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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中⽹悉尼讯】2024年8⽉5⽇ ，
中国华岩寺⽅丈道坚再度率团岀海，跨
越⼤洋、⾏程万⾥、来到⻛景如画的澳
⼤利亚，举办“跨越万⾥·华岩寺⾮遗⽂
化艺术澳州展”，今天在澳⼤利亚悉尼
隆重开幕。展览由澳⼤利亚国际⽂化产
业协会、中国华岩寺共同主办，澳⼤利
亚华⼈联谊会、北京协⼒寰宇经济⽂化
交流中⼼联合承办。
         出席嘉宾包括中国重庆华岩寺⽅丈
道坚法师，重庆市华岩⽂教基⾦会秘书
⻓尹亮，协⼒环宇经济⽂化交流中⼼总
经理陈晓霞，澳⼤利亚华⼈联谊会荣誉
会⻓兼天后宫主席刁振谋、澳中⼯商联
合会主席、澳⼤利亚华⼈联谊会永远名
誉会⻓蘇鑫峰，澳洲中国和平统⼀促进
会会⻓、澳洲潮州同乡会会⻓李国兴，
澳⼤利亚国际⽂化产业协会主席、澳⼤
利亚华⼈联谊会执⾏会⻓楊志唯，澳⼤
利亚华⼈联谊会会⻓吴贵光，澳⼤利亚
楚商联合会会⻓、澳⼤利亚湖北会会⻓
李治峰，加拿⼤多伦多中华寺住持照续
法师，加拿⼤渥太华弥陀寺住持法隆法
师，加拿⼤多伦多普贤禅院住持⼼印法
师， 鴻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华律师事
务所董事⻓⿈曉陽，⼗愿⽹董事⻓慧海
公益执⾏秘书⻓张科，澳⼤利亚道教協
会会⻓閻美希道⻓，澳⼤利亚道协秘书
⻓Mark孙，澳⼤利亚美术家协会主席彭
伟开，澳⼤利亚画院院⻓王明科，澳⼤
利亚画院执⾏院⻓⽜沛岩，澳洲著名华
⼈画家陈秀英，澳洲著名华⼈画家徐希
眉，澳洲著名华⼈画家刘继格，澳洲太
极技术研究学院院⻓钟维康等侨界和艺
术界的知名⼈⼠。
       杨志唯表⽰，华岩寺⾮遗⽂化艺术展
在悉尼天后宫的举办，不仅是对中国传
统⽂化的展⽰，更是促进中澳两国⽂化
交流的重要平台。通过展览，让澳⼤利
亚⺠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中国的历史⽂
化、艺术形式和悠久历史背景，增进两
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
        中国重庆华岩寺⽅丈道坚法师表
⽰，华岩寺拥有丰富的中国⾮物质⽂化
遗产（⾮遗）资源。近年来，随着全球
化的深⼊发展，⽂化交流⽇益频繁，华
岩寺的⾮遗⽂化艺术走出国⻔，走向世
界，⺒在⼀带⼀路沿线国家、东南亚等
国成功展岀。获得各国现场参观⼤众的
⾼度赞扬和关注。此次展出的作品均为
华岩寺多年收藏古汉代⽯画像拓⽚。作
品的展岀为中澳⽂化艺术交流的画卷上
增加了浓重的⼀笔。
       刁振谋表⽰，⽂化展览往往能够吸引
⼤量游客，带动当地的旅游业和经济发
展 。 华 岩 寺 ⾮ 遗 ⽂ 化 艺 术 展 的 成 功 举
办，能够吸引更多的澳⼤利亚⺠众前往
中国，尤其是重庆，体验当地的⽂化和
⻛俗⻛情，加强中澳两国之间⽂化艺术
及经济往来。
       吴贵光表⽰，华岩寺⾮遗⽂化艺术在
澳洲悉尼的展览，不仅是对中国传统⽂
化的展⽰，更是促进中澳⽂化交流、保
护与传承⾮遗⽂化、推动经济发展和艺
术创新的重要举措。
       汉代画像⽯拓⽚艺术作为中国古代艺
术的瑰宝，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化信
息，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通过
这样的⽂化交流活动，我们能够更好地
理 解 和 欣 赏 不 同 ⽂ 化 之 间 的 差 异 与 共
通 ， 推 动 全 球 ⽂ 化 的 多 样 性 与 和 谐 发
展。
       汉代画像⽯是中国古代艺术的重要组
成部分，尤其是在汉代（公元前206年-公
元220年），画像⽯作为⼀种独特的艺术
形式，承载了中国丰富的历史和⽂化信
息。汉代画像⽯不仅是艺术品，更是历
史 的 ⻅ 证 。 它 们 记 录 了 当 时 社 会 的 ⻛
俗、信仰、⽣活场景等，提供了研究汉
代社会、经济、⽂化的重要资料。通过
对画像⽯的研究，学者们能够更好地理
解汉代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结构。
       跨越万⾥·华岩寺⾮遗⽂化艺术澳洲
展于今天开幕，8⽉9⽇闭馆，为期五
天。
       展出地址：悉尼天后宫
124 Railway Pde, Canley Vale NSW
2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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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庆华岩寺⽅丈道坚法师
现任职务：中国佛教⽂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佛教⽂化研究所研员、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重庆市佛教协会副会⻓、重庆
佛学院院⻓、重庆市九⻰坡区⼈⼤常委、重庆市南川区政协常委、四川省绵阳市⼈⼤代表、重庆少数⺠族促进会副会⻓、重
庆市华岩⽂教基⾦会理事⻓、泰国摩诃朱拉隆功佛教⼤学特聘教授、北京⼤学、清华⼤学、中国政法⼤学、中国⼈⺠⼤学、
西南⼤学、内蒙古师范⼤学、云南⼤学、云南师范⼤学等⼆⼗多所⾼校客座教授。
道坚法师 主要贡献：中国佛教⾳乐整理挖掘、中国佛教⾮物质⽂化遗产研究与保护、佛教古籍整理研究保护修复、中国佛教
⽂化研究、巴渝佛教研究整理、重庆佛教遗址调查研究、⾦佛⼭佛教研究、佛教慈善与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