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25 日，首届亚洲文化遗产保护

联盟大会在陕西西安开幕，宣布正式成

立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在联盟框架

下，中国将推进柬埔寨吴哥古迹王宫遗

址和柏威夏寺中央圣殿、缅甸蒲甘他冰

瑜佛塔、吉尔吉斯斯坦库姆—多波古城

等历史古迹修复项目，以及孟加拉国耐

特什瓦遗址考古公园建设项目。

1992 年，柬埔寨吴哥古迹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因古迹

保护状况堪忧，同年被列入濒危世界遗

产名录。1993 年，柬埔寨和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发起吴哥古迹保护国际行动。30
年来，20 余个国家参与保护修复工作，

使 其 成 为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国 际 合 作 的

平台。

中国工作队于 1998 年开始参与吴

哥古迹保护修复工作，先后修复了周萨

神庙和茶胶寺，王宫遗址修复项目正在

有序开展。20 多年来，中国工作队以丰

富的学科背景、专业的修复技能与精诚

的合作精神，成为吴哥古迹保护国际行

动的重要力量，不断书写中柬文化遗产

交流合作的精彩篇章。

开启核心遗址修复项目

公元 9 世纪至 15 世纪，繁盛时期的

高棉帝国修建了气势磅礴的都城和大量

寺庙建筑，以塔布隆寺、吴哥窟、巴戎寺

等最为著名。历经沧桑，高棉帝国留下

的 90 余座建筑组群及数百座单体建筑

遗 构 ，如 今 散 布 在 柬 埔 寨 北 部 暹 粒 省

400 余平方公里的热带丛林之中。这便

是举世闻名的吴哥古迹。

位于吴哥通王城中心位置的王宫遗

址是吴哥古迹的精华。这里曾是多位君

主的宫殿，分为 4 个院落，二号院落中央

的空中宫殿堪称高棉建筑艺术的典型代

表。2018 年 1 月，中柬两国签署《关于实

施吴哥古迹王宫遗址修复项目的立项换

文》。2019 年 11 月，王宫遗址修复项目

正式开工。

整个项目面积约 14.2 万平方米，包

括 5 座塔门，主体建筑的空中宫殿、围

墙、水池、多处平台及砖石结构的建筑遗

址，以及深埋地下的大量文物。项目包

括文物建筑修复、考古研究、石刻保护、

实验室建设、环境整治和遗址展示等，预

计于 2030 年竣工。修复完成的王宫遗

址将成为一座考古公园，向世界游客展

示灿烂的高棉文明。

今年 3 月，中国工作队重返吴哥，项

目全面重启。 4 月，笔者再次来到王宫

遗址现场。放眼望去，丛林高耸茂盛，水

池碧波荡漾，蝉鸣此起彼伏……百米外，

上千名柬埔寨舞者、歌手正为几天后的

柬埔寨新年晚会做准备，热闹非凡。

“修复工程正在稳步推进。中国专

家进行了大量勘察调研，修复和保护方

案也已成型。”在西北塔门工作现场，柬

埔寨工人孔恩正举着长长的扫描仪，记

录一处探方内的文物。他告诉笔者，经

过前期排险支护和整体考古调查，工作

队在现场布设了 4 个探方，正在开展考

古发掘工作，即“挖掘附近的石块文物，

弄清楚西北塔门应该是什么样”。

古迹修复、考古先行，是中国工作

队在吴哥修复文物的重要原则。修复

西 北 塔 门 是 修 复 王 宫 遗 址 的 第 一 步 。

首先要在西北塔门外院落及环壕进行

考 古 发 掘 ，对 散 落 的 石 质 构 件 进 行 清

理、统计和编号，为此后的保护修复工

作提供技术支持。在考古研究的基础

上，工作队将对整个遗址的文物建筑和

遗迹进行保护修缮。

修 复 茶 胶 寺 和 周
萨神庙

2022 年 11 月的一个晴朗上午，雄伟

的茶胶寺外，中国援柬吴哥古迹茶胶寺

修复项目实体移交仪式举行。当金灿灿

的纪念铭牌隆重揭牌时，人群中爆发出

热烈掌声。从 2010 年工程启动，到 2018
年修复完成，中国文物工作者为这座饱

经风霜的千年古寺倾尽心血。

修 建 于 公 元 10 世 纪 末 、11 世 纪 初

的茶胶寺，是吴哥古迹中最为雄伟的庙

山建筑之一，也是一座未完成的大型国

寺，硬朗的线条和粗犷的美感令人过目

难忘。它的构造特征和施工痕迹如时

间切片般展示着吴哥庙宇的建筑流程，

这是茶胶寺独特的价值所在，也为工作

队带来不小的挑战。上万个石质构件

散落一地，不少构件甚至未经雕刻，因

而无法按照纹饰线条判断与其他构件

的关系。工作队细致耐心地为每个构

件建立档案，精确测绘模型，重新垒砌

归安，复原出茶胶寺精巧的建筑结构。

对于缺失或碎裂的构件，修复人员则秉

持“最小干预”原则，使用同样石料进行

修复和增配。

修复工程中，茶胶寺继续向游客开

放。工作队在保障游客安全的前提下，

努力确保项目如期进行。2018 年底，笔

者在茶胶寺外结识了卖椰子的当地女孩

迪哇，今年再访茶胶寺时又与她重逢。

大青椰子依然是 1 美元 1 颗，购买者依然

喜欢站在大树下一饮而尽。迪哇说：“茶

胶寺修好了，游客也多了，我多希望再次

见到中国专家——我的老朋友们啊。”

