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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
民族的历史基因，也是东方文明
的精髓。11 月 7 日，2023 和合文
化全球论坛在浙江省台州市天台
县开幕。中国、美国、日本、韩
国、泰国、保加利亚等国官员和
相关国际组织代表、多国驻华使
节，以及有关智库、高校、研究
机构的专家学者等约 300人齐聚一
堂，共赴一场和合之约。

台州已连续 3年举办这场全球
文化交流的盛会，每年都有新面
孔、新主题。不变的是，始终围
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紧扣“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
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内涵，孜
孜以求，共话和合。

行走台州，和合之美在当地
的城市建设中随处可见，和合文
化地标与城市的人文气质密切联
结，人与城市和谐相处、和合共
生，令人印象深刻。

和合文化源远流长

中华民族素来以和为贵，和
合文化既纵向贯穿于文化发展的
全过程，又横摄于各家各派的思
想文化中，是中国思想文化中最
完善、最具生命力的精髓之一。

台州和合文化既是中华和合
文化的鲜活样本，也是当代城市
精神的动力源泉。

和合文化虽是上世纪 80 年代
末 90 年代初提出的概念，但实际
上，中华民族讲究和合由来已久。

“和”“合”二字，早在甲骨
文、金文上已经单独出现。直至
西 周 末 期 ， 史 伯 提 出 “ 和 实 生
物，同则不继”的观念，第一次
对 和 合 文 化 作 出 了 系 统 性 的 阐
述。春秋时期，和合的内涵不断
加深，外延也逐渐扩大，逐渐积
淀成一种以和为贵、圆融和谐的
文化精神。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秉承各
自立场，孔子执礼、荀子以法、
孟子秉仁，初步形成了和合观，
而 远 离 中 原 的 天 台 地 区 践 行 和
合，将和合文化上升到了儒释道
合一的高度。以天台宗为代表的
佛教和合思想、以南宗为代表的
道教和合思想、以理学为代表的
儒家和合思想，三者互鉴互融，
共同构成了台州和合文化的有机整体。

随着唐代天台宗东传日本，两宋时期寒山
诗东传日本，元明清时期济公文化传往日本、
东南亚地区，形成了台州和合文化的“三座高
峰”。历史上神山秀水、三教圆融的天台山，
既为和合文化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也是后人心
向往之的“和合圣地”。

作为和合文化象征的“和合二仙”，原型
是隋唐时期的天台山名僧寒山、拾得。1300 年
前，唐代白话诗人寒山子从长安到天台山，与
国清寺僧拾得结为好友。他们寄情山水、吟诗
会友、包容友善、淡泊名利的对答和诗篇，被
人们广泛传颂。

清雍正十一年 （1733），皇帝敕封寒山、
拾得为“和合二圣”，寒山、拾得成为和合文
化的象征，传达的正是一种追求“身心和合、
人际和合、天人和合”的精神，二人所在的天
台山也被视作中华和合文化圣地。

和合之美随处可见

走在台州，“和合”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存在。

在天台山和合小镇，有一座占地 1.5 万平
方米的和合人间文化园，每年接待游客约 8 万
人次。

今年，由天台和合人间文化园一根藤工坊

提供的“一根藤”作品，走进了杭州第 19 届亚
运会。《福禄寿》《五福临门》《葫芦宝瓶》《双
福禄》 4 件作品，借用葫芦、蝙蝠、鹿、龟等
与福、禄、寿寓意相关的动植物来传达祝福，
完美诠释了和合圆满的美好寓意。

除了和合人间文化园，天台还有和合文化
创意街区、和合圣地碑公园、天台山民俗博物
馆、天台山家风家训馆等，可以说，和合文化
融合在街区、公园、广场，成了市民随处可见
的真实场景。

和合不止于天台，和合氛围早已氤氲到整
个台州。在城市公共空间，和合之美几乎随处
可见。台州图书馆将“和合 e 书吧”搬上市域
铁路 S1 线全线 15 座站点，这是全国首个城市
轨道交通阅读设施全覆盖案例；在非遗展示
馆，陈列的 80 余件展品，聚集了全市 66 个省
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32 位传承人的精品力
作，成为了解台州和合文化的打卡地。

