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

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

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

文化的创新、文明的开创，离不开对物

质和精神财富的传承。我国历史文化遗产

凝结着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不仅为当下

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提供了强大的智慧

启示与情感动力，也是新时代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的宝贵资源。

回顾过往，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在

变化中创新进取，积累了一套具有中国特

色与中国经验的保护观念、管理体系和工

作模式。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我国文化

遗产保护事业也存在保护理论体系构建

相对滞后、管理体系顶层设计联动不足、

学科体系（群）建设有待完善等问题。面

对新挑战，我们需要总结摸索出一套立足

中国国情、兼具国际视野的文化遗产保护

理论体系与实践路径，在中国式现代化进

程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中凸显作

用，并为国际社会提供中国借鉴。

以理论体系建构与管理制度完善引领

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第一，深化文

化遗产价值与理论研究，服务新时代文化

建设需求。中华文明 5000多年的发展历程

是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根

据。必须站位于大历史观的宏观视野，以

文化遗产价值研究为重点，让中国经验和

中国知识助力国际文化遗产理论的发展。

第二，加快完善文化遗产管理的顶层设计，

推动城乡文化融合发展。要建立起文化遗

产保护管理的统筹协调平台和机制，促进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一体化；同时进一步

完善系统性的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建构起

文化遗产社会功能性分级分类管理体系，

解决好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难题；探索文

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平衡机制，在

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的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体系，拓展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的实践路径和方法。从阐释体系上，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拓展文化遗产转化路径，突破以往

行政区划和遗产类型的壁垒，以系统性的

视角搭建起文化遗产“保护—阐释—传

播”的解决方案，用文化遗产讲好中国故

事。加强文化遗产研究的国际化合作，围

绕人类文明重大主题与使命，广泛开展文

化遗产的多形式对话，共同推进文化遗产

展示、传播和交流，为联合申报世界遗产

提供智力支撑。在国际组织、政府机构和

高等院校的合作中，形成全球文明的对话

网络和情谊纽带；从学科建设上，建构我

国文化遗产学学科体系，培养新时代文化

遗产事业的复合型人才。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文化遗产保护者

和研究者要肩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传承

中华民族的根脉与精神中不断创新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做出贡献。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

究中心主任）

展现文化遗产保护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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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

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

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

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多次

作出重要指示批示。6 月 10 日，我国将迎来第十八个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近年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水平不断提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呈现新气象。

古老的文化遗产，在中华大地焕发勃勃生机，绽放时代

新韵。

——编 者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特别报道R

日前，“竹乡灯火 照亮长城——中国优秀民间工艺

作品特别展”启动。来自浙江省安吉县的竹灯点亮了居

庸关长城，借助多媒体视频展播和实物展示，五福剪纸、

熊猫刺绣、皮雕铠甲等 200 余件精美艺术品，吸引夜游长

城的游客驻足观看。

6 月 10 日，我国将迎来第十八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后，各地都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主题为“文物保护利用

与文化自信自强”，在国家文物局倡导下，各地文物部门、

文博单位将组织开展 7200 余项线上线下活动。今年适

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 20 周年，非遗宣传展

示活动主题为“加强非遗系统性保护 促进可持续发

展”，各省份将举办 9800 多项非遗宣传展示活动，其中线

下活动 6300 多项。

保护文化遗产，讲好中国故事，我国文化遗产正焕发

勃勃生机。

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持续加大

近年来，一系列政策规划密集出台，《关于让文物活起

来、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意见》《关于推动非物质文

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通知》等印发，《全国城乡历

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规划纲要》等编制，《长征文化和文物

资源保护传承专项规划》《长江文物保护利用专项规划纲

要》等印发实施，拯救老屋行动、文明守望工程等实施，历

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村落保护监管

机制日益健全，各地区各部门联动合作日益频繁。

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完善。全国人大常

委会公布的 2023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修改文物保护法在

列。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上海、福建、山东、广东、重

庆、陕西等 10 个省份出台革命文物、地下文物、社会文

物、文化遗产等地方性法规。

“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持续加大，社会各界依法履行对

文物资源的守护之责、全社会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强

大合力逐渐形成。”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金瑞国

说，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有力支撑。

挖掘文化遗产价值宝矿

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水平不断提升。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及夏文化、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等“考古

中国”重大项目统筹推进，深海考古谱写新篇章……中华

文明研究持续深化，充分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

值，丰富人们的历史文化滋养。

2022 年，我国新增备案博物馆 382 家，全国博物馆总

数达 6565 家，排名全球前列。全年举办线下展览 3.4 万

场、教育活动近 23 万场，接待观众 5.78 亿人次，推出线上

展览近万场、教育活动 4 万余场，网络浏览量近 10 亿人次，

新媒体浏览量超过百亿人次，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进

一步彰显。

在有效保护前提下，我国利用非遗资源发展乡村旅

游等业态，推出一批非遗特色鲜明的主题旅游线路，推动

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与现代生活充分联结，展现亮丽风

采、焕发勃勃生机。

保护是利用的前提，利用是保护成果的转化。相关

专家表示，“要坚持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通过有

效利用，让保护成果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高

品质生活，同时唤起人们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让文化遗

产发挥更大作用。”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

价值符号，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作为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文化遗产

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

世界。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说，

在中华文明对外传播中，应更加深入挖掘文物、非遗等文

化遗产资源的优势。

4 月 25 日，首届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大会在西安举

行，正式成立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各方将推动城市和

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围绕“人类探源”“文明起源”“丝绸之

路”等主题，实施合作考古，挖掘亚洲文化内涵，支持联合

申报世界遗产；共同推动博物馆馆际合作和文物展览交

流；围绕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开展学术交流。

近年来，国家文物局持续推进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

动，我国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70 年公约缔约国大会

副主席国和附属委员会委员国，构建起流失文物追索返

还常态长效机制，与中亚五国文化遗产交流合作取得新

成效，与法国、柬埔寨、巴基斯坦签署文化遗产领域合作

协定。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表示，要

认真贯彻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

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方针，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

保护力度，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深化文物国

际交流合作，肩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为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提供有力支撑。

（曾绎萱参与采写）

■新语R

1111 文化文化2023年 6月 9日 星期五

本版责编：智春丽 陈圆圆 陈世涵

版式设计：田兴洲（人民日报媒体技术公司）

数据来源：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文化和旅游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