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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国玉之都”魅力 舞丝路名城风采
——第十四届和田玉石文化旅游节暨2024年和田地区旅游发展大会文艺演出侧记

地区融媒记者 张云海

第十四届和田玉石文化旅游节暨2024年和田地区
旅游发展大会开幕式的舞台上，一场大型文艺演出成
为万众瞩目的亮点，不仅展现了和田地区深厚的文化底
蕴，更以灵活多样的形式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视
听盛宴，向八方宾朋展现“国玉之都”的无限魅力。

7月19日晚，位于和田玉石文化广场的主会场灯光
璀璨，人声鼎沸，第十四届和田玉石文化旅游节暨2024
年和田地区旅游发展大会文艺演出华丽登场。

当天，盛装妆扮的和田玉石文化广场格外靓丽。
舞台下身着红、黄、蓝等颜色服装的观众组成了一个个
方阵，覆盖了广场。飘扬在广场四周的彩旗，更增添了
喜庆气氛。舞台设计巧妙融合了和田玉玉脉的昆仑山
水相映，营造出一种大气磅礴、独具匠心的视觉效果。
高品质音响设备和精心布置的灯光，为整场演出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让观众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世界。

大型舞蹈《玉出昆冈》拉开了开幕式文艺演出帷
幕，以华丽的服饰、精湛的舞技和激昂的音乐，瞬间点燃了
现场观众的热情。舞者们身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服装，手持
精美的道具，在舞台上翩翩起舞，仿佛将观众带入了那片
遥远的昆仑山脉，感受着和田玉的灵秀与魅力。

美轮美奂的歌舞与电子屏上大美和田的动画相得
益彰，向人们讲述着漫漫古丝绸之路上和田美玉的神
奇传说。歌舞《欢迎您到和田来》，深情演绎大美和田
向全世界发出热忱邀请；传统戏曲《梨园荟萃》，从多角度
展示了国粹戏曲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百名小朋友朗诵的
传世文章《千字文》，描述了时代的变迁，极接地气，回味悠
长；歌舞《爱她就送和田玉》，展现了和田各族人民时不我
待、奋力拼搏的豪情壮志，寓意着诸多璀璨的文化印记，热
情好客的和田人民敞开怀抱诚邀八方宾客。演员们精湛
的表演，赢得台下观众雷鸣般的掌声。

精彩的演出让观众在音乐的海洋中感受到了和田
文化的独特韵味和历史传承。活动现场，发布了和田
玉（子料）的鉴定标准，对人们看玉、选玉提供了重要的
参考价值。“和田·国玉之都”专家会签仪式，助力和田
推进“国玉之都”建设步伐。和田玉诚信经营示范店授
牌仪式上，为广大玉石消费者提供放心的玉石购买体
验，提升和田玉的信誉度。

在和田艾德莱斯绸创新设计发布秀活动中，模特
们身着华丽的服饰，搭配多款和田玉石珠宝首饰，在舞
台上快速穿梭、变换队形，以丰富多彩的色彩和斑斓图
案，展现出和田绚丽多彩的文化底色，展现出古典与现

代交织的独特韵味。
和田玉石文化旅游节大型文艺演出不仅仅是一场艺

术盛宴，更是和田文化传承和旅游发展的重要推手。通过
这场演出，和田的玉石文化、古丝绸文化、手工羊毛地毯等
独特旅游资源得到了全面展示和宣传。同时，演出还通过
线上直播等新媒体形式，将和田的文化和旅游资源推向了
更广阔的市场和更广大的受众群体。

由丽江市精选的歌舞《吉祥勒巴》与和田新玉歌舞
团演出的《爱她就送和田玉》，将整场演出推向了高
潮。歌舞《欢乐大地》美妙的歌声在玉龙喀什河畔回
响，烟花秀及舞龙表演沸腾了整个广场，开幕式在一片
欢乐祥和中圆满落幕。

300 名嘉宾和 2000 余名群众观看了开幕式文艺演
出。来自江苏的游客葛凯宏笑着说：“第一次来和田，和田

人民给我留下了美好印象。前些天听说和田玉石文化旅
游节就要开幕了，我和亲朋好友组团到和田来感受这场盛
会，说不定还能捡块宝贝玉石带回去呢！”和田市美食协会
会员宋伟云，连续参加了14届玉石文化旅游节，他说：“每
届玉石节的感觉都不一样，今年的烟花秀和舞龙表演增添
了热闹的氛围，尤其是文艺演出中穿插的各项活动，看完
后让我记忆深刻，我为大美和田点赞！”

昆仑古道，礼玉天下。“国玉之都”，丝路风情。随着文
艺演出的圆满落幕，和田给每一位观众都留下了深刻印
象。它不仅是和田地区文化魅力和旅游资源的集中展示，
更是和田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和向往的生动写照。