茶胶寺往西不远处，坐落着精美绝

伦的周萨神庙。神庙外的展厅内，一幅

幅展板讲述着中国工作队修复工作的点

点滴滴。1998 年，周萨神庙保护和修复

工程正式启动，这也是中国首次大规模

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项目。历史

上的周萨神庙雕刻精美、布局严谨。修

复之前，它是吴哥古迹群内损毁最为严

重的建筑之一：两座藏经殿只剩结构严

重变形的底座，祠堂塔檐坍塌过半，殿堂

内神像已经不见，寺庙周边 2 万平方米

的范围内散落着 5000 余块构件。

面对周萨神庙的残垣断壁，中国工

作队确定了“抢险加固、遗址保护、重点

修复”的原则，对基座和主体建筑归安加

固 ，建 立 排 水 系 统 ，并 利 用“ 原 物 归 位

法”，将大部分坍塌构件拼对、归安。经

过 10 年“精耕细作”，2008 年周萨神庙再

现昔日风采，顺利移交柬方。

文物保护合作结硕果

在中国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柬埔

寨吴哥古迹保护中国工作队主要由中国

文化遗产研究院组建。从周萨神庙到茶

胶寺，再到正在修复的王宫遗址，中国工

作队二十余年如一日坚守在吴哥，帮助

柬埔寨复现高棉文明的辉煌印记。吴哥

保护与发展管理局副局长龙索谷表示，

吴哥古迹保护国际行动已进入第四个

10 年，中国工作队是重要贡献者，展示

出“先进的技术理念和出色的能力”。

中 国 工 作 队 的 坚 守 收 获 了 荣 誉 。

2022 年 12 月，柬埔寨为保护吴哥古迹作

出突出贡献的各国代表颁发勋章，两名

年轻的中国工作队队员获柬埔寨王国骑

士勋章。2018 年，许言、王元林、顾军 3 位

专家也曾获颁骑士勋章。在他们的带领

下，来自不同学科的青年骨干迅速成长，

为文物援外工作积蓄力量。吴哥保护与

发展国际协调委员会常务科学秘书阿泽

迪那·贝肖克表示，柬中两国的年轻文物

工作者在吴哥古迹保护中不断研究新方

法、新技术，碰撞出了许多智慧火花。

柬埔寨是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创

始成员国之一。在联盟框架下，柬埔寨

文物保护修复国际合作工作正向着更广

范围与更深层次推进。拥有千年历史的

柬埔寨柏威夏寺是堪与吴哥古迹比肩的

世界文化遗产，受自然环境、人为因素等

影响，建筑结构严重变形、倒塌。中国担

任柏威夏寺保护与发展国际协调委员会

的联席主席国，参与组织柏威夏寺保护

工作。今年 1 月，中方考察组已进行综

合勘察测绘，拟定修复范围、规模、技术

标准等。未来，柏威夏寺的修复工作有

望陆续启动，中柬文物保护修复合作将

结出更多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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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修复后的茶胶寺。

