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文物承載文化內涵，以表演發揚文化傳統，以教學交流互補，從遺產標本靜態陳列到「活文化」保護動態演繹的過程

中，雲南文化產業的發展首先以雲南文化多樣性的保護為基礎，而以此展開的各項文化事業用「四 撥千斤」的方式取得

了矚目的國際地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霍蓉昆明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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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人現場演示

雲南省民族博物館供圖

■大理劍川98歲的布

紮藝人張嘉德與其手

藝繼承人，是國際人

類學界迫切關注的瀕

危「活文化」代表。

霍蓉攝

■雲南省文物保護修復中心是西南地區最大最好的文物修復中心，主要保護修復

祖宗畫像、書畫、青銅等珍貴文物。 霍蓉攝

■雲南文投集團創作的《吳哥的微笑》是國有轉企改制下的首個雲南駐國外演出

項目標誌性作品 雲南文投集團供圖

■雲南省博物館在瑞士蘇黎世李特伯格博物館舉辦《古滇

文物大展》 雲南省博物館供圖

雲南文化底蘊深厚、民族種類眾多，是中國民族文化
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積澱豐厚的省份，是全國著名的

民族歌舞之鄉、原生態文化的寶庫。國際問題專家、雲南
大學副校長肖憲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中國文化走出
去，是要讓當地人民認識了解中國文化，欣賞中國文化，
做到國家之間、民族之間更好地和諧相處友好相處。」
由此，雲南省文化事業在「走出去，請進來」中，圍繞

「文化樂民、文化育民、文化富民」「動靜結合」的展開。
靜態，以研究做保障，博物館是國家響噹噹的文化標誌。
本 「讓群眾看到一流的文化遺產」的目標，如今，雲南
博物館觀眾發展到97萬/年，雲南民族博物館明確了在城
市中的角色與作用。動態，結合社會實踐來傳承，「雲南
大學對東南亞、南亞、中東和非洲的研究實力很強，在全
國都很有影響」。在國外辦3所孔子學院，及多個漢語中心
或中國文化中心。雲南省文投集團的影視等項目遍及全
省，成為擁有23家全資或控股參股公司。它們在滇外文化
修復、往來、改革、增值中華麗轉身。

「雲南周邊國家在文化上比較開放，尤其泰、
馬等，對中國文化持友好歡迎態度。」肖憲表
示，泰、馬、孟很歡迎我們開辦孔子學院學漢
語。隨 中國迅速發展，周邊國家出現「漢語
熱」，我們去到周邊國家都會感受到。他們對
中國近年來的高速發展充滿興趣，他們很想知
道我們迅速發展的「秘密」是什麼。也有許多人
想到中國來看看，購買中國物美價廉的商品。
雲南民族博物館作為中國乃至東南亞規模最

大的民族類博物館、東南亞最大的民族博物
館，把少數民族服飾、樂器、古文字等實物錄
像，和具備民間工藝技法的藝人，現場紮染、
紡織、作銀飾、繪東巴、吹奏等帶到海外展
示，最大程度在他國再現了雲南少數民族文化
的本來面目。「互展」遍及日、俄、泰、韓、
法、芬、新加坡、香港等國家和地區。
文物能客觀反映歷史，青銅器是雲南文化標

籤，雲南省博物館作為省最主要的文物收藏部
門，以青銅為主，其聯合日本專家在大理劍川
發掘的劍湖海門口文物，將中國5000年文明向
前推進了300年。其青銅器展獲得過中國博物
館界最高獎項，在日、瑞、奧、德等國巡迴展
出。08年，在此成立文物保護修復中心，作為

國家定點的西南地區文化技術保護平台，省唯
一的文物技術部門，用「最小干預原則」集合
先進的鑒定技術，堅持藝術品保值的方式，在
「保護與修護」中進行青銅器等文物修復。

同時，為了避免文化走出去「排他性」的國
際風險，雲南文投集團以「吳哥」是世界遺產
入手，請柬專家參與創作，柬演員參演的本土
化運作，使《吳哥的微笑》「讓柬埔寨人都增
加了民族自豪感」。成為中柬共同打造的第一
個文化合作項目。據統計，該劇目在柬演出近
700場，接待國內外觀眾30萬次。

滇外文化往來「裡應外合」
因為「人民之間總是希望多來往、多交流

的」，雲南從動態文化資源互動方式開展的教
學、科研、互展、合作等成為滇外文化的主
流。
雲南大學是雲南唯一的國家重點院校。肖憲

介紹，雲大留學生從400人左右已增加到1,500
人左右，每年也有300多人在校學生出國交流；
每年聘請60-70名外籍教師來校工作，每年派出
200位左右教師出國交流、科研；每年派出近
百位教師、研究生到國外教漢語、中國文化。