相信未来，和田将继续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更加创新
的思维，推动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发展，为更多游
客带来更加丰富的旅游体验和文化享受。

歌舞表演。 地区融媒记者 张云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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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融媒讯 （记者
古哈尔尼沙 阿卜杜拉）7
月19日，中华玉文化主旨
演讲圆桌会议在和田举
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
专家学者、玉雕大师，行业
协会、玉石产业企业代表
等嘉宾齐聚大美和田，就
如何发挥好中华玉文化独
特的作用、玉雕传承与创
新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和
田玉产业发展等进行探
讨。

特邀北京大学考古与
文博学院教授、北京大学
原古代玉器暨玉文化研究
中心主任赵朝洪，中国社
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叶舒
宪，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
部研究员郭福祥，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新疆珠宝玉
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樊军民，中国收藏家协会
常务副会长、中国玉文化
学者、中国国家博物馆艺
术品鉴定中心原主任、研
究馆员岳峰，中国地质大
学珠宝学院院长、教授杨
明星，围绕如何发挥好中
华玉文化独特的作用、和
田玉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和田玉的开采开发、如何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玉雕产业等展开讨论。

会议现场，气氛热烈，
专家演讲精辟独到。专家
建议，应深入挖掘和田玉
资源的独特价值，打造具
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旅游品
牌，加强区域合作，拓宽玉
文化交流平台，提升中华
玉文化的影响力。

岳峰说，发展传承创
新中华玉文化，是当代玉
雕大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和
义务。玉雕大师应在充分
挖掘中华玉文化传统元素
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时
代感和时代气息及体现当
代审美取向的玉雕作品。

叶舒宪表示，要充分
利用昆仑神话加和田美玉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
具有原生态意义资源的优

势，打造以历史文化为主题的特色文创产业，助推
和田文创事业高质量发展。

郭福祥认为，和田玉产业要发展，就是要从历
史中汲取更多的营养，和田玉博物馆和昆仑古事
馆的成立，为更多人研究了解和田玉的历史文化
积淀发挥了重要作用。

樊军民则提出，创新应涵盖技术、表现手法、
形式及观念多个层面，尤其观念创新至关重要。
他呼吁创作者应汲取古人智慧，实现艺术与科技
的融合，推动中华玉文化在新时代的繁荣发展。

会上，六位专家结合各自学术领域，深入浅出
进行讲解，分析和田玉产业发展前景及面临的机
遇和挑战，为传承和弘扬和田玉文化建言献策，助
力和田玉产业高质量发展。

和田玉博物馆开馆
“国玉回家—和田玉精品展”亮相

地区融媒讯 （记者 阿卜力克
木）7月18日下午，和田玉博物馆正式
开馆，同时，作为第十四届和田玉石文
化旅游节系列活动的“国玉回家—和
田玉精品展”也在此开展，将为市民和
游客呈现一场中华玉文化的视觉盛
宴。

和田玉博物馆以展示和田玉为主
题，展馆面积 4000 平方米。馆内开设
和田玉文化历史馆、和田玉科普馆、琢
磨技艺馆、传世匠心馆、专题馆5个主
题馆，藏有和田玉原石、玉器、玉雕作
品等展品360余件。

“和田玉文化历史馆展现了从新
石器时期到明清时期的和田玉文化发
展历程，讲述了玉文化的源远流长和
博大精深。从古人对玉石的崇拜和珍
视，到玉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地
位，再到现代人对玉文化的传承和创
新，整个展览如同一部生动的历史长
卷，让人记忆深刻。”天津市工艺美术
学会理事长于雪涛说。

和田玉博物馆丰富的藏品不仅展
示了和田玉的珍贵，也反映了和田玉
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同时，此次“国
玉回家——和田玉石精品展”借展的
来自首都博物馆、天津博物馆、中国民
族博物馆、民族文化宫的20件精品玉

器文物也在此亮相，吸引了众多市民
和游客的目光。

“我第一次来到和田，正好赶上玉
石文化旅游节，恰巧也是和田玉博物馆
开馆的好日子。参观后，我了解了和田
玉文化，增强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
自豪感。”乌鲁木齐游客丁玲说。

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研究员郭
福祥说：“这次来和田很高兴，见证了
和田玉博物馆开馆，通过博物馆能让
公众更好地了解和田玉文化与和田玉
的历史，和田玉博物馆是一个讲好和
田玉故事和发掘研究和田玉的重要平
台。”

“中华玉文化博大精深，而和田玉
在中华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的过程中，
可以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和田
玉是和田一张亮丽的名片。我认为在
今后，要用更多的方式、更多的机会大
力宣传普及和田玉文化，让更多人喜
欢、收藏、爱护和田玉。”中国收藏家协
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国家博物馆艺术品
鉴定中心原主任、研究馆员岳峰说。

