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中 指

出：“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

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

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

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

起来”。

从武夷山朱熹园调研时提出“如果没有

中 华 五 千 年 文 明 ，哪 里 有 什 么 中 国 特 色 ？

如 果 不 是 中 国 特 色 ，哪 有 我 们 今 天 这 么 成

功 的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道 路 ？”，到 考 察 安

阳 殷 墟 时 强 调“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是 我 们

党 创 新 理 论 的‘ 根 ’，我 们 推 进 马 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 时 代 化 的 根 本 途 径 是‘ 两 个 结

合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的 一 系 列 重 要 论

断 ，深 化 了 我 们 党 对 坚 持 和 发 展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规 律 性 认 识 、对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地

位 和 作 用 的 认 识 ，既 为 推 动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和 实 践 创 新 拓 展 了 路 径 、提 供 了

滋 养 ，又 以 时 代 精 神 进 一 步 激 活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生 命 力 ，让 五 千 多 年 中 华 文 明 在

赓续传承中焕发新的蓬勃生机。

文 物 和 文 化 遗 产 承 载 着 中 华 民 族 的 基

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

秀文明资源。把文物保护好、传承好、利用

好，是坚定历史自信、传承中华文明的实

际行动，是推动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

义文化新辉煌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报

告提出：“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

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好用好

国家文化公园”，并就“用好红色资源”“增强

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等作出部署。党的

二十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赴陕西延安

和河南安阳考察时指出：“继续深化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通过文物发掘、研究保护工作

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总 书 记 的 重 要

指 示 ，突 出 文 物 资 源 以 物 证 史 、以 物 载 文 、

以史增信、以文化人的独特优势，突出中国

式 现 代 化 文 物 保 护 、文 脉 传 承 的 必 要 性 紧

迫性，突出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增

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赋予

文 物 工 作 的 使 命 任 务 ，与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重要论述精神

一 脉 相 承 ，为 继 往 开 来 推 进 文 物 事 业 高 质

量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文 物 和 文 化 遗 产 为 塑 造 全 民 族 历 史 认

知提供实证，是沟通历史文脉与现实道路、

连接文明认同与民族复兴之间的桥梁。文

物 系 统 要 深 入 研 究 阐 释 ，坚 持 运 用 辩 证 唯

物 主 义 和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加 强 考 古 工 作 和

中 华 文 明 历 史 研 究 ，深 化 中 华 文 明 探 源 工

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阐发中华文明的

历 史 渊 源 、发 展 脉 络 、基 本 走 向 ，揭 示 文 物

蕴 含 的 中 华 民 族 文 化 精 神 、文 化 胸 怀 和 文

化 自 信 ，依 托 实 物 载 体 阐 明 中 华 文 明 天 下

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

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

修睦、亲仁善邻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

道德观，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建好用好

国家文化公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借助文

物 展 览 、文 博 节 目 、文 化 活 动 等 多 种 形 式 ，

广 泛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丰 富 公 众

历 史 文 化 滋 养 ，促 进 人 的 全 面 发 展 和 社 会

全面进步。

坚 持 保 护 第 一 、加 强 管 理 、挖 掘 价 值 、

有 效 利 用 、让 文 物 活 起 来 的 新 时 代 文 物 工

作 方 针 ，坚 持 和 完 善 党 领 导 文 物 事 业 发 展

的体制机制。要牢固树立保护历史文化遗

产 责 任 重 大 的 观 念 ，进 一 步 转 化 为 适 应 现

代化治理要求的队伍支撑、政策支持、法治

保障，持续深入打击防范文物犯罪，全面构

建 党 委 领 导 、政 府 负 责 、部 门 协 同 、社 会 参

与的文物工作格局。要加大文物和文化遗

产系统保护力度，以确保文物安全为基本、

以 强 化 科 技 创 新 为 关 键 ，健 全 文 物 资 源 管

理体制，统筹保护不同类型、级别的历史文

化遗产，提高文物保护的系统性、科学性和

可持续发展水平。要推动完善以文物资源

为 核 心 的 城 乡 历 史 文 化 保 护 传 承 体 系 ，在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中落实不可移动文