雲南省博物館立足雲南省面向東南亞，現與
越南國家博物館、台北歷史博物館等建立合作
關係，定時參加亞洲博物館聯盟年會。在美國
洛克菲勒基金支持的湄公河沿岸手工造紙項目
中，搭建了老撾、柬埔寨、泰國國立博物館的
正常關係。
雲南民族博物館目前正與密西根大學資源共

享建立博物館信息化、數字化管理。從與韓國
的長期合作到舉辦「國際博物館館長高峰論
壇」，從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支持「亞洲博物
館館長和人類學家論壇」，到超過10個國家參
與的湄公河流域第二次人類學博物館會議，從
「東南亞展諮詢研討會」到43個國家地區參加
的「國際博協民族學博物館專業委員會」等，
國際訪問學者、交換學者繁多。
雲南文投集團奠定了雲南文化在東南亞演藝

市場的根基。從《吳哥的微笑》到《雨林童
話》，按法國觀眾的文化背景、欣賞角度等，
演繹雲南民族舞蹈、雜技、競技特色的情景雜
技劇，自巡演來，成為法國同類演出門票收入
最高者。及創作《輝煌新加坡》首台整體反映
該國文化的歌舞史詩、首個長期駐新加坡的國
外演出。

雲南對外文化交流日趨緊密

再奏開放新樂章文化強省
雲南文化項目的成功離不開文化制度的改革。雲南

民族博物館從邀30多個國家的專家學者到昆，討論民
博的性質、文物徵集、機構設置、傳統技藝的保存等
可行性建議，到廣泛的國際間科研、交流。謝沐華館
長看來，建館不在於有多大，而是要有特色，把城市
裡的少數民族同胞帶回館過節，關注「少數民族習俗
文化在都市裡繼續傳承」是首要任務。
雲南省文投集團解決了政府主導組建、國有獨資

的綜合性投資公司定位問題。副總經理鄧胤介紹，
通過「改革昨天的體制、創新今天的機制、發展明
天的市場」。他們搭建文化體制改革的平台，帶動文
化體制改革，建成最大的投資主體、融資平台、經
營實體三位一體的機構，對省歌舞劇院、雜技團、
藝術劇院轉制改革。實行主創人員以創作費收入入
股方式等。從社會各方面，選調長期從事企業管
理、投融資運作的骨幹到各層面。
雲南省博物館則從10年前10個路人中只有2.5個人

知道，10年後認可度到90%，是國家一級博物館，
馬文斗館長坦言，文物是「全民的遺產」， 博物館
是「社會財富的托管者」，他們把專業研究收藏的高
雅殿堂變為了「大眾的博物館」。把服務、研究、收
藏、展示匯集給全體人民，把專家研究和人民視角
兩條平行線變成交叉線。

隨 文化名人到雲南的影響力為雲南文化錦上添
花。其識別性，傳播速度、公信力更迅速、快捷、
便利，「名人效應」貼近人們的日常生活、需求、
喜好，如此與情緒相關的潛移默化的正能量，更容
易被廣大群體接受。
首先，雲南文化資源多面性、生態資源豐富性、

生活氣息隨意性、民族特色鮮明性，使文人藝術家
常常不請自來，除了旅遊拍戲，他們更願意在自
然、不做作、淳樸、自在的地方生活，這種貼近內
心、有真實感與存在感的狀態，恰恰符合藝術家文
人內心世界追求的純淨之地，也是文學藝術創作中
不可缺少的、未經改造的處女地。
同時，越來越多的影視在雲南拍攝，僅雲南文投

集團，09年以來和國內優秀導演、演員合作拍攝了
《飛虎群英》、《冷箭》、《香格里拉》等。現在文投
規劃的藝術文化產業園區，向社會融資15億，圍繞
昆明、麗江、安寧、瑞麗等地建設基地，涉及民族
文化產業示範、文化創意廣場、藝術家園區、影
視、學院等，和計劃面向東南亞、南亞服務全國的
「雲南文化產權交易所」，在藝術文化創作、體

驗、居住、拍攝、教學、銷售等方方面面展
開，雲南將成為中國藝術資源最集中的城市
之一。

以此看來，近10年來，雲南文化事業
可圈可點，體現了「兩強一堡」的理
念。雲南文化軟實力在持續的、被認
同的資源寶庫中「以柔克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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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文投集團旗下新藝術區「金鼎」 霍蓉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