此次借展，是多方深入合作的一
次重要探索。通过文物展览交流，互
通有无，增光添彩，为观众带来丰富多
样的公共文化产品的同时，推动和田
玉文化传承和发展。

（上接第1版）让更多群众亲身感受玉
文化的魅力，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
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从而带动玉石
相关产业健康发展，促进和田地区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主旨演讲特邀北京大学考古与文
博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原古代玉器暨
玉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朝洪，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巫新华，中山
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系副主任兼考古
学教研室主任刘文锁，中国社会科学
院文学所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叶舒宪，中国收藏家协会常务副会长、
中国玉文化学者、中国国家博物馆艺
术品鉴定中心原主任、研究馆员岳峰，

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党总支部
书记、副会长、秘书长毕立君，中国地
质大学珠宝学院院长、教授杨明星，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新疆珠宝玉石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委员樊军民，故宫博物
院宫廷历史部研究员郭福祥出席。

主旨演讲期间，岳峰、叶舒宪、樊
军民、杨明星、郭福祥、赵朝洪6位专家
先后发表主旨演讲。有关领导为赵朝
洪、刘文锁、巫新华分别颁发于阗学院
中华玉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于阗佛教文
化研究中心主任、昆仑文化研究中心主
任聘任书。观看“国玉回家”数字展。

来自社会各界 400 余人参加主旨
演讲。

让 中 华 玉 文 化 浸 润 心 灵
——访北京大学教授赵朝洪

7月19日，北京大学考古与文博学院教授、
北京大学原古代玉器暨玉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
朝洪作中华玉文化主旨演讲，并接受记者专
访。他建议，要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玉文化，让
其所承载的大国工匠精神和哲学、美学价值浸
润人们的心灵。

赵朝洪说，天下美玉出和田。和田玉是透
闪石玉中的优良者，是中华玉文化的物化载体，
在中华玉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有其独特的发展轨
迹，因此，对和田玉及其文化的研究在中华玉文
化研究中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有着十分重要

的价值。和田玉以透闪石玉为重要载体，以礼
乐文化为主要特征，在中国历史上对政治、经
济、文化方面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赵朝洪在阐明和田玉的历史和文化时说，
玉文化距今已有9000多年的历史，虽然在中国
大地上发生过无数沧桑变化及不断的王朝更
迭，但是玉文化却一直能够为不同时代、不同地
区、不同宗教的人们所接受，不断延续发展，并
且随着时代的演进不断拓展其内涵。丰富其表
现形式，推陈出新，彰显了玉文化独特的魅力和
旺盛的生命力，这在世界物质文化史上也是十
分罕见的。

“在研究玉文化的历史过程中，我们要有文
化自信，文化自信要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
对于我们研究玉文化尤为重要。”赵朝洪表示，
中国的玉文化从多元到一体，走过了一个漫长
的历程。随着时代发展进步，玉器内涵发生了
很大变化，在继承发扬古代玉文化基础上，吸纳
融合了新时代文化元素，玉雕艺术品呈现出绚
丽多彩、百花争艳的繁荣景象。

展望未来，赵朝洪说，“黄金有价玉无价”
“君子比德于玉”。近万年来，中华玉文化经历
风格各异、交流碰撞、吸纳融合、推陈出新、发展
壮大等阶段，从多元到一体，具有“海纳百川”的
宽阔胸怀，其蕴含的哲学、伦理学思想和美学品
格，明显区别于其他文化，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
化遗产，需要大力传承和弘扬。

地区融媒记者 张云海 阿迪拉

深入挖掘玉文化的历史内涵和文化价值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舒宪

7月19日，中华玉文化主旨演讲在和田举
办。其间，记者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舒宪。他建议，要加强
和田玉的考古发掘和文献研究，深入挖掘玉文
化的历史内涵和文化价值，积极探索将传统玉
文化与现代生活相结合，使其焕发新的生机和
活力。

“和田玉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无可替
代。”叶舒宪说，和田玉不仅因其独特的质地和
色泽而备受推崇，更在于其背后承载的深厚文
化内涵和历史价值。在考察中，发现和田玉作

为西部玉矿资源区的代表，其向东传播的过程
促进了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深刻影响了中
原乃至整个华夏文明的发展。

叶舒宪表示，中华玉文化源远流长、博
大精深，它不仅是一种物质文化，更是一种
精神的象征。玉文化所蕴含的“宁为玉碎”
的民族英雄气节、“化为玉帛”的团结友爱风
尚、“润泽以温”的无私奉献等精神，是激励
我们前行的强大动力。在现代社会，这些精
神内涵依然具有重要价值，能引导我们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提升人文素养，促进社会和
谐。

