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

核心
阅读

文明视界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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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活动日益
深入，各国民众对中国历史文化
有了更加客观真实的认识，增进
了相互理解和友谊。

“看到中国文化的包

容性、开放性和创造性”

今年，巴塞罗那市政府连续
第七年举办中国春节庆祝活动。
曾是驻华记者、现任西班牙巴塞
罗那电视台台长的塞尔吉·文森
特和家人、朋友们一起参与了形
式多样的线上活动。

“除了经济和政治层面往来，
近年来西中两国文化交流日益密
切。越来越多的西班牙人关注或
学习中国文化。”文森特说。

20年前准备赴华工作时，文
森特在巴塞罗那学习中文。“当时
中文培训机构很少，我们班里只
有4名学生。”文森特感慨，现在
西班牙的汉语教学机构如雨后春
笋，包括他在内的不少家庭让孩
子从小把中文作为第一外语。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步伐越
来越快，更多人看到中国文化的
包容性、开放性和创造性。不同文

明加强交流互鉴，促进了对彼此
的理解和欣赏。”文森特说，共建

“一带一路”就是很好的例证，沿
线国家和地区持续加强文化交
流，共促文化发展、实现民心
相通。

为了满足更多当地民众希望
了解中国发展现状、了解中国文
化的需求，巴塞罗那电视台和中
国一些地方媒体合作，引进了《这
里是中国》《锦程东方》等电视节
目，向当地民众展示中国不同地
域的特色旅游资源以及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受到欢迎和好评。

文森特多次访问中国，每次
都会对中国的飞速发展和变化赞
叹不已。“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中国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本国
文化越来越自信，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的凝聚力在不断提升。”

“学生们学习中文的

兴趣浓厚”

近年来，中国的影视作品、歌
舞晚会成了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电
视节目里的“常客”，一些咨询网
站也会推出观影指南、剧集故事

梗概等推荐中国节目。热爱中国
文化的拉赫达说，越来越多的阿
拉伯民众渴望了解中国，丰富的
中国节目打开了这样一扇窗。“中
文歌曲比赛、中餐烹饪比赛、武术
比赛等在埃及已有广泛影响，学
生们学习中文的兴趣浓厚。我也
注意到，埃及藤杖舞出现在今年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春节联
欢晚会上。这样的文化交流非常
奇妙。”

埃及国家电视台第二频道曾
播出过多部阿拉伯语版中国电视
剧，收视率均远超该频道黄金时
段的平均水平。“高水准的制作得
到了埃及业内人士认可，贴近生
活的叙事引起埃及观众共鸣。”埃
及影视制作人阿什拉夫多年来一
直从事中国电视剧和节目的译制
和推广工作。他告诉笔者，根据公
司对埃及观众的回访数据，反映
中国现代社会生活的家庭社会伦
理剧最受当地民众喜爱。一方面，
这源于埃中两国在文化层面有很
多相似点，如重视家庭生活、尊重
传统等。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
以来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社会发
展成就，埃及民众也希望从剧中
了解中国的发展情况，探索中国

的发展经验。
突尼斯国家电视台台长达赫

什表示，共建“一带一路”为促进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起到了极
大促进作用，期待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加强人文交流合作，讲述更
多友好故事。阿拉伯国家广播联
盟秘书长苏莱曼说，近年来，中国
已成为阿拉伯各国在媒体领域合
作的重要伙伴。

“中国传统文化艺术

太丰富了”

2020年，马耳他圣玛格丽特
中学迎来“中国角”十周年庆典，
学校开展了包括茶艺、瓷器、漆
器、云锦等多个门类的中国文化
研习项目，吸引了该校学生广泛参
与。“油纸伞、陶器、木雕……中国
传统文化艺术太丰富了。”该校学
生卡洛琳·托马斯说，“学校开展的

‘中国角’活动，让我能近距离了解
遥远悠久的中国文化。我和朋友们
非常期待来这里参加活动。”

马丁·阿祖帕迪是圣玛格丽
特中学“中国角”的负责教师。他
告诉笔者，在马耳他中国文化中

心的帮助下，学校组织了不同文
化主题的研习和分享，学生们表
现出浓厚的兴趣。“中国文化在这
里深入人心。我们的学生喜欢学
习中国文化，从中受益。”

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主任杨
晓龙说，通过“灵感中国”等各类
文化合作活动，越来越多的马耳
他学者和艺术家加入这场文化传
播接力中，用美妙的艺术语言向
更多的马耳他人民讲述中国
故事。

