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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

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

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

摆 在 全 局 工 作 的 重 要 位 置 ，不 断 深 化 对 文

化 建 设 的 规 律 性 认 识 ，对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传

承 工 作 提 出 了 一 系 列 新 思 想 新 观 点 新 论

断 。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上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

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全面系统深

入阐述，为我们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保护

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脉和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文化遗产作为民族智慧的结晶、民族文

化的见证，对我们更好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

特性，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紫禁城集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之大成，集中体现了自秦

汉以来“大一统”的共同心理、“致中和”的哲

学思维和严整均衡的礼序传承，以及天人合

一、顺时施政、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观念。存藏

其间的 186 万余件（套）文物藏品，跨越了新石

器时代到夏商周以及秦汉隋唐到宋元明清各

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连缀成一部不间断的物

质文明史，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持

续不断又灿烂多彩的物质生活和精神追求。

同时，各民族文化在此交流交往交融，中华文

明在此与世界各文明交流互鉴、相得益彰。

故宫独特的物质文化遗存，充分彰显出中华

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

和平性。故宫文化遗产是中华 5000 多年文明

的承载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汇聚地，也

是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见证。

新时代新征程，故宫博物院以习近平总书记

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

述、重要指示为指导，不断加大故宫文化遗产

系统性保护的力度，稳步推进平安故宫、学

术故宫、数字故宫和活力故宫建设，努力构

建符合故宫实际、引领博物馆和世界旅游景

区发展方向的发展体系。故宫博物院将坚

持守正创新，更好肩负起真实完整地保护传

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全力将这

座国际一流的博物馆建成世界文化遗产保

护的典范、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引领者、文明

交流互鉴的中华文化会客厅。

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文化遗产承载

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

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加强故宫

文化遗产保护，要坚持“保护为主”的原则，把

系统性、整体性保护作为贯穿始终的首要任

务，“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我们

一定要完整交给后人”。加强故宫文化遗产

保护，要坚持国际标准，按照《保护世界文化

和自然遗产公约》要求，统筹做好文化遗产监

测、遗产保护标准化、预防性保护、研究性保

护 、文 物 防 震 及 抢 救 性 科 技 修 复 保 护 等 工

作。加强故宫文化遗产保护，还要以敬畏之

心、珍爱之情、扎实之举，把故宫及其丰富的

馆藏文物保护好管理好，开展古书画保护传

承等多学科保护项目，更好地让历史说话、让

文物说话。

深入挖掘故宫文化价值。中 华 文 化 积

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

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

独特的精神标识。故宫注重组织多学科交

叉融合的学术研究，让故宫文化遗产的突出

普遍价值得到完整阐释。从深度参与《（新

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到组织“故宫博物院

藏殷墟甲骨文整理与研究”项目，从“基于故

宫文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课题到“古文字

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从“书画保护文

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到“国家文物局古

陶瓷重点科研基地”建设，故宫博物院不断

挖掘文化遗产蕴含的中华文化精髓，让故宫

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融入当下，

泽被后世，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入更

多“源头活水”。

促进文化科技融合发展。故 宫 把 推 进

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列入重要议事日

程，运用当代数字技术，对文化遗产进行信

息采集、存储、研究与保护、传播，致力形成

线上线下融合互动、全方位立体覆盖的数字

化文化服务供给体系。故宫文化遗产的数

字化保护以每年 6 万至 8 万件的采集数量，

加速院藏文物基础影像采集，并持续建设数

字化保护标准体系。我们推动故宫文化遗

产的数字化传播，开拓创新，建设“故宫·腾

讯联合创新实验室”等“文化+科技”合作基

地，让数字文化生产与传播向智能化、社交

化、服务化的新数字传播形态转变。故宫智

慧博物馆通过“故宫博物院”小程序、400 观

众智能服务热线等，提升服务效能。通过建

设大高玄殿数字馆、“数字文物库”和“数字

图书馆”，开发《清明上河图 3.0》《“纹”以载

道沉浸式数字体验展》，让故宫文物承载的

多元价值插上数字科技的翅膀，走进千家万

户，满足人民群众接触文化、获取知识、提升

修养、终身学习的愿望。

激发优秀传统文化活力。故 宫 立 足 当

代、服务人民，充分挖掘文物蕴含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精髓，并将其创造性地转化为大众

喜闻乐见的活动，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

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现形式。从面向普通公

众的系列科普学术讲座，到面向青少年的“故

宫小书包”“孩子，圆你故宫梦”等特色公益活

动，从故宫里众多优秀展览到在各地巡演的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音乐儿童剧《甪端》，故

宫注重通过多样化形式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

青少年认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不断增强

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更好构筑中国精

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在守护好紫禁城、

保护好珍贵文物的基础上，我们将通过“活力

故宫”建设，以更具特色的展览展示、更高水

平的宣传推广、更优质便捷的开放服务，让人

民获得更充实、更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

生活。

持续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故宫作为丰富

多彩的文化遗产，既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

见证，又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加强文化

遗产领域的国际合作，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和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具有双重意

