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艺术家的表演和服饰令我印
象深刻，我记得在暹粒吴哥国际机场的
图片展上见过他们穿着的彝族服饰。”4
月 22日，在金边举办的“互鉴·触摸文
明”中柬文化走廊金边会客厅活动上，23
岁的柬埔寨姑娘黛·瓦娜拉斯梅身着中
国传统汉服，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举着
自拍杆录制视频分享给朋友。“我应该算
是中柬文化走廊的忠实粉丝了，一路从
暹粒‘追星’到金边。”

当天，优雅的柬埔寨祝福舞、欢快的
中国云南花腰歌舞，中国书法沉浸式的
体验、柬埔寨长臂琴悠扬的演奏，让走廊
热闹了起来。

柬埔寨资深中文导游李顺龙十分关

注两国旅游合作。自 2024年 8月 6日中
柬文化走廊启用以来，深感自豪的他便
化身热情的推广员，在社交媒体大力推
介这条走廊，还把“游云南 看吴哥”的口
号写在了导游旗上。他希望更多游客通
过走廊陈列的文化、历史及世界遗产主
题图片，以及柬埔寨木雕、云南甲马等特
色展品，开始一场对话，更贴近彼此，“漫
步走廊，我仿佛能听到柬埔寨向世界发
出的热情邀请，也仿佛看到来自中国的
真诚问候！”

中柬文化走廊启用以来，以“静态展
陈+活态传承”的创新模式重塑文明对
话场景，先后举办“世界遗产面对面 文
明互鉴手拉手”和“祥牛遇见灵蛇：滇柬

文物奇妙秀”主题展和形式丰富的线下
活动。

这条热闹的走廊，展示美的同时更
带来合作机会。柬埔寨文化企业在走廊
的非遗展示活动中结识了不少中国艺术
家、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和文化企业负责
人，有了开拓市场的新打算。

这条走廊从中国云南昆明延伸到
柬埔寨暹粒、金边，不仅迎来了中柬游
客“打卡”，更吸引了数十万国际旅客
参观展览。如今，这条走廊已经走出机
场，如同一条热情的纽带，从城市交通
动脉串起城市巷陌，还将连接更远的
远方。

本报记者沈燕韩成圆

做文明交流的践行者

7月10日至11日，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

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为“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共

促世界和平发展”，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

对外联络部共同主办。

多样文明是世界的本色。百年变局、风云翻涌，

世界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和平的纽带、友谊的桥梁。

文明的对话，正当其时：文明的力量，更显珍贵。

在中国西南的土地，友谊的使者从这里出发，

向世界送去温暖的问候；热闹的文化走廊，从这里

延伸，向世界展示文明的美美与共；铺展开的世界

遗产游地图，串珠成线，唤起跨山越海的心灵共

鸣；幸福路上，不同国家人们的歌声与欢笑，悦耳

动听……

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促进文明对话，推动文明

交流互鉴，云南一直是积极的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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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柬文化走廊——
从暹粒“追星”到金边

筒裙的丝线在阳光下泛起金光，老
挝导游苏力轻轻抚过裙摆上的娜迦纹。

“你看这水纹般的图案，是湄公河的
守护神。”他眼里带着骄傲，这纹样早已
跟着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册，让更
多人看见。

2024年11月，这位曾在中国留学的
导游，特意带着这件宝贝，从老挝琅勃拉
邦赶来昆明，参加“世界遗产游计划”发
布活动。当“星光漫游 佛都秘境”中老奇
幻旅程旅游线路现场发布时，苏力紧盯
着舞台，眼睛愈发亮了起来：“旅游线路
会经过老挝琅勃拉邦。自从琅勃拉邦成
了世界遗产，来到当地的游人如潮，当地
人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在苏力看来，旅游业与遗产保护就
像筒裙上经纬交织、丝丝入扣的彩线，默
契配合、相得益彰，也让云南与周边国家

紧密联系。
时间来到半年后，今年4月，怒族汉

子郁伍林带着“哦得得”的歌声，站上了
马来西亚吉隆坡和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
舞台。

这位 2024“中国非遗年度人物”，不
仅是怒族民歌的传承人，更是怒江老姆
登村的“旅游代言人”。在“世界遗产面对
面·文明互鉴手拉手”活动中，他用质朴
的语言，分享着民宿里的火塘、怒江大峡
谷的壮丽、徒步路上的野花香。

世界遗产游，像从南方吹起的暖风，
让更多美好相会，让更多人相见。

“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来我们老
姆登村。”他边说边张开双臂比划着，“我
们那里，脚下是怒江在吼，身边是怒族木
楼，我家祖孙三代五个民族，一顿饭能吃
出五种风味！”台下的外国朋友们听得聚

