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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文纳）“欢动北京”第
九届国际青少年文化艺术交流周近日
在北京举办。活动由中国宋庆龄青少
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北京市人民对
外友好协会指导，北京演出行业协会
和魅力校园组委会联合主办。来自俄
罗斯、德国、意大利、新加坡、泰
国、尼日利亚、乌干达等16个“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友好邦交的青少年
代表团以及全国各地3000余名青少年
参加了此次活动。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10周年。本届“欢动北京”以“多
彩丝路”为主题，旨在让世界的色彩
汇聚北京，让不同肤色的青少年在这

里绽放青春活力。
开幕仪式上，各国青少年身着民

族服装，在 《相亲相爱》 的音乐声中
翩翩起舞，共迎一场闪耀青春与友谊
的盛会。

据了解，本届“欢动北京”由开
幕式双语晚会、艺术嘉年华和美育研
学三个部分组成，通过艺术展演、交
流互动等方式，搭建中外青少年之间
的友谊之桥，加深对彼此文化的了解
和认识，同时让他们在研学中感受北
京这座城市悠久的历史文化。此外，
部分团队还走进马里、加纳、智利、
亚美尼亚、乌兹别克斯坦等国驻华大
使馆进行交流。

5件文物昭示文明曙光

作为首组发行的国家宝藏系列金银币项
目，“文明曙光”有着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中
国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了该项目文物选取思路——突出中华文明农为
本、玉为尊、龙图腾的文化传统，阐发天人合
一的思想，反映既重实用又讲艺术、既守传统
又求创新的社会风貌，共同讲述中华文明起源
故事，展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揭示
中华文明赓续传承的基因密码。

以两枚金币为例。15克金币背面图案为玉
龙造型，衬以红山文化彩陶纹饰。红山文化是
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遗址以西
辽河流域为中心，距今约 6000 至 5000 年。红
山先民崇龙尚玉，以玉龙沟通天地。金币背面
呈现的红山 C 形玉龙，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
馆，是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

3 克金币背面图案为玉钺造型，衬以良渚
文化神人兽面纹饰。良渚文化因最初发现于浙
江省余杭县良渚镇而得名，良渚遗址是实证中
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金币画面上的玉钺
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是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
的器物之一。其表面琢刻神人兽面纹，还采用
了浮雕、阴刻等多种技法，体现了良渚文化微
雕技艺水平之精湛。

3 枚银币背面图案分别为：陶鹰鼎，衬以
仰韶文化人面鱼纹和重瓣花朵纹等纹饰；白陶
鬶，衬以大汶口文化涡纹、八角星纹和日月山
纹等纹饰；蟠龙盘，出土于陶寺遗址，其内壁
所绘蟠龙图案身体饱满而外张，口中衔着一支
茁壮的禾穗，是远古时一种瑞兆的标志。

5枚纪念币所选5件文物均出自中国“满天
星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它们共同汇聚成中
华文明的曙光。

据了解，国家宝藏系列金银币项目由中国
人民银行与国家文物局共同策划推出，这也是
双方的首次深入合作。

“为了‘让文物活起来’，中国人民银行立
足央行履职，以货币为载体传播中国传统文
化，于2022年初将中国博物馆馆藏精品项目纳
入题材库并研究发行可行性。”中国人民银行
货币金银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提高纪念币发
行项目的科学性、专业性，从 2022 年下半年
起，中国人民银行积极联系国家文物局，就发
行文物题材项目开展合作。

在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和专业指导下，
经相关专家共同论证，最终确定“国家宝藏”
为该系列项目名称，按照历史时代顺序分若干
组发行，选取能反映历史进程、体现时代文明
特征、代表生产力水平、反映中华文明成就的
文物展现在贵金属纪念币上。

币面设计展现文物之美

今年 2 月 16 日至 3 月 8 日，国家宝藏（文明
曙光）项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设计图稿，共收
到设计图稿 363 幅。经贵金属纪念币评审委员
会评审，优中选优，选出中标设计图稿。

“由于该项目学术性强、设计元素涵盖面
广，为高效地完成设计工作，我们特地组织
中标图稿设计师来到北京，共同进行图稿集
中修改工作，查阅文献资料、实地观摩文
物，同时组建专家指导小组对设计图稿定向
指导，从学术、平面设计、浮雕工艺 3方面进
行调整优化。”负责设计、生产的中国金币集
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赴国家博物馆
实地观摩玉龙、陶鹰鼎、白陶鬶等文物后，
设计师们很受启发，也找到了更多兼具文化
属性和艺术表现力的设计元素，为图稿修改
积累了灵感。