义。故宫将在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基础

上，积极开展文化“走出去”，以有内涵、有深

度、新颖立体的展览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向

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7 月 19 日，

故宫多语种网站发布，覆盖英、法、俄、西、日

五种语言国际观众。故宫还将大力支持文化

“请进来”，通过开展跨文化文明比较研究，举

办“太和论坛”，实施促进中外学者交流的“太

和学者计划”，建设国际联合实验室和国际学

术论坛，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

优秀文明成果，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助力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故宫、莫高窟、长城、大运河等为代表

的中华文化遗产，既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家国一体形成发展过程的见证，

也揭示出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

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保护

文化遗产就是保存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

神根脉。我们要自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故宫文化遗产，努力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让中华文化遗产保护有效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

辉煌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更加强

大的精神动力。

（作者为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

物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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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广 阔 的 南 海 古 代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上，沉

没 着 大 量 古 代 商 船 。 进

入 深 海 获 取 这 些 沉 船 信

息，成为中国水下考古的

当务之急。

要向深海挺进，必须

借 助 深 海 科 技 的 力 量 。

从 2009 年 至 2012 年 ，我

国 自 主 设 计 的 首 台 载 人

深 潜 器“ 蛟 龙 ”号 接 连 取

得 1000 米 级 、3000 米 级 、

5000 米 级 和 7000 米 级 海

试 成 功 。“ 奋 斗 者 ”号 在

2020 年 成 功 坐 底 万 米 深

度的马里亚纳海沟，不仅

刷 新 了 中 国 载 人 深 潜 新

纪录，也标志着我国形成

了 从 1000 米 、4500 米 、

7000 米 到 万 米 级 的 全 海

深深潜能力，这意味着水

下 考 古“ 望 洋 兴 叹 ”的 状

况 有 望 改 变 。 2018 年 1
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现国家文

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中

国 科 学 院 深 海 科 学 与 工

程研究所（以下简称中国

科学院深海所）正式成立

深海考古联合实验室，吹

响了向深海进军的号角。

2022 年 10 月，中国科

学院深海所出海执行科考

任务，行进至南海西北陆

坡约 1500 米水深时，其搭

载 的 测 深 侧 扫 设 备 传 回

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图像：

一座高达 3 米、由密密麻

麻的瓷器堆积而成的“小

山 ”赫 然 出 现 在 队 员 眼

前。就在该沉船不远处，

团 队 还 发 现 了 另 一 艘 沉

船，其周围散落着大量原

木 。 考 古 专 家 综 合 研 判

认为，第一处沉船应属明

代 正 德 年 间（1506—1521
年），并 将 其 定 名 为 南 海

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推测文物数量超 10 万件；另一处定名

为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应属明代弘治年间（1488—1505
年），应是从海外装载货物驶往中国的古代船只。

一号沉船是在南海和东南亚水域发现的数量不多的明

代中期的沉船。南海的陆坡地带是硬底，船沉入海底后，船

货就摆在了海床表面，受到泥沙干扰很少。一号沉船地的

瓷器明显分成几堆展露在海底，说明这些瓷器原来分别存

放在不同舱室中。

一号沉船出水器物主要是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青花

瓷器元代后期已在景德镇成规模生产，由于元末战乱，景德

镇窑业生产受到巨大破坏，加之进口的青花彩料较难获得，

明代初年青花瓷仅在御窑生产，民窑则主要生产质量较差

的白釉瓷器。直到明代正统年间（1436—1449 年），青花瓷

才开始在民窑作坊生产，技术迅速成熟，质量提高很快，并

迅速成为主要的外销瓷器品种。一号沉船出水的青花瓷器

中有一些质量很高，胎釉细白，颜色亮丽，纹样复杂，代表了

当时青花瓷制作水平。

一号沉船出水的多彩珐华器最引人注目。珐华器是以

稀泥浆通过细管挤在瓷器表面，勾画出突起的图案轮廓，称

为沥粉技法，然后再在勾画出的纹样内填上不同颜色的彩，

形成边界明晰、色彩鲜艳的纹饰。一号沉船出水的珐华器，

颜色鲜艳，还使用了镂空技术。部分器物表面有大片的贴

金，表现出很高的工艺水平。这类器物应该是景德镇民窑

为了满足海外需要，专门生产的高档产品。景德镇御窑厂

遗址的考古发掘不曾发现。一号沉船出水器物无疑给考古

工作者提供了寻找这类窑址的动力和目标。

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地点，海床上布满了大量原

木。经科技分析，这些木材来自中南半岛。

在大航海时期以前，海上贸易主要采用中间港贸易模

式。元代中国最重要的中间港是庆元（现在的宁波），明代

开始，中间港逐渐转移到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口地区。郑

和七下西洋的航海活动在东南亚培育了一个重要的中间港

——满喇加（现在的马六甲），建立了郑和城堡，成为航海基

地。来往船队首先靠泊这里，再分为不同分宗前往印度洋

各地。一号沉船出水了伊斯兰风格的青花瓷和珐华器，给

大航海初期阶段新旧贸易体系博弈历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

实物证据。

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科学院合作开展的深海考古项目，

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具有高技术含量的深海考古行列。此次

发现的两艘沉船不仅出水了精美器物，而且带来新的研究

课题，对于加强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贸易史研究都有重要

意义。

（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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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运 河 沿 线 城 市 是 大 运 河 文 化 的 重 要