将共享法庭融入街长驿站，调解员在线上
远程指导，确保在街区一线化解矛盾纠纷，这
正是台州创建“和合街区”的成果。截至目
前，台州建成 92 个示范“和合街区”，把“与
民共享，与民交心，与民协商”的和合理念融
入基层治理的细枝末节。

把和合文化融入社会治理理念，将和合思
想运用到基层治理实践，是台州推进市域社会
治理现代化的最大特色，也是最亮底色。

围绕着“和合”二字，台州着力提升市域

社会治理的“软实力”——和合
司法，以贵和尚中的无讼理念化
解纠纷，打造和而不同的“现代
化特色法院集群”；和合调解，
以新乡贤和合调解服务团为依
托，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
政调解共同打造基层“和合善治
同心圆”……台州正通过“和合
善治”新模式，用心践行新时代

“枫桥经验”。

和合之道走向世界

在 2023 和合文化全球论坛
上，专家学者共话和合文化，以
和合之道凝聚全球共识、以和合
之力汇聚全球智慧。

来自中国、黎巴嫩、白俄罗
斯、巴西、日本、印度的青年代
表一起宣读 《“和合世界”全球
倡议》，虽然语言和文化背景各
不相同，但弘扬和合精神、共建
美好世界是他们的共同心声。

《和合文化快读》 中英文版
图 书 亮 相 ， 以 “ 全 球 文 明 倡
议”为引领，以和合文化为核
心，通过问答形式，向更多读
者 介 绍 和 合 文 化 的 深 厚 根 源 、
核心内涵、标识符号、时代意
义与世界价值。

负责 《和合文化快读》 英文
内容编校工作的大卫·弗格森，
从英国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在华
从事英文编译工作 15 年。这些
年，弗格森以西方视角向国际社
会讲述中国故事，传达中外文化
交流的和合之声。“和合是一条
基于文化多样性，追求和谐、融
合的道路。”弗格森表示，“世
界各地理解和合、运用和合理念
的人越多，越有可能达成不同文
明的交融。”

吉利集团开创企业跨国并购
新模式，收购沃尔沃、宝腾汽
车；杰克缝纫机并购奔马、拓
卡与迈卡；利源重工与德国葛
利兹钢厂成立合资公司……生动
反映出和合文化所蕴含的“和
而 不 同 、 和 实 生 物 ” 两 大 基
因，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注入了
源头活水。

和合文化是人类文化宝库的
一颗璀璨明珠。和合文化属于台
州，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在一次次“文化出海”中，和合文化逐渐
融入世界文明版图，散发出古老的东方智慧，
展现着浓厚的中国文韵。

今年 2 月，在法国中部历史文化名城纳维
尔市的公爵宫费尔南多·钱兰德大厅，“和合文
化走友城”之风光摄影与非遗木雕作品图片展
览拉开帷幕。

这场跨越万里的展览，由台州市委宣传
部、台州市外事办联合主办。50 张展现台州山
海风光、风土人情的摄影图片和中国传统二十
四节气主题的台州非遗木雕作品照片被整齐陈
列，散发着来自东方山海水城的旖旎而深沉的
魅力。前来观展的纳维尔市民对台州的人文风
光和非遗艺术赞叹不已，纷纷表达了对台州的
向往之情。

随着“和合文化走友城”“山海台州进友
城”“台州智造连友城”等品牌的推出，台州
搭建起了与世界和合经贸、文化交流的桥梁，
先后开展“波兰友城周”“德国友城周”“韩国
友城周”和“美国友城周”等活动，在友城多
个平台展播非遗项目、美丽乡村、美食、旅游
风光等。

为了更好地挖掘和传播和合文化，台州今
年还致力打造和合文化全球传播体系，成立和
合文化国际传播中心，通过举办海外青年台州
行、和合文化海外行活动等，形成了全媒体、
多语种、广覆盖的海内外传播矩阵，让更多人
感受到“中国声音”的独特魅力。