叶舒宪说，从早期的玉矿开采，到通过丝
绸之路等贸易路线向东传播，再到中原地区对
玉器的加工和再创造，这一过程不仅涉及地理
上的跨越，更涉及文化、经济、政治等多个层面
的互动。

如何深化对玉文化的研究和挖掘，以更
好地传承和弘扬其精神？叶舒宪表示，要加
强学术研究，深入挖掘玉文化的历史渊源、
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为传承和弘扬玉文化
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要注重普及教
育，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多渠道，让
更多人了解玉文化，认识其独特魅力和价
值。此外，还可以通过举办玉文化展览、讲
座、研讨会等活动，搭建交流平台，促进玉
文化的传播和普及。

地区融媒记者 张云海 阿迪拉

以强有力措施补齐和田玉产业发展短板
——访中国地质大学珠宝学院院长杨明星

7月19日，在第十四届和田玉石文化旅游节中
华玉文化主旨演讲活动中，中国地质大学珠宝学院
院长、教授杨明星围绕和田玉的设计与雕刻作演
讲。随后，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共同探讨了和田
玉产业的现状与未来。

在杨明星看来，中国的玉产业历经9000年的兴
衰更迭，如今正处于一个兴盛的阶段，但离鼎盛时期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物质文
化的丰富，和田玉产业的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谈及如何更好地结合市场需求提升和田玉的

文化影响力，杨明星表示，首先要大力宣传中国
9000 年历史的玉文化，让更多人了解这一深厚的
文化底蕴。其次，要将复杂的玉文化知识以通俗易
懂的方式传递给消费者，让玉文化更加贴近大众。

在文旅融合发展方面，杨明星针对和田玉产业
面临的产业队伍不强、市场有待进一步规范、地理
位置偏远等短板，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建议。

在产业队伍的建设方面，杨明星提出了一套长
中短期相结合的人才引进和培养计划。短期内，可
以通过出台人才引进政策，定点招聘和引进优秀人
才。中期来看，可以举办针对性的培训班，提供免
费培训并出台补贴政策。长期而言，建议在职业技
术学院开设相关专业，系统培养人才。

针对地理位置偏远的问题，杨明星认为，应加
强与网络平台的合作，如淘宝、抖音、快手等，培养
一批专业主播进行线上销售。同时，实行一物一证
书、七天无理由退货和十五天犹豫期等政策，以增
强消费者的信任感。

最后，对于如何进一步规范市场的问题，杨明
星说，2023 年中国地质大学已参与制定子料鉴定
标准，并正式发布实施。他相信，通过实行一物一
证书制度，子料的真假问题将得到基本解决。

“在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和田玉产业正迎来
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杨明星表示，通过加强人
才队伍建设、拓展线上销售渠道、严厉打击仿制品
等措施，相信和田玉产业将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
芒。 地区融媒记者 牛斌

以“新”提“质”推动和田玉产业高质量发展
——访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研究员郭福祥

7月19日，作为第十四届和田玉石文
化旅游节重要活动之一的中华玉文化主旨
演讲在和举办。演讲间隙记者专访了故宫
博物院宫廷历史部研究员郭福祥。他建
议，和田玉产业发展应借鉴历史玉器盛世
时期对和田玉资源的管理，将和田玉的开
采和昆仑山的保护及生态环境密切关联，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让和田玉成为当代
社会文化等的重要介质，不断创新技术，以
新质生产力赋能和田玉产业高质量发展。

郭福祥说，要想讲好和田玉故事，就要
了解和田玉发展的历史，通过学术研究，不
断挖掘和田玉的历史和文化。中华玉文化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搭建讲好
和田玉故事的平台尤为重要。目前，和田
已打造和田玉博物馆、昆仑古事馆、于田玉
文化博物馆等，通过专业讲解让更多人了
解和田玉的历史和文化，为玉石爱好者提
供了良好的交流学习阵地。

据郭福祥介绍，在早期历史上，玉文化
遍地开花，在整个文化的积累和沉淀过程
中逐渐形成了中华玉文化。早期玉、石并
用，作为一种生产生活工具改变自然、提
升生活品质。通过不断优化，慢慢形成了
玉石崇拜，和田玉的价值日益凸显，和田
玉文化就成了中华文化中最典型的代表。

“这个过程对和田玉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发
展尤为重要，我们还需要加强研究。”郭
福祥说。

郭福祥建议，要有序开发和利用和田
玉资源，探索如何在和田玉的开采与昆仑
山生态保护之间达到平衡。在传承和田玉
文化的同时，应不断让和田玉适应新时代，
让新风格、新风尚不断融入和田玉文化
中。加大技术创新，以“新”提“质”推动和
田玉产业高质量发展。

地区融媒记者 胡礼政 古哈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