历经9轮图稿修改，5枚主体文物突出，整
体配饰和谐，美感与内涵交相辉映的国家宝藏

（文明曙光） 金银纪念币终于面世。
除了设计图稿精益求精，本套纪念币在造

币工艺层面也有独到之处。彩喷、冷珐琅、光
变鳞彩等新技术工艺的运用，更好地展现了文
物之美。

15 克金币、15 克银币 （陶鹰鼎） 和 15 克
银币 （白陶鬹） 的主体图案在浮雕的基础上采
用彩喷工艺，做出器物的古朴本色；3 克金币

主体图案玉钺通过彩喷和冷珐琅工艺的叠加，
做出玉的温润质感，底面的神人兽面纹采用精
细的激光雕刻工艺，在方寸之间刻出复杂且精
细的线条；15克银币 （蟠龙盘） 采用凹面技术
做出盘形效果，盘沿、盘底一应俱全，一条蟠
龙居于内壁，身形大气灵动。

此外，若从不同角度观看 3 枚银币，还能
发现暗藏于图案之中的色彩“玄机”——陶鹰
鼎下方的重瓣花朵纹、白陶鬶右侧的八角星纹
和日月山纹、蟠龙盘中的蟠龙及禾穗均会随着
观看角度的变化呈现色彩斑斓的效果。

这种类似彩虹的色彩变化效果来源于我国
首创的光变鳞彩工艺。将光变鳞彩工艺应用于
国家宝藏系列金银币，可谓是画龙点睛，极大
地增强了文物题材纪念币的观赏价值。

以币为媒弘扬传统文化

从 1981年发行的第 1组中国出土文物 （青
铜器） 金银纪念币，到2002年发行的四川三星
堆金银纪念币，再到此次发行的国家宝藏 （文
明曙光） 金银纪念币，文物一直是中国人民银
行纪念币发行的重要题材。

“文物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
是中国故事的重要内容；纪念币则是当代中国
的‘国家名片’，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二者存在着共通
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局相关负责人认
为，在“文博热”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发行国
家宝藏系列金银币，通过国宝文物串联起中华
文明脉络，在纪念币的方寸之间述说“何以中
国”，能够让集藏者及相关受众通过纪念币这
一特殊载体，遍览融汇于文物之中的历史底
蕴、工匠精神、东方美学、民族韵味和中国
智慧。

我国纪念币与传统文化渊源颇深，在文物
题材之外，还曾发行十二生肖、中国名画、书
法艺术、传统戏曲、二十四节气以及吉祥文
化、贺岁等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和独特艺术风格
的传统文化题材贵金属纪念币。

这些传统文化题材纪念币不仅在国内受到
市场欢迎和集藏者喜爱，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
了广泛认可。在我国获得世界硬币大奖单项奖
的12枚纪念币中，有8枚都是传统文化题材纪
念币。今年初，2021年发行的吉祥文化 （寸草
春晖） 60克银币荣获2023年世界硬币大奖“最
佳银币”。

自 1979 年发行首套现代贵金属纪念币以
来，我国已向海内外发行了 400 余个项目、近
2600 个品种。这些纪念币作为“讲好中国故
事”的特殊载体，展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和核心价值，彰显了
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局将不断
拓宽纪念币选题思路，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宝贵资源，着力提升我国纪念币的价值
内涵和艺术水平，弘扬工匠精神，呈现艺术精
品。通过纪念币事业，助力营造传承中华文明
的浓厚社会氛围，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本文配图均由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金银
局、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濯河水呀清又清，老街石板梆梆硬，
濯水生意好得很，廊桥老街人挨人……”在
重庆黔江濯水古镇，每天都会听见或高昂
铿锵或婉转悠扬的戏曲唱腔，伴着或轻缓
或急重的锣鼓声与现场观众的拍手叫好声
从老街尽头传来，那是古镇正在上演独具
特色的地方剧种——濯水后河戏。

“濯水后河戏是湖北汉剧、湖南南
戏、江苏昆山腔、川剧与我们本地土家
族、苗族文化交融、创新后形成的地方剧
种，有150多年的历史了。”年逾古稀的后
河戏传承人土家族老人樊宣洪介绍，阿蓬
江是乌江的支流，俗称后河，而濯水镇就
坐落在阿蓬江边，所以人们就将这流传下
来的剧种称为后河戏。