精会神，心已经飞到了这个藏在
云南深处的美丽秘境。

这场由云南宣传、文旅、外
事等多部门联合发起的“世界遗
产游计划”，就像一张铺开的文化
地图，以 6项世界遗产为珍珠，用
国际友城的情谊串成线，既守护着
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又让绿水青山
变成金山银山。从老挝到泰国，从沙
特到印尼，不同肤色的人都在这张
地图上找到了自己的坐标，找到了心
灵的共鸣。

当筒裙的娜迦纹遇上怒族的“哦
得得”，当湄公河湍急奔涌的江水、怒江
气势如虹的白浪带来一场场对话，世界
遗产游正让更多文明在相遇中绽放新的
光彩。

本报记者姚程程韩成圆

今年 1月 14日，中老铁路列车穿梭
在崇山峻岭间，车厢里早已成了欢乐的
海洋，“一路欢歌一路情”中老铁路春节
文化主题活动精彩上演。老挝青年歌手
金茉莉一曲《老挝之声》让人意犹未尽，
《萨森比迈》《三跺脚》《丢包情歌》等歌舞
表演一次次赢得观众的喝彩。

车厢里，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
代表后代岩克姆、德国旅行博主罗伯特、
昆明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段渝波、老
挝博主王伟等嘉宾，现场分享了他们与
中老铁路的故事。

车厢外，“听见大河”“向上的力量”
短视频征集活动连接中国、缅甸、老挝、
泰国、柬埔寨、越南青年，在区域内引发
热议。短视频里，金茉莉等各国青年唱起

家乡旋律，用一段段音乐、一首首欢歌讲
述澜湄国家心手相牵的故事。

“我曾在中国留学，这次有机会在老
挝过一个别样的中国春节，我不仅有了
云南朋友，也更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因
为中老铁路春节文化主题活动，金茉莉
与来自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歌手小玉一
起在老挝万象逛新春市集，两人从傣族
织锦看到老挝筒裙，从茶叶聊到音乐，相
似的语言下，相同的兴趣里，让两人从陌
生人到朋友。

这是一条幸福路、发展路，更是一条
友谊路、美美与共的路。

2023年 4月 13日，中老铁路国际旅
客列车开行。两年多时间里，包括中老两
国在内的众多国际旅客登上列车。大家

品尝云南小粒咖啡豆和老挝咖啡
豆混合的咖香、普洱茶和老挝古
树茶的茶味，走近彼此，分享机
遇，发现彼此文化之美。

老挝记者协会主席沙万坤·
拉沙蒙也是乘客之一。他从车厢里
中老双语杂志《占芭》刊登的中国
文学作品里，获得了美的感悟与共
鸣：“这不禁让我想到过往的经历，
山川湖海，如此可爱，只要保持学
习和感知，就能在自然和生活中汲
取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歌声、笑声、读书声，来自不
同国家人们的声音，是这条文化
路上最美的和声。

本报记者姚程程韩成圆杨春梅

世界遗产游计划——
更多文明在相遇中绽放新光彩

中老文化之路——
友谊路上最美的和声

今年是郑和下西洋620周年。
600年前，中国明代航海家、云南人

郑和多次远航抵达吉达、麦地那等地，以
友好之姿架起文明对话的桥梁。2025年
5月，云南以 2025年中沙两国建交 35周
年暨首个“中沙文化年”为契机，先后在
利雅得、吉达举办“茶和天下”·雅集暨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文化旅游推介活
动、“沿着郑和的足迹去串门——沙特主
题采访活动”。

时光荏苒，来自云南的友谊使者再
次走进沙特。歌声、欢笑、乡愁，依然是这
场相会的关键词。

阿齐兹国王大学中文系大四学生纳
瓦夫，现场制作了一张乌铜走银工艺的

“福”字，喜笑颜开。聊起丽江古城与吉达
古城这两座“活态博物馆”，他说在发展、
保护与传承的脉络里，看到了共通的坚
守，也品出了各异的风情。

“课本里初识丽江，今天的文旅推
介会更让我有机会体验云南的非遗手

作。我正申请到中国读研，期待亲身踏
访云南。”沙特青年图尔基热爱中国文
化。身为英语教师的他，仅学习两月，
便能对着镜头熟稔罗列出云南的美食
美景。他的中文老师小绵是云南昆明
人，“在利雅得听见《彩云之南》的旋
律，心头一热，好像回了家。”小绵激动
地说。

中沙途记商旅项目经理马雪游来自
云南文山，公司主营中国至沙特的会展
与地接服务。得知利雅得有云南主题的
活动，他欣喜又激动，立刻在400多人的
沙特云南老乡群里发布通知，呼朋唤友
赶来帮忙布置现场。“滇沙旅游市场是一
片蓝海，我计划下半年回云南考察，设计
专属线路，把苍山洱海、热带雨林介绍给
沙特游客。”谈及未来，这位云南人眼中
满是期待。