马耳他艺术委员会执行主
席、知名诗人阿尔伯特·马歇尔，
是该国文化艺术领域的代表性人
物。这些年来，他一直对中国文化
情有独钟。去年，马歇尔出版了诗
集《六盏中国灯笼》并代表马耳他
参加了“中欧文学节”。“马中两国
传统友谊深厚，文化交流密切。马
耳他很多民众都很喜欢中医、中
餐、武术等，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
组织的各项活动吸引了当地民众
积极参与。中国文化的理念和内
容，既丰富了马耳他当地多元文
化交流，又增强了马耳他的国际
文化氛围。”

（《人民日报》姜波 周輖 叶
琦颜欢）

研究发现：多吃绿叶菜
有助于增强肌肉力量

新华社悉尼3月 28日电（记
者 郭阳 刘诗月）澳大利亚一项新
研究发现，每天摄入约128克绿叶
菜有助于增强肌肉力量，避免肌肉
功能退化。研究人员建议均衡饮
食，多吃绿叶菜，同时定期进行适
量运动。

这项研究由澳大利亚伊迪斯
考恩大学主导，相关论文已发表在
美国《营养与营养学会杂志》上。

研究人员对3759名受试者在
12年间的饮食和整体健康数据进
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经常食用生
菜、菠菜、羽衣甘蓝等富含硝酸盐
绿叶菜的受试者下肢力量更强，步
行速度也更快。

论文第一作者、伊迪斯考恩大
学营养学研究所的博士马克·西姆
表示，绿叶菜提供了人体必需的多
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对于普通人而
言，直接食用蔬菜的效果要好于营
养补充剂。

新西兰
举办规模空前的惠灵顿
街头艺术节

新华社惠灵顿3月28日电（记
者 卢怀谦 郭磊）新西兰最大的户
外狂欢活动惠灵顿街头艺术节27
日至28日举行，今年的艺术节规模
空前，现场观众超过10万人。中国
文艺节目首度亮相，受到热烈欢迎。

艺术节总监格里·保罗表示，
作为新西兰最具多样化和创意性
的街头艺术节，今年的艺术节吸引
了数以千计的艺人，其中很多人因
新冠疫情无法与大众见面，他们渴
望回到舞台，给观众带来快乐。

主办方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
的步行街古巴街区域搭建了46个
舞台，1750名艺术家进行了500多
场表演，丰富多彩的美食、娱乐和
游行活动也令人目不暇接。

由惠灵顿中国文化中心推出
的舞狮和二胡、长笛等中国民乐演
奏博得阵阵掌声。文化中心主任郭
宗光表示，中国文化中心首次参与
艺术节演出，旨在加强两国文化交
流与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
解和友谊。

携全家来现场观看节目的市
民约翰逊表示，文化多元性是街头
艺术节的传统主题，不同族裔的居
民可通过这个舞台欣赏彼此的文
化艺术。世界上各种文明应当加强
交流互鉴。

新华社科伦坡 3月
28日电（记者 唐璐）27
日，随着中国电影《建党
伟业》在斯里兰卡国家电
视台播出，由中国驻斯里
兰卡大使馆与斯里兰卡
国家电视台共同主办的
第六届中国电影节在斯
落下帷幕。

据介绍，中国电影节
是以往春节期间在科伦
坡举办的一项非常重要
的文化活动。由于疫情，
今年的电影节由线下改
为线上举办，时间也从几
天延长至一个半月。从2
月 13日到3月 27日，斯
里兰卡观众每周六都可
以在国家电视台欣赏到
一部配有当地语言字幕
的中国电影。

本届中国电影节期
间共上映7部电影，包括
《十八洞村》《阿拉姜色》
《无双》《影》《红海行动》
《来电狂响》和《建党伟业》。

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戚振宏
表示，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建
党100周年，本届电影节旨在通过
电影让斯里兰卡民众进一步了解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发生的
巨大变化，进一步增进中斯人民之
间的友谊，深化两国务实合作。

斯里兰卡国家电视台节目负责
人迪萨纳亚克介绍，为方便观众，斯
里兰卡国家电视台把这次上映的
中国电影全部配上僧伽罗语字幕，
其中3部影片还有僧伽罗语配音。

电影节期间，斯里兰卡中国协
会执行主席德席尔瓦与全家人一
起观看了中国电影《十八洞村》。他
说，这部电影通过反映贫困村里一
家人的生活，让斯里兰卡观众有机
会了解中国脱贫故事，这个故事将
会给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扶贫工作
提供榜样。

罗马尼亚正面
临新一波新冠疫
情，而首都布加勒
斯特是全国感染率
较高的地区之一。
根据罗马尼亚政府
3月25日出台的疫
情管控新措施，从
28日起，感染率较
高和特高的城镇餐
饮业和商店等需提
前关门，宵禁开始
时间提前。

