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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网讯（记者 陈凌鹭 黄宝阳 林绿波）
“最近，我在德国杂志《GEO EPOCHE》上读
到一篇介绍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发展的文章。
文章用大量篇幅讲述泉州的海外贸易史，插
图部分则描绘了泉州‘市井十洲人’的繁华
盛况，开元寺、府文庙、拍胸舞等泉州元素
让人备感亲切。让我更开心的是，越来越多
德国人认识了开放、包容的泉州。”近日，
曾在泉州就学的在德中国人香雪菲，向泉州
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发来信息，表达激动之
情。

记者从市外办获悉，香雪菲提到的这篇
文章，刊登于德国杂志《GEO EPOCHE》丝绸
之路主题专刊，是德国作者Katharina von 
Ruschkowski撰写的《1224年：海上贸易开辟
的另一条丝绸之路》。文章用“东方第一大
港”“固定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世界少
有的国际化大都市”“璀璨夺目的港口城
市”等字眼赞美泉州，并盛赞宋元时期的泉
州文化缤纷多姿、包容融合。文内插图刊用
《泉州海丝唐卡百米长卷》中的《东方大
港》和《世界商埠》两幅作品的局部图片。

GEO杂志1976年创刊于德国汉堡，中文译
为《德国国家地理》，共出版十几种语言的
版本，是一本专门探索未知、发现世界的高
端人文地理杂志。正在创作中的《泉州海丝
唐卡百米长卷》为何会被刊用？德国作者视
角中的海丝泉州又是怎样的？带着这些问
题，记者展开采访。

一眼即震撼
德方辗转联系获百米泉州海丝唐卡授权
走进位于鲤城区源和1916创意产业园的

泉州市赛雄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泉州海丝
唐卡百米长卷》主画师多杰扎西正带领唐卡
画师们，对《东方大港》的局部细节进行完
善提升。

画作中，满载货物的各国商船竞相驶入
刺桐港，人们驾着小船接驳，将货物运回岸
边。码头上，有的人忙着将舶来品卸下，有
的用推车或是马车运输货物，好一派繁忙景
象。“千帆竞泊的画面，就出现在《1224年：
海上贸易开辟的另一条丝绸之路》一文的开
篇，两页通栏展示。”《泉州海丝唐卡百米
长卷》项目负责人、赛雄文化董事长吴静华
向记者展示了《GEO EPOCHE》刊登的局部画
面。

记者看到，《GEO EPOCHE》在图片说明
中介绍道：“本页面及以下几页的插图刊用
作品《泉州海丝唐卡百米长卷》……它颂扬
了宋朝（960年至1279年）和元朝（1271年至
1368年）时期泉州城的恢弘壮阔及文化上的缤
纷多姿。”

说 起 《 泉 州 海 丝 唐 卡 百 米 长 卷 》 此 次
“出海”，吴静华开心地说：“这是一个非
常奇妙的过程。”去年9月她接到了一通来自
香港的电话，对方表示，德国一家杂志社想
要获得授权，刊发《泉州海丝唐卡百米长
卷》的图片。经过反复交流，吴静华得知，
《GEO EPOCHE》准备出版一期关于丝绸之路
的刊物，其中一篇文章是讲述海上丝绸之路
历史，当他们在网上看到泉州海丝唐卡《世
界商埠》的图片后，认为非常契合文章内
容，就委托香港一家公司联系赛雄文化，希
望获得图片使用授权。

为了打消吴静华的疑虑，GEO杂志还委
托德国青年汉学家、博士魏骏骁（Patr ick 
Wertmann）与她对接。“当时我们邀请有关
专家与魏骏骁召开视频会议，介绍唐卡创作
情况。除了《世界商埠》，他对《东方大

港》也表示极大的兴趣。”
会后，赛雄文化特地邀请专业摄影师将

《东方大港》《世界商埠》两幅唐卡拍摄成
图片发给对方。最终GEO杂志从中挑选了四个
场景，并予以大篇幅展示，同时在Facebook和 
Instagram上发布相关报道。

一图绘千年
重现“涨海声中万国商”盛景
近年来，以海丝泉州、世遗泉州为题材

的艺术创作作品不在少数，为何德国国家地
理杂志看中了《泉州海丝唐卡百米长卷》？
泉州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泉州画院院长郭宁
认为，这与泉州海丝唐卡的艺术创作形式、
海丝泉州创作主题、令人震撼的历史重现有
很大关系。