宋 明摄（影像中国）

下图：柏威夏寺鸟瞰。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供图

满眼都是山，这是笔者来到洪都拉

斯的第一印象。群山连绵起伏，一排排

建筑依山而建，高高低低，从山脚延伸至

山顶。

飞机抵达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

巴的科马亚瓜机场，乘车盘山而行，大约

一个半小时，便进入市区。整座城市位于

巨大的山谷盆地之中，四周层峦叠嶂，城

中道路蜿蜒。特古西加尔巴建于 16 世

纪，城内至今保留着许多不同历史时期的

建筑：老城区的中央公园、圣塞巴斯蒂安

广场、国家博物馆，以及现代化的写字楼、

商场、体育场……沿着陡峭的坡道，从城

市中心向外铺展，一眼望不到头。

山峦披锦，海景如画。大自然赋予

洪都拉斯独特的地理地貌，塑造出令人

难忘的奇妙风光。

这里是中美洲山地最多的国家，全

境 3/4 以上是山地和高原。几十个自然

保护区、20 多个国家公园，岛屿、高山、高

原和深谷遍布全国，许多珍稀动物栖息

于此。自然生态旅游胜地皮科博尼托国

家公园里，10 万余公顷雨林和云雾林形

成巨大的天然氧吧。游客可以住在公园

内的旅馆，完全融入大自然，观鸟、漂流、

远足、探险。著名的雷奥普拉塔诺生物

圈 保 护 区 中 生 活 着 许 多 濒 临 灭 绝 的 物

种，1982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这里是中美洲少数几个湿

热带雨林保护区之一，也是玛雅文化的

重要遗址——保护区内有遗址 200 余处，

极具考古价值。

这里是加勒比海地区的潜水胜地。

洪都拉斯北临加勒比海，南濒太平洋丰

塞卡湾，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位于洪

都拉斯北部近海的罗阿坦岛是该国海湾

群岛中最大的岛屿，也是海外游客钟爱

的 旅 游 目 的 地 。 作 为 世 界 第 二 大 珊 瑚

礁、中美洲大堡礁系统的一部分，罗阿坦

岛可谓大自然开山劈海的奇迹之地：潜

入水下，自由徜徉海底世界，与鱼嬉戏、

观赏珊瑚；滑翔空中，体验呼啸疾驰的高

空滑索，欣赏茂密丛林和加勒比海美景；

乘坐四轮越野车，穿越岛上的丛林密道、

泥潭洼地……“海陆空”景色处处宜人。

神奇的土地滋养着洪都拉斯的多元

文化。除官方语言西班牙语，许多地区

仍保留着隶属于玛雅语系的古老语言。

这里的美食文化同样多元，拉丁美洲、加

勒 比 地 区 、西 班 牙 和 非 洲 美 食 相 互 融

合。当地人的主食多以豆子米饭和玉米

饼为主，不同区域都有自己的特色菜肴：

海螺汤、椰汁海鲜、烤牛肉片、炸鱼等，还

有用玉米皮或车前草叶包裹玉米面团、

鸡肉或热带水果制作而成的馅饼，十分

可口。

洪都拉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都拥

有丰富多彩的节日传统，几乎每个月都

有节日欢庆。人们聚在一起，穿着民族

服装伴随花车游行，载歌载舞。比如，每

年 4 月 12 日的蓬塔戈尔达节，是加里富

纳人庆祝首次来到罗阿坦岛蓬塔戈尔达

社区的节日。当地人身着鲜艳服装走上

街头，击打鼓点，跳起欢快的蓬塔舞。

洪都拉斯中北部的约罗省每年 6 月

第二周举办的“鱼雨节”也吸引了很多

国内外的游客。据当地人讲，100 多年

来，每逢春夏之际都有一两次这样的景

象：倾盆大雨伴随着雷鸣闪电狂啸两三

个小时之后，田间地头、城镇街道便会

出 现 许 多 大 大 小 小 的 鱼 。 鱼 儿 到 底 从

何 而 来 ？ 究 竟 是 暴 雨 搁 浅 了 地 下 溪 流

或洞穴中的鱼，抑或龙卷风将海中的鱼

裹挟到天上后再带向这里，目前尚无定

论 。 但 对 约 罗 居 民 而 言 ，分 享 是 幸 福

的，收集鱼最多的人会重新分配，无法

及 时 收 集 鱼 的 家 庭 也 能 有 所 收 获 。 无

论怎样，人们都不会将鱼售卖，因为“你

不能出卖上天的祝福”。

奇妙的自然风光、独特的风土人情

和古老的习俗传统，令洪都拉斯散发出

与众不同的魅力，也吸引着越来越多世

界各地的游客跨越山海前来观光。

洪都拉斯的山海奇观
谢佳宁