面 对 严 重 疫
情，相当一部分布
加勒斯特市民依然
保持着乐观积极的
生活态度。笔者看
到，布加勒斯特市
中心的老街区尽管
不再像往常那般熙
熙攘攘，但在街边
露天餐厅和咖啡馆
还是有不少品味小
酌的年轻人。大街
上、公园里，仍然随
处可见戴着口罩悠

闲散步的市民、嬉笑打闹的孩子以及
骑车跑步的运动爱好者。

按照政府新规，新冠感染率连续
两周超过居住人口千分之四的城镇，
周五、周六和周日三天宵禁开始时间
从原来的22时提前至20时，所有商
店、餐饮场所等需在18时前关门；如
果感染率突破千分之七点五，以上限
制措施还将适用于其他工作日。上述
新增限令将在感染率连续14天分别
降至千分之三点五和千分之七后才
予以解除。而布加勒斯特28日的感
染率已达到千分之七点零二。

目前，罗马尼亚全国范围处于宵
禁状态，每天22时至次日5时居民的
出行受限，所有人出门必须戴口罩。

已退休的斯皮内伊夫妇认为，新
的措施有利于防止病毒进一步扩散。

“我认为这些措施很好，你看整个欧
洲都在采取非常严格的措施。稍不留
神，病毒就会迅速传播。”

布加勒斯特一名餐厅领班则对
新措施实行后餐厅的经营状况表示
担忧。他告诉笔者：“罗马尼亚人不
习惯太早出门，喜欢晚上外出。新措
施执行后，人们傍晚出去约会、吃顿
饭，这时餐厅却关着门，大家只能打
道回府。”

一名大二男生对笔者说：“我已
经习惯并喜欢待在家里了，我觉得在
线上课很放松。当然，也有人更喜欢
去学校上课。不过，我觉得风险很大，
很容易感染病毒。”

在布加勒斯特老城区经营画廊
的约安娜认为，既然这些措施是政府
以法律的形式出台的，那么每个公民
就必须遵守。“如果规定大家出门必
须戴口罩，那就戴口罩吧。如果每个
人都能严格遵守防疫措施，那么目前
的规定就已经足够了。”

“自2020年以来，我们必须面对
与往常截然不同的生活模式，我们必
须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因为生活还
要继续。”约安娜笑着说。

（新华社林惠芬）

位于法国巴黎城西的拉
德芳斯商务区，集中了巴黎
大区最多的摩天大楼和企
业。从高空俯瞰，该区的标志
性建筑大拱门与凯旋门、香
榭丽舍大街、协和广场同处
一条中轴线，遥相呼应，巴黎
的现代和历史也在此相映生
辉。如今这里已成为欧洲最
大商圈，也是全球最具吸引
力的商圈之一。

巴黎从上世纪60年代开
始大规模建设和改造建筑。
为了保护塞纳河畔历史建筑
群，巴黎市政府没有拆除老
建筑，而是在近郊发展新的
建筑空间，建立了拉德芳斯
商务区，最大程度保护了历
史遗产的风貌。如今，拉德芳
斯已经建成总面积达360万

平方米的写字楼群，拥有面
积达 24.5 万平方米的商业
中心。

拉德芳斯商务区网站数
据显示，该区通勤员工总数
达18万人，其中85%使用公
共交通上下班。这里是欧洲
最大的公交换乘中心，整个
交通系统的建设采取了人车
分流、立体交通的理念。在群
楼中间设有巨大的架空广
场，没有任何车辆行驶。广场
下，是一个包括区域快线、地
铁、高速公路、电车等在内的
多层交通系统。

漫步在这片巨大的架空
广场，几乎听不到车辆的喧
嚣，不时还能邂逅极具现代
艺术气息的雕塑。城区内建
有占地25公顷的公园，种植

有 400余种植物，广场中心
还设置了音乐喷泉。相较于
拥挤的巴黎市区，这里是难
得的“步行天堂”。300家商
店、60家酒吧和餐馆，20分
钟步行路程内还有 15万套
配套住房——因为提供了商
务、居住、休闲在内的一站式
融合生活，这里已成为巴黎
的次中心区。

2006年法国政府批准了
《拉德芳斯更新规划》，确保
“城市和人的和谐发展”成为
该地区不断改造升级的关键
词。作为城市综合体建设的
典范，拉德芳斯将在明年迎
来占地2万平方米的“网络校
园”。一应俱全的服务设施、
日臻完善的公共机构，将带
来更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消费资源的集聚地，具有很

强的消费引领和带动作用。从各国发展经验看，世界级

消费城市都拥有充分体现自身特色、具备全球影响力

的标志性商圈。

为保护城市历史建筑群风貌，另辟蹊径拓展新区，建立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现代综
合体；综合考虑城市现状，用文创赋新改造老旧城区；地理环境不利于大规模土地开发，于是
依傍城市要道枢纽，顺势培育出一片引领全球时尚的潮流文化地标……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标
志性商圈背后，都有着与其所在城市特性相适配的发展特点。