2019年年初，《泉州海丝唐卡百米长
卷》项目正式启动，邀请泉州市地方志学会
专家团队把关文史脚本，郭宁和泉州市美协
副主席孙宏图组建团队负责艺术设计指导。
在郭宁看来，唐卡与其他艺术表现形式不
同，它色彩鲜艳、画面饱满、绘画精致，用
来表现“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
心”主题，不仅是汉藏文化结合的一次艺术
创新，开创了用唐卡彩绘艺术创作时代主题
艺术作品新领域，还是保护传承世界文化遗
产，讲好中国与海丝沿线国家的友好故事的
艺术探索与实践。

长卷创作得到中央美院院长、中国美协
主 席 范 迪 安 的 指 导 。 范 迪 安 这 样 评 价 ：
“《泉州海丝唐卡百米长卷》体现了和平与
发展主题，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文化意
义，将成为海丝文化新的亮点。”

要把千年海丝故事转化为艺术图像，并
用唐卡艺术形态呈现出来，对创作团队而言
难度空前。

作为主画师，多杰扎西对创作挑战深有
体会。“唐卡大多以传统宗教为题材，画师
们从来没有画过船、闽南建筑等，所以我们
刚来的时候，要向老师学习素描、国画、油
画、漆画等绘画技巧，跟随老师们实地走
访，学习泉州历史和海丝文化。”多杰扎西
笑着说，虽然过程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此
次唐卡新绘，对大家来说是难得的学习成长
机会。

《泉州海丝唐卡百米长卷》包含“东方
大港”“世界商埠”“多元文化”“丝路远
航”“美美与共”等10个主题，由14幅画组
成。三年多来，创作团队已完成了《前言》
《开篇》《东方大港》《世界商埠》四幅画
作，每一幅都是倾注心血、精心打磨的佳
作。

以 《 世 界 商 埠 》 为 例 ， 全 景 式 再 现 了
“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盛景，设计了中国先
民跟欧洲人、阿拉伯人、印度人、波斯人等
各国商人在刺桐城内和平贸易、友好往来、
文化交流等10多个场景，画了1388个人物形
象，展示了南外宗正司、开元寺、府文庙、
清净寺、天后宫、真武庙、洛阳桥等多个世
界遗产点，构图饱满且元素丰富，线条繁复
却纹丝不乱。每个生动场景，都经过反复推
敲，每个细微之处，都是匠心勾勒。

一文说海丝
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提供新视角
“赵汝适知道海洋对面的世界有什么：

蓝宝石、孔雀、象牙、乌木、肉桂。还有许
许多多国家，这些地方可能比外国商人在本
地经销的货物更具异域风情。”

《1224年：海上贸易开辟的另一条丝绸
之路》一文，通过故事性的讲述方式，以赵

汝适担任泉州市舶司提举期间搜集整理所得
的《诸蕃志》为基础，从季风与洋流、港口
与航线、造船与航海技术、人群与商贸往
来、商业习惯与海洋政策、船员生活与航海
细节等诸多方面，勾勒出泉州在唐宋变革中
的迅速崛起，以及如何开启东方第一大港的
历史进程。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副馆长林瀚说，
宋元时期，迅速发展的海外贸易和社会经
济，为泉州带来了巨额财富。随着与世界各
地经济往来及文化交往的日益频繁，泉州亦
成为东西方文化的聚集地和交汇点。

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早期人们对中国的
认知可能更多的是通过马可·波罗以及伊本
·白图泰等旅行家的游记。而《诸蕃志》作
为比这些都更早的宋代文献，向欧洲提供了
东方视角，并向人们展示当时宋人是如何看
待世界的。

在德国作者Katharina von Ruschkowski笔
下，1224年的泉州是“当时的东方第一大港，
是一座有20万居民的大都市”。“在当时，世
界上没有一个城市像泉州如此国际化。浅色
石材建成的清真寺、道教寺、印度教寺坐落
在彼此的附近。赵汝适也许可以在同一条街
上，聆听婆罗洲音乐家用笛子和锣鼓演奏的
传统乐曲，看见阿拉伯人身着的靓丽长袍服
饰，欣赏一切陌生的事物。”