近年来，郑和已经成为云南对外文
化交流与合作的一张名片。

跟着郑和的足迹去串门——马来西

亚主题采访，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七彩云南周边行、马来西亚文化旅游推
介等一系列活动，挖掘了中外各国、各行
业中致力于友好交往、实现区域共同繁
荣的“新郑和故事”。

在吉隆坡，马来西亚籍作家苏海尔
带着他的新书《郑和：垂范百世》与云南
朋友见面。苏海尔是世界文明研究会郑
和遗风组的首席研究员。他耗时两年，通
过走访、调查、访谈等形式，结合大量史
料，梳理了郑和七下西洋的重要事迹，用
马来语向读者诠释了郑和开辟海上丝绸
之路、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
的贡献。

“郑和的伟大在于不断创新，勇于开
拓新世界。”苏海尔说，如今再谈郑和，不
只为了回顾历史，更为了延续郑和精神，

“郑和无论去到哪里，都带去了友谊、繁
荣和发展。带着郑和的精神，我们一定能
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本报记者郭瑶韩成圆

郑和行之友谊使者——

有“福”自云南来

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于7月
10日至 11日在北京举行。在此前夕，
赴京参会的赞比亚国家发展联合党高
级干部考察团到云南参访，先后在昆
明、楚雄等州（市）考察基层治理、乡村
振兴、新能源开发、新媒体发展等领域
的“云南实践”，并听取云南在减贫发
展、国际传播效能等方面的专题介绍。
一路考察，探寻的正是这样一条连接
中赞的“路”——它既是基础设施的

“硬联通”，更是民心相通的“软纽带”。
一条坦赞铁路，为中赞友谊与互

联互通架起了钢铁之路。“中国人更了
解我们，因为他们走过同样的路。”赞
比亚国家发展联合党总书记巴图克·
伊门达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中国在关键时刻的援助令他们倍感
欣慰——中方看到了他们在文化、经
济等领域面临的挑战，并付诸行动，
例如援建坦赞铁路，这是及时且有力
的支持。

20世纪 70年代，数万名中国专
家和技术人员远涉重洋来到非洲，同
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人民并肩奋斗，筑
成了被誉为友谊之路、自由之路的坦
赞铁路。“尽管当时的中国也面临着
经济挑战，但他们依然排除万难，向
我们伸出了援手。”巴图克·伊门达深
情地说，“‘路’把赞中两国连成一家。
这条铁路不仅是助力我们脱贫的经济
走廊，也是赞中两国深厚友谊的象征，
承载着双方共同的愿景和共同破解难
题的信心。”

“我去过很多国家和地区，当我把
这些国家的减贫工作与中国减贫事业
进行比较时，我意识到中国已经把自
己提升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谈及中国
在脱贫攻坚领域取得的成就时，巴图
克·伊门达频频点赞。“当我们得知在
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在较短的
时间内实现了近1亿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时，我们感到非常震撼，因为以任何
世界标准来看，这样的成果都堪称奇
迹。”他认为，这一“中国实践”值得学
习借鉴。

媒体合作之路，正在为文明互鉴
铺设基石、架设桥梁。“与西方媒体对
中国的负面报道相反，我们在中国看
到的实际情况截然不同。”赞比亚国家
发展联合党媒体主任马克·齐克龙·斯
穆韦在受访时畅谈赞中媒体合作与赞
中文明交流互鉴的话题。

斯穆韦表示，赞比亚对中国游客
实行免签入境政策后，维多利亚瀑布、
卢安瓜国家公园等赞比亚知名景点迎
来更多中国游客，带动旅游收入增长。
在昆明、楚雄等地参访时，斯穆韦对云
南古镇保护开发与减贫治理印象深
刻，“我在实地探访中加深了对中国发
展模式的认知”。

斯穆韦表示，期待以此访为契机，
以媒体合作为支点，放大赞中两国文
化和旅游资源的国际声量。他还希望
加强赞中媒体在技术交流、人员培训
等方面的合作，提升赞比亚媒体运用
现代媒体技术的能力。

在全球文明倡议的框架下，媒体
被赋予搭建文明对话桥梁的使命。斯
穆韦表示，赞中媒体应携手展现两国
真实风貌与人民生活。在金砖合作机
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深化的背景
下，媒体需主动传播“全球南方”国家
的发展机遇，诠释共赢理念与人类命
运共同体内涵，“让这条文明互鉴之路
越走越宽广，惠及更多民众。”

本报记者张敏常远王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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