中心城区用地少、城市人口
密度大、交通拥堵严重——面对
高密度城市面临的发展问题，日
本东京的城市规划专注于公共
交通使用的最大化。各大交通枢
纽站，成为城市发展的分中心。
涩谷商圈便是代表之一。

二战结束之后，随着日本经
济不断发展，东京城市规模不断
扩大，需要建设数个城市副中心
和区域性商业中心。“涩谷”区域
地形呈锅底状，并不利于大规模
的土地开发。在日本国学院大学
名誉教授上山和雄看来，正因为
此，涩谷没有被安排分担东京都
行政管理功能，才有了用于建设
多家百货商店的土地。

瞅准这一机遇，1967年起，
丸井百货、东急百货、西武百货
等迅速在涩谷车站附近开设分
店。此后10多年间，除了百货商
店外，酒店、超市、时尚服饰店等
各种商业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各种面向女性和年轻人的服装、
百货、家具等时尚店铺相继开
业。当时日本正处于经济快速发
展期，内需扩大，年轻人成为消
费主力，涩谷迅速发展成为日本
著名的消费中心。

国学院大学教授田原裕子
指出，除了传统百货公司的竞争
之外，关注年轻人时尚和生活方
式的新商厦的出现，也推动涩谷
成为日本最受关注的潮流发源
地。2019 年 11 月翻新营业的
PARCO百货，就被视为高端饮
食和年轻人文化的传播基地。除
了具有个性的服装店和餐饮店
外，还有约190家专注动画、游
戏周边产品的商铺，以及上演戏
剧及落语（类似中国的单口相
声）的“PARCO剧场”。

“对于日本人来说，没去过
涩谷就不算去过东京；对于外
国人来说，如果没到过涩谷不
算去过日本。”如今9条轨道交
通线路交汇的涩谷车站，每日
换乘人数超过 300 万人次。除
了轨道交通外，还有公共汽车
站和高速公路出入口。由此为
核心的涩谷商圈，每天都在吸
引世界各地的人们。

（《人民日报》刘军国 刘玲
玲花放冯雪珺）

1999 年，德国柏林城市
规划部门通过“内城规划方
案”，强调体现城市的历史
延续性，尊重原有的城市布
局，逐步恢复城市公共空
间，同时要避免建筑的单纯
复古重建。在这样的城市发
展理念下，位于普伦茨劳贝
格区的“文化酿造厂”，成为
用 文 创 赋 新 改 造 旧 区 的
典范。

“文化酿造厂”厂区始建
于1842年，由宫廷建筑师施
韦希滕设计，由红色和金色
砖立面建筑群组成，加上极
富特点的塔楼和烟囱，就像
一座中世纪城堡。这里起初
只是一家小啤酒酿造厂，几
易其主后，在1887年达到了
今天的规模——占地约 2.5
万平方米，拥有超过20幢建

筑和6个庭院的一整片厂区。
随着1967年正式停止生产，
荒废厂区大跨度的空间、良
好的采光，吸引了柏林多个
著名音乐俱乐部在此活动。

1995 年，一家地产企业
正式成为厂区业主，并斥巨
资对其进行彻底翻新。因为
是受保护的工业文化遗产，
外部翻新工作只涉及修补，
最大程度保留了原有的砖
立面，屋顶和支撑结构也都
使用了忠于原样的材料，就
连庭院中的铺石路面也被
重新修复。考虑到与工业遗
产风格不搭，没有进行大规
模绿化。厂区内随处可见复
制原始字体的标识牌，告诉
游客各处曾经的用途，帮助
人们了解当时啤酒的生产
流程。

厂区的翻新，使得文化和
商业用途相得益彰。一方面，
艺术家和文艺爱好者们获得
了更有利于创作的工作环
境；另一方面，文创活动又增
加了厂区的吸引力，厂区中
正在使用的12幢标号建筑几
乎全部租出。这里不仅有影
剧院、博物馆、体育俱乐部等
文体机构，也有超市、商店、
酒吧、餐馆等消费场所，还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初创企业，
已有数家传媒企业、出版社
和广告公司在厂区内设立了
办公室。

“文化酿造厂”如今是柏
林工业文化和欧洲工业遗产
旅游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年可以吸引100多万游客，
成为推动柏林文化产业发展
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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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拉德芳斯——
另辟蹊径，推进城市综合体建设

柏林普伦茨劳贝格——
文创赋新，打造特色文化商圈

东京涩谷——
顺势而为，
倚靠交通枢纽发展分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