物 空 间 管 制 措 施 ，积 极 发 挥 文 物 在 提 升 城

乡 建 设 内 涵 方 面 的 独 特 作 用 ，将 文 物 保 护

利 用 有 机 融 入 现 代 生 活 ，让 历 史 文 化 与 现

代化建设交相辉映。

文物和文化遗产具有穿越时空、跨越地

域、直抵人心的魅力，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

需要的重要资源，是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

力的重要名片。要让文物真正活起来，坚持

社 会 效 益 优 先 、社 会 效 益 和 经 济 效 益 相 统

一，强化政策引导、创新技术应用、拓展交融

领域，建立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长效

机制，提升文物领域活化利用的能效水平，

让更多文物古迹、革命旧址、博物馆纪念馆、

民间收藏释放出文化正能量，让文物公共服

务和大众传播飞入寻常百姓家。要加快构

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扩大“云上交

流”和互动参与，利用文物资源向世界讲述

中国特色、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以及全人类

共同价值。同时积极同世界各国开展文化

遗产交流合作，实施流失文物追索返还、亚

洲文化遗产保护、中外联合考古、濒危文化

遗产保护等行动，为增进民心相通、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作者为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

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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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9 日 ，我 国 申 报 的

“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

习俗”成功通过评审，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我国

共 有 43 个 非 遗 项 目 列 入 该 名

录，总数居世界第一位。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

证，是联结民族情感、维系国家

统一的重要基础。保护好、传

承好、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于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

产业、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进

文化自信自强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以来，非遗保护的

蓬勃开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在当代生活中得到很好的赓

续。非遗保护传承在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构建和谐社会、

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民

健康水平等诸多方面，发挥了

良好作用，取得了可喜成效。

非遗保护传承的进程，始

终响彻着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

民的颂歌。近期以来，忠诚敬

业、矢志奋进、锲而不舍、精益

求 精 、孜 孜 以 求 、不 断 创 新 的

“工匠精神”受到普遍赞扬、得

到广泛发扬。一大批各门类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及各地广大

传承人群，组成了保护传承大

军，充分展现非遗的当代价值，

大力推动非遗在当代生活中的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

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公布的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总数已达 9 万

余名，其中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 3000 余名。

目前，非遗工作已初步形

成社会广泛参与、人人保护传

承的生动局面。非遗保护传承

成为当代社会生活、文化实践、

文化建设的一大亮点，保护活

动在各地蓬勃开展。几乎每项

非 遗 的 申 报 都 会 引 起 普 遍 关

注，比如，我国的“二十四节气”

项目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之际，群众欢欣鼓

舞，传唱节气歌。经国务院批

准公布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有 1557 项，全国共有各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 10 万余项。文

旅部规划和实施了非遗记录工

程、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中

国非遗传承人研培计划、曲艺

传承发展计划等一系列举措，

培 训 传 承 人 超 过 10 万 人 次 。

全国还设立了 23 个国家级文

化生态保护区。我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体系日益完善，制

度健全，保护观念深入人心，保

护水平不断提升。

非 遗 作 为 重 要 的 文 化 基

因，深深融入了我国各族人民

的生活，也是我们情感交融彼此认同的源泉。比如，每

逢佳节倍思亲，民族传统节日以及重要庆典活动，形成

了热爱生活、热爱集体、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强大精神

力量。非遗在繁荣市场经济、促进文旅融合、助力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等方面，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在边远山