在此次海丝泉州“出海”之旅中，黎明
职业大学外语与旅游学院副教授王强向德国
作者提供了其所撰中英文专著《刺桐风华
录——泉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等一批资
料，并协助GEO杂志取得《泉州海丝唐
卡百米长卷》的出版授权。王强建议，
泉州可以借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
路项目平台，加强与各国专家学者的
联系和互动，开展世界遗产城市之间
的交流合作，同时充分发挥海上丝绸
之路国际艺术节、海上丝绸之路青
年创新论坛等作用，拓展与海上丝
绸之路沿线国家、城市文化交流的
新形式、新平台、新载体，打造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世界遗产城市”
人文商贸新IP。

一脉延千年
续写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海丝新故

事
《1224年：海上贸易开辟的另一条丝

绸之路》刊发后，备受各界关注。千百年
来，泉州与海丝沿线双向通航贸易、文
化交流、人员往来未曾中断，亲商重
商、爱商护商的人文精神延续传承，成
为如今泉州加快建设“海丝名城、智
造强市、品质泉州”的坚实底气和独
特魅力。人们期待，作为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核心区先行区的泉州，续
写与海丝沿线各国人民友好交往、
和平贸易、互利共赢的新时代篇
章。

“在GEO杂志上看到关于泉州的
文章，我们特别高兴，并向身边朋友
积 极 推 介 ， 希 望 传 递 这 份 珍 贵 的 友
谊。”自从2004年首次与泉州结缘，德
国莱法州德中友好协会联合会、莱法
州—福建省友好促进会主席伯利斯伯爵
夫妇，每年都会到泉州走走。他说，宋元
时期的港口城市泉州，经历了伟大的历史时
期，对世界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泉州顺美集团总经理、德国华人华侨联
合会副主席郑鹏飞，则是第一时间从与德国

侨亲的微信联系中得知这一消息。“文章肯
定了宋朝时期泉州海上贸易的国际地位，作
为泉州人，我们深感自豪。这能让更多人了
解泉州、走进泉州，也有利于泉州走向世
界，交更多朋友。”

宋代泉州海外贸易的繁荣，离不开泉州
对营商环境的重视。在德国作者的讲述中，
赵汝适这一勤勉的宋代市舶司官员，不仅勤
于舶务，还通过广泛与蕃商群体的访谈、调
研，收集信息改善刺桐港的营商环境，有效
规范海洋贸易，促进港口与城市的繁荣。同
时，邀请外商出席诸多庆典活动，向他们推
介中国，突出这里是个环境良好、回报丰
厚、适合贸易的地方。

近些年，郑鹏飞在做好实业的同时，发
挥侨的资源优势，积极推动中德经贸文化等
领域交流合作，助力泉州企业走出去。“我
们德国侨亲很乐意参与讲好泉州故事，传播
泉州好声音，让更多人了解家乡的过去和现
在，从泉州出发，共享‘一带一路’发展机
遇。”

泉州登上德国国家地理杂志，是中德交
流的一个侧写。今年，泉州还将承办第三届
中德科技论坛，围绕数字经济与智能制造、
新能源与汽车产业发展、生命科学与新医药
等主题展开高端对话，书写中德交流新的海
丝故事。

“海洋和平贸易”在泉州繁荣, 也从这里
扬帆；“刺桐和平精神”在这里孕育，也从

这里传播；未来，将有更多开放合作的海丝
新故事从这里开始，走向未来。

短短一年时间，中创新航江门基地项目
完成建筑面积达54万平方米的大型厂区建
设，并即将首线试产。图为厂区航拍图（图

中二期厂房为设计效果）。 新会区工业园区
管委会供图

泉州鄉情100 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農曆二月三十）

　记者日前从泉州市农业农村局获
悉，今年泉州市将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面
积16.5万亩，新立项面积16.5万亩。

泉州充分发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基
础平台作用，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与产业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业机械化统筹规
划相衔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图为晋江九十九溪流域高标准农田建

设现已渐成规模 。（许雅玲 饶东斌 张九

强）

Tuesday  March  21 , 2023

海丝起点城市登上德国国家地理杂志

 (福建侨报供稿）

唐卡画师对《东方大港》的局部细节进行完善提升（王柏峰 摄） 《东方大港》局部 （泉州市赛雄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供图）

《世界商埠》局部 （王柏峰 摄）

呈现宋元中国海丝泉州的历史印记 书写新时代中德交流的海丝故事

主画师多杰扎西向记者们介绍《世界商埠》创作亮点（王柏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