪，碑上除汉字外，首末两行刻有
古叙利亚文。该碑是研究景教历史
及其在中国唐代传播的情况以及中
国古代与叙利亚等地文化交流、友
好往来的重要实物资料。”谭平说。

出土于甘肃敦煌莫高窟的叙利
亚文 《圣经·诗篇》，每页从右向左
横书有 15 行叙利亚文，为研究景教
的仪式等提供了原始资料。此次展
览展出的是其复制品。

此外，叙利亚的帕尔米拉、杜
拉欧罗巴等地作为“丝绸之路”的
中继站和分水岭，将丝路贸易向西
北延伸到欧洲，向西南通往埃及。

本次展览中，来自大马士革国
家博物馆的展品“丝绸织物”发现
于帕尔米拉的一处墓葬中，可能从
中国进口而来；同样来自大马士革
国家博物馆的阿拔斯王朝时期的展
品蓝绿色釉陶碗，颜色与天空的颜
色相近，专家发现其陶坯的改良可
能是模仿中国制瓷技术的结果。

相关专家表示，叙利亚古代文
物精品展系列巡展为中叙两个古老
文明之间的文化交往注入了新活力
和新内容，为促进中叙两国文明交
流互鉴、相互启迪提供了一个新的
人文交流平台，也让中国观众可以
从 不 同 角 度 感 受 亚 洲 文 化 地 缘 相
近、文化相亲，和而不同、和谐共
存的特质。

邂逅美索不达米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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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美索不达米亚”在希腊语中是两河中间的意
思，即两河流域，大致包括现在的叙利亚、伊拉克、
科威特、约旦、伊朗西部、沙特阿拉伯东北部等地。

从公元前 5000 年到公元前 300 年，先后兴起了
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亚述人、迦勒底人、波斯
人等，形成了各种文化的大融合。这一地区创造
了灿烂的文明，包括发明了太阴历、楔形文字、
计算重量和长度的方法，建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拱
形建筑，推出了世界第一部法典—— 《汉谟拉比
法典》，另外，在陶器、青铜、铁器等方面的制作
工艺也令人惊叹。

随着现代考古技术的发展，古老的城垣及相关文
物重见天日。

图为两名亚述官员侧
面像，是少数被保存至
今的亚述壁画之一。

身着典型苏美尔人服饰、做祈祷姿势的祭拜者雕像。

2022 年 6 月，中国文物
交流中心工作人员在北京展
览现场布展。

左 图 中 文 物 为 刺 猬 形
奠酒容器。可以看出，鸟
类 等 形 状 的 象 征 性 陶 器 ，
并 不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使 用 ，
而是用于祭祀仪式。

这件来自叙利亚的蓝绿色釉陶碗，颜色与天空的颜
色相近，专家发现其陶坯的改良可能是模仿中国制瓷技
术的结果。虽然当
时该地区陶瓷技艺
还未达到中国制瓷
技术水准，但在阿
拔斯王朝时期，这
种釉陶器皿在叙利
亚北部地区已经大
量生产。

在 196 件/组展品中，有中方提供的 3 件，共同展现
着不同文明间的密切交流。《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刻有
古叙利亚文，是研究景教在中国唐代传播的情况以及当
时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资料。

图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拓片 （局部）。

罗马时期叙
利 亚 的 文 化 遗
产，首推建筑与
雕塑。肖像雕塑
题材多样，既有
国王贵族，也有
普通平民，体现
了罗马雕塑着重
于 写 实 与 故 事 ，
擅长刻画人物本
来 面 貌 的 特 征 ，
是古代叙利亚的
艺术代表之一。

图为发现于
帕尔米拉古城遗
址的墓葬雕塑。

从 2019 年 下 半
年，中国文物交流
中心开始和叙利亚
文物与博物馆管理
总局密切沟通，协
调叙利亚古代文物
来华展出事宜。最
终选定的展品来自
大马士革国家博物
馆 、 阿 勒 颇 博 物
馆、代尔祖尔博物
馆 等 9 家 叙 利 亚 的
博物馆。

图 为 2021 年 5
月，叙利亚展品在
大马士革国家博物
馆装箱，准备前往
中国。

（本版供图：中国文物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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