区，在民族村寨，很多地方以“合作社+农户”的方式组

织群众，通过制作民族特色的手工艺品脱贫致富。非遗

的展览展示，成为旅游的新亮点和重要内容。这些活动

传播了非遗文化，增加了居民收入，更增强了群众的文

化自信。

非遗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也

具有全人类意义，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做

出的独特贡献。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族群的文化，共同

构成了人类文明的丰富性、多样性。正如联合国《保护

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所指出的：文化多样

性是人类社会的一项基本特性，它使人类有了更多的

选择，得以提高自己的能力和形成价值观，并因此成为

各社区、各民族、各国可持续发展的一股主要推动力。

我国 43 个成功申遗的项目中，包括我们和友邻国家联

合申报的项目，这是非遗在世界范围促进文明交流互

鉴的极好佐证。在国际交往中，常常互赠礼品，以表达

美好祝愿和深厚友情。我国的传统手工技艺品类繁

多，手艺高超。陶瓷、雕漆、景泰蓝、苏绣、湘绣等非遗

工艺品，长期以来一直被作为“国礼”，彰显了我国非遗

的深厚底蕴和保护传承的显著成就。

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当代生活方式的有机组成

部分，让我们体验着更具美感的日常。纺染织绣装点

着我们的衣着服饰；丰富多样的烹饪技艺带来了舌尖

上的幸福滋味；各种表演艺术展示着我们卓越的才艺

技能，显示着生活的五彩缤纷……这些文化成果惠及

全社会，非遗的创造者同时也成为非遗的享用者。蓬

勃开展的非遗保护传承实践，铺展开一幅生动的时代

画卷。

（作者为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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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杯屿，形如一只平放的酒杯。与鼓浪

屿 等 岛 屿 相 比 ，圣 杯 屿 稍 显 默 默 无 闻 ，处 在

福 建 漳 州 古 雷 港 经 济 开 发 区 杏 仔 村 东 南 部

海面上。

2022 年秋，圣杯屿元代海船遗址水下考古

吸引了大众的目光。公元 1271 至 1368 年间，

一艘满载龙泉窑瓷器的船只在圣杯屿海域沉

没，深埋海底，任由波涛涤荡 700 年。

2010 年 11 月，漳州文物市场上出现疑似

水下盗捞宋元瓷器，引起了文物部门的高度

重视。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4 年 9 月，漳州

海域水下文化遗产调查队成立，重点调查了

圣杯屿元代沉船，采集出水 110 件元代龙泉窑

瓷器。 2016 年和 2021 年又进行了两次调查，

发现有木质船体。 2022 年，国家文物局考古

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和漳州市文物

保护中心牵头组建了一支多学科的水下考古

发掘工作队，正式启动圣杯屿元代沉船考古

发掘工作。

水下考古工作不同于陆地考古，有更大的

艰巨性和挑战性，必须充分综合考虑气象、海

流、水文等多种因素。此次沉船遗址发掘就困

难重重。担任项目副领队的阮永好是漳州本

地人，感受很深：“地面上百米的能见度，可能

水下不到 5 米。此次水下考古，水深超过 30
米，海域条件较为恶劣，洋流不稳定，难度确实

有点大。”

