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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月 同 辉 ，山 海 共

存。

公元 14 至 17 世纪的

大明王朝，是文明交流互

鉴、寰宇四海通达的时代。

1 月 22 日起，南京博

物院推出特展“观天下

——大明的世界”，将明代

中国放置于世界历史发展

进程的视野中，以来自中

外 31家文博机构的 400多
件（套）文物，展示明代的

中国人在与域外文明的交

流互鉴中，逐渐形成关于

“世界”的新意识，开始理

解一个多元、复杂的全球

化世界。

大明的世界，始于 14
世纪。明太祖朱元璋定都

南京，并制定了睦邻友好

的外交政策。15 世纪，明

代中国站在大航海时代的

前沿。明永乐三年，郑和

率领船队从南京出发开启

了海上远航活动，28 年间

7次下西洋。

明永乐、宣德、成化

时期的瓷器上开始出现大

量海水波涛纹和异兽纹，

学者推测这与海事活动有

很大关系。

这件藏于南京博物

院的永乐青花寿山福海纹

三足炉，造型为青铜鼎样

式，腹部纹饰为寿山福海

纹，海水波涛汹涌，气势

宏大。

新航路的开辟不仅

加深了不同文化间的相互

理解，也促成了中西方在

经贸上的互利共赢。

这件藏于南京博物院

的玛瑙雕辣椒栩栩如生，

明代以前的中国古代器

形，基本没有辣椒造型。

辣椒最早见于万历

十九年的《遵生八笺·番

椒》。在明末，起源于美

洲的辣椒传入中国，不仅

丰富了中国人的饮食，也

装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

活。

明代中国经济繁荣，

滋养了极富创造力的江南

艺术文化，从文物中可见

一斑。南京博物院所藏的

这件金蝉玉叶簪首，可谓

15 世纪下半叶明代中期

的杰作。

一只形神毕肖、金光

闪耀的蝉，栖憩在玉叶

上。它侧身翘足，双翼略

张，嘴巴微开，好似在奏

鸣。它从苏州张安晚家族

墓出土，据考证是女子头

上的发簪。

金蝉玉叶的制作技

术十分复杂。金蝉采用

了压模铸范、薄叶延展、

錾刻、焊接等工艺。玉叶

汲取传统的阳线、阴线、

平凸等多种琢玉工艺，抛

光细腻，薄胎圆润，琢工

精致，达到炉火纯青的艺

术境界。金蝉奏鸣，玉叶

振动，是金声玉振的艺术

再现。

文化因交流而多彩，

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

窦，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

颇负盛名。除传播天主教

教义外，他还传播西方天

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

术知识，钻研中国典籍。

这幅由澳门画家游

文辉于 1610 年所绘油画

《利玛窦像》，是目前存世

较早的中国人绘制的油

画。画中，利玛窦身着儒

服、头戴儒冠，装扮得如

同中国士人一般。

利玛窦与明代科学

家李之藻合作绘制的《坤

舆万国全图》，是目前发

现的中国最早的彩绘世界

地图。

它以当时的西方世

界地图为蓝本，改变了当

时通行的将欧洲居于地图

中央的格局，首创性地将

中国放在世界地图的最中

央，是“海上丝绸之路”的

见证，更是中西方文化交

流的产物。

16至 17世纪，欧洲掀

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中

国热”。中国向西方世界

输送了文化典籍、哲学思

想、园林艺术、印刷技术，

以及独特的丝布、瓷器、

茶叶等产物。

这页手稿源于西方

世界最早接触中国儒家思

想的拉丁文译本。该译本

主要包含了《大学》《中

庸》《论语》《孟子》的内

容，据考证，译本完成时

间大约在 16世纪末。

这一时期，不仅东学

西渐，东方独有的审美也

在影响西方人的生活。

这件荷兰代尔夫特

青花开光花卉纹盘，模仿

了中国的克拉克瓷器风

格。克拉克瓷器泛指明末

清初中国外销欧洲的定制

瓷器，装饰图案以中国风

格的纹饰为主，但为迎合

海外消费者做了适度改

造。

东 风 西 渐 、中 学 外

传，西学东渐、西人东来，

文明跨越海洋与山川，彼

此交汇、碰撞与融合。这

些文物鲜活见证了中华文

明与世界文明相互启迪，

共融互通。（记 者 ：蒋 芳

邱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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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靠 社 交 平 台 上

