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时强调，

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

深，离不开考古学。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

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做好中

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

2023 年，是文博事业蓬勃发展的一年。中国

考古博物馆开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70
多年来发掘所获的 5000 多件文物精品首次亮相；

“鉴往知远——新时代考古成果展”“玉润中华——

中国玉器的万年史诗图卷”等展览举办，让观众近

距离感知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三星堆博物馆新馆

开馆，各地博物馆人气高涨，“博物馆热”反映出民

众对了解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兴趣日益浓厚。

2023 年，是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持续推进的一

年。如今，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挂牌 55 个、立项 80
个，有力促进了遗址保护与利用。陈列在广阔大地

上的遗产活起来，绽放照亮古今的光辉。

在过去的一年中，还有一些难忘

的事情。我参加了博鳌亚洲论坛 2023
年年会文化圆桌会议、2023 世界大

河文明论坛、尼山世界文明论坛、

良渚论坛以及第五届“世界考

古论坛·上海”等多个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文化论坛，就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成

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等做了演讲交流。第五

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上，三星堆遗址获评重大

田野考古发现，由我主编、200 余位学者合作撰写

的《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获评重要考

古研究成果。

考古是对历史的追问和探寻，串联起中华文明

的颗颗明珠。作为一名从事考古工作 40 多年、参与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20 年的“老兵”，我深切体会到，

考古工作不仅是着眼于过去，而且是着眼

于当今和未来。考古发现让人民群

众更好了解古代的中国、认识

现在的中国、理解未来

的中国，同时向世

界展示可信、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增强

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

响力——为此，中国考

古人将一直在路上。

（作者为中国社

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本 报 记 者 陈圆圆

采访整理）

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
王 巍

大型广场表演艺术已成为展示国家形象、传递

时代精神的重要载体。作为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

的总导演，我和团队成员始终在思索，在这个高光

时刻，怎样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艺术的生命力离

不开创新。我和团队坚持在创作中推陈出新，以创

意展现中国之美。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以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为底色，熔科技之力和艺术之美于一

炉，展现中国风采与中国声音。

点燃主火炬是亚运会开幕式的重要环节。我

们先后设计了 60 多版方案，最终决定采用“数实融

合”的点火方式。2023 年 9 月 23 日晚，来自 130 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 1 亿多名数字火炬手在钱塘江上空汇

聚成巨大的数字人，它踏浪而来，在大莲花体育场和

最后一棒火炬手共同点燃主火炬。闭幕式上，它又以

“弄潮儿”的名字返场。数字火炬手的设计，向世界

传递天涯共

此时的中国

式浪漫。

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为创作者打开了一扇窗，

让我们能够释放无限的想象力。裸眼 3D 与线上增

强现实虚拟影像构建沉浸式体验，一座连接古今的拱

宸桥在舞台上立起，呈现人在画中游的雅致宋韵；运

用地屏、立体透明网幕和裸眼 3D技术，千姿百态的钱

塘江大潮“涌动”在体育场中，借助 3D双威亚技术，双

人舞演员在空中逐潮踏浪；以人工智能技术融合而

成、通过 3D 打印制作的“荷桂记忆之花”，传承“藉草

攀花”的惜别之礼，传达“荷桂共融”的和合共生之情

……通过科技的力量，我们为全球观众开启了全新

的感官体验，在古老与时尚的交融中实现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灵感的沃土、创作的富

矿。我们坚持从中寻找灵感，用丰富的手法和设

计语言，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美学气质和深厚

底蕴。以创作讲好中国故事，是文艺工作者的责

任和使命。我们将在内容和方式上持续探索，在

作品中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塑造

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作者为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