“听蓬江水音、游濯水老街、品土家
美食、看后河古戏”是很多游人来濯水古
镇的游玩四部曲。捧着盖碗茶闲坐在戏台
下，看一台独具腔调的濯水后河戏，让很
多游客感到回味悠长。

濯水后河戏是由多地域多民族的文化
融合发展而成的独特艺术语言和音乐形
式，既高雅动听又通俗易懂。经历了百余
年的传承发展与融合创新，濯水后河戏如
今已成为濯水古镇对外交流的重要文化符
号，被列入重庆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项目。

一台后河戏，也反映了武陵山深处的
土家族、苗族人民与外界交往交流交融的
历史。

濯水镇以土家族、苗族聚居为主，是
巴楚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之地，距今已有
千年历史。这里地处巴楚要冲，唐末宋初
开始发展成为重要的商贸集镇，各民族文
化在此交流交融。南宋时期酉阳建州，依

托码头和古道的要塞地位，濯水镇更是兴
盛一时。三大古盐道在此交汇，这里是中
原地区进入武陵山地区的第一站、第一
关。明清时期，又有一大批外地移民迁
入。晚清时期，濯水古镇商贾如云、店肆
林立，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
广东等地商人纷至沓来，三大会馆相继设
立。这里也是徽墨在西南地区的主要生产
基地，濯水徽墨成为土家族、苗族与汉族
文化交流的重要体现。

商贸的流通带动了濯水本地民族文化
的 交 流 与 发 展 。 从 清 同 治 八 年 （1869
年） 一个名叫“玉字班”的湖南戏班到濯
水演出“二度梅”“天水关”开始，再到
民国时期湖北南戏“莲字班”“邓管班”
和“南戏班”驻扎三大会馆演出，濯水镇
的古戏曲文化长盛不衰。不同民族的语
言、文化与思想在此交汇碰撞，为濯水后
河戏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素材和不竭
源泉。

从最初濯水后河戏班编排的“武台会
兄”“黄河摆渡”“油鼎封侯”等原始剧
目，到后来濯水后河戏剧团创作的“穆柯
寨”“樊梨花”“贺龙在濯水”“春到阿蓬
江”“家庭小戏”“分家”等一大批新剧
目，濯水后河戏题材丰富，有的反映古
往今来的英雄人物，有的描绘濯水镇上
人民的日常生活，深受当地群众和往来
游客喜爱。

“街道虽窄天地宽，店面不大装乾坤……”
这是新编后河戏剧目“天理良心——濯水
人”中的唱词。戏台上，樊宣洪老人在深
情演绎古老的戏腔；戏台下，天南海北的
游客尽情享受着这份独特而又多元的文化
大餐。

中外青少年汇聚第九届“欢动北京”

图为舞台演出现场。 主办方供图图为舞台演出现场。 主办方供图

重庆黔江濯水古镇——

戏腔悠悠唱古今
张 力 党连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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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不言，自有春秋；
国宝不语，一眼千年。

在中华民族绵延几千年
的历史长河中，“流淌”着
无数珍贵文物。它们承载着
厚重的文化价值，记录着重
要的历史信息，是名副其实
的“国家宝藏”。

为了多方位展示国宝及
其背后所蕴含的中华文明风
采，以货币为载体传播中国
传统文化，日前，中国人民
银行以文物为题材，发行国
家宝藏 （文明曙光） 金银纪
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 5
枚，其中，15 克金币 （面
额200元、最大发行量5000
枚）、 3 克 金 币 （面 额 50
元、最大发行量1万枚） 各
1 枚 ， 15 克 银 币 （面 额 5
元、最大发行量 2 万枚） 3
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定货币。

图为今年7月首组发行的国家宝藏 （文明曙光） 金银纪念币。
分别为：背面主体图案为玉龙的 15克金币 （上排左），背面主体图案为玉钺的 3克金币 （上

排右），背面主体图案为陶鹰鼎、白陶鬶、蟠龙盘的3枚15克银币 （下排从左至右）。

图为获得 2023 年世界硬币大奖
“最佳银币”的2021吉祥文化 （寸草
春晖） 60克银币。

▶图为演员
正在戏台上表演
濯水后河戏。

◀图为夜幕
下的濯水古镇。

重庆市黔江
区统战部供图

图为 2002 年发行的四川三星
堆1/2盎司金币，背面主体图案为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纵目面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