“济南郊区赶集攻略”的

指引，济南市民彭娟牵

着女儿的小手融入莱芜

区寨里大集的人流中。

她说：“大集承载着乡

愁。想起小时候牵着父

母的衣襟赶集，满眼的

好奇与期待，这也成为

我内心最温暖的乡村记

忆。”

阳光普照，薄雾尽

散。春节前的寨里大集

人头攒动，绵延几公里

的集市上，各类商品琳

琅满目，叫卖声此起彼

伏，讨价声不绝于耳。

寨里镇镇长郑超说，寨

里大集早在明嘉靖年间

的《莱芜县志》中就有记

载，被誉为莱芜地区“八

大集之首”，每逢农历

三、八之日开集，吸引周

边 四 五 个 乡 镇 群 众 前

来，高峰时人流量可达

数万人次。“集市分服

饰、花鸟、蔬菜瓜果、宠

物等八大功能区，人流

和商品汇聚，形成一曲

美妙的市井乐章，十足

的烟火气令人沉醉。”

我 国 大 集 历 史 悠

久，古书中“日中为市，

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

货，交易而退，各得其

所”，就生动描绘了集市

的繁荣景象。但随着近

些 年 来 城 市 化 突 飞 猛

进，诸多农村大集式微，

特别是大批农村居民市

民化后，城里人与赶集

的乡愁相隔日远。

伴随着优秀传统文

化的回归，山东因地制

宜推出了黄河大集、运

河大集、海洋大集等乡

村集市品牌，除销售特

色商品，还在大集上举

办年俗节庆、电商直播、

民间艺术展演等活动，

助力乡村文化振兴，让

城里人重温那份热闹的

乡愁。

赶乡村大集，寻传

统年味。源于汉、兴于

唐，延续至今的济南南

部山区仲宫大集热闹非

凡，周边一些空地停满

了城里来的车辆。在面

塑 手 艺 人 张 祥 伟 的 摊

前，随着他的巧手翻飞，

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卡通

面塑横空出世，引得众

多孩子齐声赞叹。他告

诉记者：“我是跟长辈学

的这门手艺，连续多年

在仲宫大集摆摊。大集

上人多热闹，特别是看

到孩子们很喜欢，我也

很高兴。”

“大集充满生活气

息。在这里，可以放慢

脚步，和摊主讨价还价，

这是线上购物难以替代

的体验。”驱车 20 公里，

35 岁的冯静带着 5 岁的

儿子来到仲宫大集。她

告诉记者：“时隔 20 年，

再逛乡村大集，儿时的

记忆纷纷涌上心头。尤

其是孩子生活在城里，

赶集也是让他感受一下

乡村的传统年味。”

喧 嚣 的 仲 宫 大 集

上，用手机、单反相机拍

照和录制视频的年轻人

随处可见，有的一边赶

集一边和直播间的网民

互动。济南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协会副会长

张继平说：“乡村大集正

不断吸引越来越多的城

市 年 轻 人 。 对 他 们 来

说，赶集既是一种新奇

体验，也是一把触发童

年回忆的‘钥匙’。在抖

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

上，去乡村大集‘打卡’

的分享和各类赶集攻略

层出不穷。”

古老的乡村集市，

也成为展示传统文化的

载体。在枣庄台儿庄古

城的运河大集，鲁南皮

影戏精彩亮相；聊城市

东阿县黄河大集上，黄

河 大 秧 歌 受 到 群 众 热

捧；青岛市即墨区海洋

大集里，即墨大鼓书博

得满堂喝彩……记者在

山东多个乡村大集上看

到，特色食品制作、传统

地方戏曲，以及吹糖人、

捏面塑等代代相传的老

技艺，仍散发着新魅力。

“乡村大集不仅是

一个买卖场所，更是一

种文化延续，一种生活

态度。”中国旅游协会副

会长、山东大学旅游产

业研究院院长王德刚认

为，乡村大集这个承载

着 无 数 代 人 记 忆 的 地

方，正以它独有的方式

讲述着过去与现在，成

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情

感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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