载体。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以此为线索策划

了多项展览，《大都：元代北京城》是系列展

览中的重头戏，来自 22 家文博单位的 200 余

件（套）珍贵文物，带领观众领略元大都的壮

阔和风华。观众如果细心观展，会注意到有

许多与书画家赵孟頫相关的展品。通过这

些线索，我们可以拼接出一个赵孟頫眼中的

元大都。

1286 年 的 12 月 ，时 年 32 岁 的 赵 孟 頫 从

湖州出发，再由杭州取道运河北上，水陆交

替向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城进发。这

是赵孟頫第一次北上大都。那时元大都刚

刚落成不久。这座展现在赵孟頫眼前的大

都城，由外城、皇城、宫城重重相套组成。距

离大都很远就能看到它高耸的外城和深远

的 城 壕 ，大 都 外 城 上 共 开 有 11 座 城 门 ，东 、

西 、南 三 面 各 三 门 ，北 面 开 两 门 。 700 余 年

后，考古学家又发掘出元大都外城西侧城门

和义门的瓮城城门，像是揭开了时光帷幕的

一角。20 世纪 60 年代，考古学家徐苹芳开始

主持元大都遗址的考古工作时，元大都遗址

已有 2/3 的面积被遮掩在明清北京城之下，

而且被遮掩的部分正是都城的精华所在，已

经 没 有 可 能 把 元 大 都 城 内 中 心 区 域 ，即 宫

城、隆福、兴圣三宫和包括琼华岛在内的西

苑以及太庙、社稷坛和中书省、枢密院、御史

台等中央官署等遗址，全部发掘出来。考古

学家们将此类城址称为“古今重叠型城址”，

并探索出一套复原研究方法。结合这些文

献，徐苹芳曾对元大都城市平面做出系统的

复原。在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元大都

城市平面复原图。

通过文献记载和考古工作，我们知道城

中排列着一条条笔直开阔的街道和平行分布

的胡同，街的两侧还修建有石砌的排水渠，这

是城市骨架。这些胡同，不少至今还在。给

赵孟頫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城中广阔的水

面。刚刚抵达大都，他提笔写下《初至都下即

事》。诗中提到的“海子”就是今天北京的积

水潭，它向南与皇城中的太液池相连，这里正

是元大都的前身金中都城外东北的离宫万宁

宫所在。

赵孟頫留在了大都，之后也多次往返于

此。从艺术史角度看，赵孟頫是开一代风气

的枢轴式人物，展览展出了部分与其有关联

的书画家的艺术作品。

在 大 都 城 内 有 很 多 专 供 宫 廷 、内 府 或

者 官 署 使 用 的 瓷 器 以 及 具 有 时 代 特 点 的

金 银 器 ，这 些 器 物 通 过 南 船 北 马 汇 聚 皇

都 。 在 元 大 都 遗 址 ，来 自 各 地 数 以 万 计 的

瓷 片 被 发 掘 出 土 ，匆 匆 掩 埋 的 元 代 窖 藏 中

还 遗 留 着 精 美 的 元 代 青 花 瓷 器 。 在 元 大

都 发 现 的 瓷 器 中 以 磁 州 窑 、景 德 镇 窑 、钧

窑 、龙 泉 窑 的 产 品 最 为 丰 富 。 这 些 被 考 古

学 重 新 赋 予 生 命 的 器 物 静 静 立 在 展 厅 ，使

逝 去 的 历 史 复 活 ，我 们 似 乎 听 得 见 大 都 城

内 市 井 的 喧 闹 、诗 人 的 吟 唱 ，闻 得 到 茶 酒

的 醇 香 。

（作者为《大都：元代北京城》策展人）

运河文化展览重现元大都风采
王子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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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出水了伊
斯兰风格的青花瓷和珐华器，给大航
海初期阶段新旧贸易体系博弈历史提
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

核心阅读

故宫独特的物质文化遗
存，充分彰显出中华文明突出
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
容性、和平性。故宫文化遗产
是中华 5000 多年文明的承载
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汇
聚地，也是多元文化交流融合
的历史见证。

以故宫、莫高窟、长城、大
运河等为代表的中华文化遗
产，既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家国一体形成发展
过程的见证，也揭示出中国社
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
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
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