11 月 13 日，2023 世界剧院联盟
大会暨世界交响乐北京论坛在国家大
剧院开幕，世界剧院联盟正式揭幕。

作为由国家大剧院倡议发起，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际性、专业性、
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世界剧院联盟目
前已有来自全球五大洲、19 个国家
的 30 家艺术机构加入。2023 世界剧
院联盟大会暨世界交响乐北京论坛以

“致远谋新·共享共生”为主题，来自
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187家国际艺
术机构的 300余位长期关注和支持文
化事业的各界代表汇聚一堂，共话全
球交响乐事业新发展、新挑战。

世界剧院联盟揭幕

2019年，在由国家大剧院发起主
办的“2019 世界剧院北京论坛”上，
国家大剧院首次提出建立世界剧院北
京论坛交流合作机制，探索成立世界
剧院联盟，得到了世界剧院同行们的
广泛支持和响应。4年来，联盟建设
蓬勃发展，联盟会员在艺术生产、艺
术普及、交流互访、国际论坛等领域
达成了多项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11 月 12 日，世界剧院联盟会员大会
和理事会会议在国家大剧院举行。

世界剧院联盟主席、国家大剧院
院长王宁表示：“全球表演艺术行业
血脉相通、命运与共，多年来，国家
大剧院一直致力于推动各国文化交
融，促进中外民心相通。作为世界剧
院联盟倡议的发起机构，国家大剧院
将继续与全球艺术机构一道，全力支
持联盟发展、办好联盟活动，携手织
就全球表演艺术美美与共的精神纽
带，焕发人类文明强大持久的精神力
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多部门地
区办事处主任、驻华代表夏泽翰表
示：“我们将持续支持这种多边交
流，促进彼此之间理解，增进共识，
共同推进表演艺术的繁荣发展。”

世界剧院联盟会员机构代表，英
国皇家歌剧院歌剧行政总监科马克·
西姆斯表示：“音乐与艺术在人类发
展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各个
国家和民族之间的重要纽带。”

据了解，世界剧院联盟总部设在
北京，秘书处设在中国国家大剧院。

联盟旨在搭建开放多边的交流平台，
推动优秀表演艺术国际化发展，加强
科技与表演艺术融合，促进世界文明
交流互鉴、共同繁荣。未来，联盟将
着力提升实体化运营能力，持续推动
机构间的交流合作，加快推进高质量
成果转化，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搭建
更广阔的平台。

世界交响乐北京论坛召开

作为世界剧院联盟框架下的“三
大论坛”之一，2023世界交响乐北京
论坛以“致远谋新·共享共生”为主
题，围绕“音乐美育与观众拓展”

“新力量、新作品——交响乐的当代
愿景”和“打造共创增量的艺术平
台”3个议题展开讨论。

11 月 13 日至 14 日，海内外交响
乐同行聚焦行业热点议题，共话交响
乐事业发展。

谈及“音乐美育及观众拓展”时，
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助理指挥赖嘉静
分享了乐团的经验，她介绍，国家大
剧院管弦乐团经常会举办面向乐迷
的公开排练和交流会，满足了大众
对美育的需求；谈及“新力量、新
作品”时，法国国家交响乐团总经
理约翰内斯·诺伊贝特认为，数字时
代 给 交 响 音 乐 带 来 了 更 多 的 可 能
性，例如巴黎奥运会交接仪式上使
用了多轨录音与现场演奏相结合，
呈现出独特的音乐体验；谈及“打
造共创增量的艺术平台”时，美国
克利夫兰管弦乐团团长兼首席执行
官安德烈·格雷米耶表示，音乐具有
独特的能力，既可以建立联系，也
能唤起无法言表的情感，特别是人
类跨越国界的共通情感。我们应该
通过音乐建立起持久的友谊，并激
励艺术家一代代传承延续。