中文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

一，汉字则是记录中文的书写符号

系统，也是古文字体系中唯一延续

至今的文字。中文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

的重要载体，也是增进不同文明对

话的桥梁。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对

中文学习的需求逐渐旺盛。目前，

全球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

教学，超过 80 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

民教育体系，外国正在学习中文的

人数超过 3000 万。国际中文教育

的蓬勃发展，促进了中外人文交流、

文明互鉴、民心相通。

“ 中 文 日 ”：展
现传统文化和现代
文明的窗口

谷 雨 ，是 春 天 的 最 后 一 个 节

气。谷雨之后，气候渐暖，降雨增

多，万物蓬勃生长。相传，轩辕黄帝

的史官仓颉就是在谷雨时节创造了

中国原始象形文字。“诞生”于谷雨

的汉字在漫漫岁月中，书写着中华

民族的浩瀚史诗。

2010 年，联合国宣布启动联合

国语言日，以促进 6 种官方语言在

联合国的平等使用。同年，中国常

驻联合国代表团建议，将“联合国中

文日”定为每年 4 月 20 日（谷雨前

后），并通过举办系列活动，提高中

文国际化水平，增进世界对中国的

了解，增强海外侨胞对中华文化的

认同感和归属感。2020 年起，中国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以

“联合国中文日”为契机，联合国际

中文教育数字化云服务平台“中文

联盟”，将 4 月 20 日定为“国际中文

日”，为各国民众创造了体验、亲近

中文的新平台。10 多年来，“中文

日”已成为全球中文爱好者的节日

和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

中文对万物的倾心摹写，在一

笔一画间，在一声一韵中。通过丰

富多彩的“中文日”活动，参与者宛

如徜徉在文化花园，流连忘返，自在

采撷。参与英国教育部中文培优项

目的英国中学生们参加了多个工作

坊，如描红书签、吹墨梅花。当地学

生汉娜说：“我对中国书法最感兴

趣，它让我愉悦而专注。”在智利举

办的“中文日”活动中，中国剪纸、中

国传统文化知识竞猜等活动吸引人

们热情参与。在瑞士日内瓦万国

宫，“盛世雅赡——庆祝联合国中文

日暨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之宋画展”，

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国际友人及当地

民众前来观展。

“中文日”活动既是传统的，也

是现代的。伴随越来越多外国友人

迫切想要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成

就，反映中国力量、中国速度、中国

智慧和中国方案的主题活动备受关

注。在武汉大学组织的“中文日”活

动中，除了诵读经典、体验活字印刷

等传统文化项目外，学校还组织留

学生走进武汉市蔡甸区黄虎村参观

采访。绿水青山，琴音袅袅，“乡村

与古琴”活动面向海内外线上直播，

将古琴文化与乡村振兴主题相融

合，生动展示出中国美丽乡村建设

的成果。

在“中文日”开展的丰富活动，

不仅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

象，也于点滴间增进各国人民对中

国的了解。

“中文+”：折射
中外交流合作的蓬
勃脉动

中国提出并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携手共建国家和地区展开深入

合作，促进全球互联互通与共同发

展。中外教育机构积极呼应这一发

展趋势，纷纷开设“中文+”课程，如

“中文+高铁”“中文+电子商务”“中

文+中医”等，涵盖数十个领域。国

际中文教学在通用型教学的基础

上，朝着更加专业化、应用型方向发

展，“会中文、懂技术”正成为许多国

家新的人才标准。