关键技术的研发，对此次水下考古产生了

很大助力。

在前期准备阶段，考古队联合交通运输部

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第三海

洋研究所等单位，利用“多波束测深系统”“侧

扫声呐”“浅地层剖面仪”“磁力仪”等海洋物探

设备，获取了最新最准确的海底地形地貌数

据，明确了沉船的埋藏位置及周边环境，让水

下考古发掘更加精准高效。

此次发掘还大胆采用新技术，极大程度降

低了潜水人员作业风险。如水下考古实时定

位监测系统，能够实时监控并获取遗址海域 2
米级水流方向及流速数据，使水下作业时间窗

口的选择更科学，还可以实时定位和了解水下

考古队员的动态。还有中国水下考古领域首

次使用的水下导航定位系统，能实现队员之

间、水下和水面平台间的交流。

水下文物尤其是脆弱文物、破碎文物的提

取，一直是水下考古现场保护的难点。此次发

掘，文物保护人员研发了一种使用环氧树脂和

碳纤维布的复合文物保护体系，实现了水下文

物的科学安全打包提取。

考古人员一边进行沉船考古，一边把出水

文物展示给社会大众。9 月 21 日，在漳州市博

物馆圣杯屿元代海船遗址水下考古成果展上，

320 件龙泉窑瓷器让观众大饱眼福。

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多是元代龙泉

窑 青 瓷 ，器 形 主 要 有 碗 、盏 、盘 、洗 、碟 、高 足

杯。龙泉窑因其主要产区在浙江省龙泉市而

得名，是中国制瓷史上最长的瓷窑系，时间跨

度达 1600 多年，以烧制青瓷闻名遐迩。沉船出

水 文 物 ，从 精 巧 的“ 双 鱼 洗 ”到 雅 致 的“ 菊 花

碗”，从灵动的“五线谱”纹高足杯再到“百花绽

放”的印花瓷盘，品种繁多。

这些器物外腹出现双线莲瓣纹，具有典型

的元代特征；而“五线谱”纹龙泉青瓷尤其是高

足杯，则成了遗址的时代标签。复旦大学教授

沈岳明介绍，当时瓷器上的“五线谱”纹样，通

常位于瓷器外腹口沿下，五条横线贯穿外腹周

遭，再加三道类似音符的短斜线点缀。这在大

盘大碗上格外醒目。7 个世纪前的审美意趣，

深深地烙刻在各色青瓷中，彰显了那个年代文

明话语的朴素与闲适、多彩与隽永。

圣杯屿是福建众多岛屿中的一个，见证

了无数的潮起潮落、船来船往。福建是海洋

大省，海域面积达 13.6 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

3752 公里，位居全国第二。宋元时期，以泉州

港、福州港为代表的福建沿海港口贸易空前

繁荣。福建因而成为古代沉船最多的海域之

一，形成了序列完整、内涵丰富的水下文化遗

存，现已确认的水下文化遗存逾 50 处，既有沉

船 遗 址 ，也 有 古 代 船 舶 避 风 交 易 的 锚 地 遗

址。 1990 年，国家文物局在福建连江定海举

办了中国第一期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

此后，第二、三、五期和最近的第九期培训班，

都选择在福建连江、东山、平潭、漳州海域进

行实习。

福建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王永平说，福建

考古工作的特色和重心是水下考古，圣杯屿

元代沉船遗址考古是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成立

以来联合有关部门第一次全面系统开展的水

下考古项目，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和引领作

用。遗址保存较好，船载龙泉青瓷数量众多、

品种丰富、器形优美，如何加强保护研究与展

示利用，需要统筹规划。根据国家文物局的

整体规划，考古队拟于 2023 年完成圣杯屿元

代海船遗址水下文物的发掘和提取工作，并

根据发掘结果，研判最终是否进行海船船体

的发掘与提取。

这条即将浮出水面的沉船，将为研究元代

中国航海史、造船史、海洋贸易史、海上丝绸之

路提供不可多得的考古实证。

沉船考古与展示利用
傅柒生

目前，非遗工作已初步形成
社会广泛参与、人人保护传承的
生动局面。非遗保护传承成为
当代社会生活、文化实践、文化
建设的一大亮点，保护活动在各
地蓬勃开展

核心阅读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
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
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
文明资源。把文物保护好、传
承好、利用好，是坚定历史自
信、传承中华文明的实际行
动，是推动文化自信自强、铸
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重
要内容。

要推动完善以文物资源
为核心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
传承体系，积极发挥文物在提
升城乡建设内涵方面的独特
作用，将文物保护利用有机融
入现代生活，让历史文化与现
代化建设交相辉映。

文物和文化遗产具有穿
越时空、跨越地域、直抵人心
的魅力，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
需要的重要资源，是扩大中华
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名片。

水下考古工作不同于陆地
考古，有更大的艰巨性和挑战
性，必须充分综合考虑气象、海
流、水文等多种因素。关键技术
的研发，对水下考古产生了很大
助力

圣杯屿沉船遗址出水青釉碗、青釉

高足杯、青釉双鱼洗。 傅柒生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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