闭幕式上，与会嘉宾们形成成果
性文件——《北京共识》，一致认为：
交响乐是推动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
交响乐是增进人文交流的重要纽带；
交响乐是滋养公众审美的重要方式。
全球艺术机构要密切交流合作，促进
艺术繁荣；汇合作之力、聚创新之势、
谋共享之福，携手创造新的辉煌。

图为世界剧院联盟揭幕。
国家大剧院供图

本报电（王畅） 近日，以“舞蹈
文化·传承与发展”为主题的第五届

“BDA （Beijing Dance Academy 北京
舞蹈学院） 舞蹈论坛”在北京举办。

本届论坛设置“‘桃李杯’与舞蹈
拔尖人才培养”“中国舞蹈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一带一
路’上的舞蹈文化”三个论题方向。
在为期一个月的学术盛会中，将以开
闭幕式、1 场主论坛、20 个平行论
坛、1 场线上展演的形式，由 300 余
位海内外舞蹈领域的专家学者、艺术

家、青年舞蹈人才共话“桃李杯”舞
蹈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共商中国舞蹈
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共谋“一带一
路”舞蹈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探讨
新时代的舞蹈艺术和舞蹈教育如何增
强推进“两个结合”，用舞蹈文化的
深厚积淀，奋力开创舞蹈文化传承发
展新局面。

“BDA 舞蹈论坛”由北京舞蹈学
院创办，是中国舞蹈艺术重要的学术
文化品牌、学术交流平台、学术成果
集成平台。

在台州，读懂和合文化
窦 皓 黄敬惟 泮永翔

在台州，读懂和合文化
窦 皓 黄敬惟 泮永翔

2023世界剧院联盟大会举办

搭建表演艺术交流广阔平台
本报记者 郑 娜

▲外国友人在参观和合文化展陈。 潘侃俊摄

▲和合人间文化园。 台州市委宣传部供图▲和合人间文化园。 台州市委宣传部供图

▲天台山国清寺。 台州市委宣传部供图▲天台山国清寺。 台州市委宣传部供图

北京舞蹈学院舞蹈论坛举办本报拉萨电（记者鲜敢） 11月15日，西藏美术馆正式开
馆，该馆系西藏首座自治区级美术馆。

西藏美术馆占地面积 4.7 公顷，总投资近 5.5 亿元，总建
筑面积超 3.28 万平方米，以“喜马拉雅的钥匙”为设计理
念，馆内划分为主展馆、艺术互动体验区、艺术家驻留创作
基地和艺术集市四个功能区。开馆展览以“高原·境界”为主
题，设“西藏题材当代美术成果展”“传承·创新精品唐卡
展”“醉美环境雕塑展”“数字艺术展”四个分展览，展出了
国内外著名画家创作的近300幅 （座） 作品。

西藏美术馆的建成，为当地群众提供了一座集展览、教
育、休闲为一体的公共文化场所，为西藏的艺术发展提供坚
实的平台，为当地艺术家提供展示才华的舞台，同时将吸引
更多的游客前来参观，感受西藏独特的文化魅力。

图为观众在西藏美术馆参观画作《草原纪事》。
新华社记者 邵泽东摄

西藏美术馆开馆

本报北京电 （记者施芳） 11 月
13 日至 14 日，2023 中国大运河文化
带京杭对话暨北京 （国际） 运河文化
节在京举办。

本 次 活 动 以 “ 传 承 运 河 文 化
赋能美好生活”为主题，由北京市
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浙江省人民
政 府 新 闻 办 公 室 、 杭 州 市 人 民 政
府、中国新闻社、世界运河历史文
化城市合作组织“五方合作机制”
共同主办。

活动开幕式上发布了大运河北京

段文博领域建设成果，展示了 2020
年至 2023 年大运河考古、文物保
护、环境整治改善、世界文化遗产检
测、文化高质量供给等方面取得的新
突破和新进展。

活动还发布了《中国大运河生活
图鉴》，该图鉴由“五方合作机制”
联合推出，是国内首本以生活方式呈
现中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成果的图
鉴，通过八大板块、128个单项串联
起京杭大运河沿线 20 座城市的美食
美景、风物精华。

大运河北京段文博领域建设成果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