为欢迎更多中国游客走进尼泊

尔博卡拉市，尼泊尔国家旅游局专

门 组 织“‘ 一 带 一 路 ’走 进 尼 泊 尔

——博卡拉旅游中文培训班”。来

自中国的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为

70 名当地学员授课。参加培训的

有旅游局工作人员、酒店管理者，也

有商铺老板，学员们在两个月内完

成了 80 个小时的中文课程。尼泊

尔国家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中

国对全球旅游业而言都是巨大的市

场。为更好地和中国游客沟通交

流，我们亟须加强中文学习。”

在南非、坦桑尼亚、埃及、法国

等 地 ，“ 中 文 + ”职 业 培 训 如 火 如

荼。在今年的“国际中文日”活动

中，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发布《职业中文能力标准》，规定了

中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在特定职

业领域、工作任务下的应用能力及

等级。这进一步推动语言能力与职

业技能同步培养、通用层面语言标

准与职业技能标准有效衔接。

中文包容性助
力 不 同 文 明 交 流
互鉴

语 言 是 了 解 一 个 国 家 的 钥

匙。中文包含着中华大地的历史

文化密码，反映了中华儿女的智慧

和哲学思维，呈现出强大的包容性

和生命力。在语言的发展变化中，

中 文 一 直 保 持 着 开 放 性 。 例 如 ，

《汉语拼音方案》就采用了国际上

广泛使用的拉丁字母。中文书写

的行款也从传统的竖排左行，改为

横排右行，与更多国家的行文习惯

相 接 洽 。 在 汉 译 国 名 上 ，“ 法 国 ”

“德国”“意大利”等让许多初次接

触中文的留学生赞不绝口。在他

们眼中，从语义到音节音律，这些

国名的汉译都很美。

中 国 正 日 益 走 近 世 界 舞 台 中

央，很多海外民众对中文学习的兴

趣日益浓厚，他们渴求了解博大精

深的中华文明和今日中国的精彩

故事，这就需要我们努力打造更加

开 放 包 容 、优 质 可 及 的 国 际 中 文

教育。

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立足中

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

深刻阐释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

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

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要努

力推进智慧型中文国际传播，增加

中文国际产品供给，推动国际中文

教育本土化；要创新人才培养方式

方法，促进师资队伍建设与人才培

养的专业化、多元化，推动区域化、

国别化中文国际传播研究与人才培

养；要通过合作建立中文教育研究

“区域+国别”体系，鼓励不同研究

团队加强协同合作，实现资源共享

和技术交流。

中 华 文 明 以 开 放 包 容 闻 名 于

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

断焕发新的生命力。让我们创新国

际中文教育，向世界阐释并展示更

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

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深化不同

文明交流互鉴，让世界文明百花园

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文

化交流学院副教授）

以语言为桥
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

潘晨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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