本报记者曹雪盟采访整理）

以科技之力，展文化之美
沙晓岚

迄今为止，我的写作之路已经走了 30 年。文

学给了我多个层面的收获，最重要的就是精神生

命的持续成长。除了写作，我成长的主要途径还

有阅读。在写作和阅读与我同生共长的漫长岁月

里，我深切地感受到，就文学这种典型的精神生活

而言，无论创作还是阅读，都是慢的。

慢，意味的不是写作速度，而是写作态度。作

为作者，如果快，创作状态就会慌张起来。慢，更

是一种内容，指写作前的生活、资料、认识和思考

等各种积淀，也指写作中的各种要素，比如寻找角

度、捕捉细节、酝酿语感和调整节奏。我深知，作

为一个才华非常有限的人，正是因为慢，我才可能

做出了一点儿成绩。因此我常常要求自己：慢一

点儿，再慢一点儿，如果你更慢一点儿，可能会写

得比现在好上一些。

在阅读领域里，慢，意味的就是深阅读，即经

典阅读。我经常被问到：数字时代，为什么还要阅

读经典？又该如何进行文学阅读？其实，科技如

此发达，手机阅读、碎片化阅读方式的盛行是必然

的。它有便利的地方，比如，可以快速共享知识和

传播信息，还可以建立线上读书群等。但这种便

利的另一面，就是容易让阅读浮光掠影。在这个

意义上，深阅读和经典阅读尤其重要。经典之所

以被称为经典，是由一代代读者检验出来的。阅

读经典可能不会立马变现，但能够最大限度地涵

盖所有人的人生，让每个年龄段的人都能在其中

汲取到营养，从而潜移默化地培养我们深入思考

的能力和习惯，提高精神生活的质量。

2023 年，我的长篇小说《宝水》获得了第十一

届茅盾文学奖。《宝水》写了村庄的一年，为了写这

一年，我用了七八年时间。很多人说这个速度太

慢了。可我理解和感受的文学，就是一项慢工出

细活的精神事业。她如同一棵棵长得很慢的树

木，像银杏，像冷杉，像黄花梨，像檀木。只有拿出

充分的耐心去慢慢感受文学的心跳，才有可能抵

达所期待的境界。

（作者为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本报记者施芳

采访整理）

慢写作，深阅读
乔 叶

沉淀、思考，是我在 2023 年的关键词。电视剧

《人世间》凸显长尾效应，继 2022年摘得金鹰奖 4项

大奖后，又收获白玉兰奖 5 项大奖。从《人民的名

义》《巡回检察组》到《人世间》，每部作品都是我们

怀着热爱一步步“孵化”出来的，希望能在历史的长

河里沉淀下来。

对 于 影 视 行 业 ，2023 年 是 沉 淀 、收 获 的 年

份。从各影视基地的“开机”数，到影视拍摄许可

的报备数，再到票房数据、收视数据，都以增长的

态势呈现行业的加速回暖。大银幕、小屏幕，涌现

不少可圈可点的作品。电视剧《狂飙》《三体》《漫

长的季节》、电影《流浪地球 2》《长安三万里》等一

批兼具时代价值和文化含量的作品受到观众认

可。做内容就得真心付出、扎扎实实，观众不会拒

绝滚烫、真诚的作品。通过这些作品，我们感受到

影视创作与时代脉动密切相连。

创作的广度进一步拓展。科幻题材将想象力

与现代视听表达融为一体，职场剧、行业剧关注普

通人的关切……艺术表达的新空间正在逐步打

开。教育、医疗等相关题材的挖掘还有待更加深

入，我期待看到更多直抵人心的作品。

2023 年，一批 80 后、90 后导演崭露头角，为行

业注入新鲜血液。文艺创作是一项需要使命感的

事业。无论电影还是电视剧，除了满足娱乐性、观

赏性需求，还得给人留下思考、带来启迪。作为导

演或制片人，如果对生活的认知流于表面，恐怕也

只能留下流水线式的产品。透过 2023 年的精品佳

作，我看到同行们的坚持与追求。

讲好中国故事，赓续中华文脉，我们创作者要

站在高处、开阔胸怀，打开创作视野和想象空间。

艺术的魅力在于创造，具有当下性的作品正逢其

时。作为创作者，需要的是善于发现的眼睛和勇

于担当的肩膀。

积蓄力量、整装待发，是为了更高地跃升、向

更高处攀登。我们有理由期待，今后会涌现更多

优秀作品。

（作者为导演、制片人，本报记者任姗姗采访

整理）

沉淀“留得下”的作品
李 路

2023 年 9 月 17 日，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召开

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四十五届世界遗产大会通

过决议，将中国“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

化遗产，是我国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

喜讯传来，我激动地在微信朋友圈发了 9 张

申遗不同时期的工作照。对我而言，从 2011 年 3
月第一次踏上云南景迈山起，近 13 年参与和见证

了申遗之路，始终不变的是对景迈山深深的眷恋

和祝福。

这些年来，我们申遗的脚步从未停歇。通过

多学科科学研究以及考古、寻找实物证据等，我们

完成了 16 万字的景迈山古茶林申遗文本。其中

最难的，是把从当地老人口述中获取的碎片化资

料逐步按照世界遗产的语境和要求条理化。直到

现在，我每次依旧能从中学习到新的知识，可以

说，景迈山是我的老师。

这些年来，对于景迈山古茶林的守护也在不

断完善。在各项规章制度的指导下，古茶林得到

了有效保护。同时，景迈山上的路修好了、自来水

通了，“火起来”的景迈山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

客。老百姓的茶叶收入和旅游收入都增加了，还

有年轻人做起网络直播，向更多网友展示景迈风

情。当地百姓愈发了解景迈山和古茶林的价值，

“原来我们的古茶林和别处不一样！”这也进一步

促进了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

申遗成功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如何积极

利用数字遗产、遗产全链条经济等新技术和新理

念，探索遗产的活化利用；如何建立以遗产保护为

重点，相关监测、研究、展示、服务等多种设施或机

构以及制度环境共同构成的“遗产综合体”；如何进

一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向全世界讲好中国茶

故事……这都需要我们持续思考发力。一叶千

年，生生不息的景迈山古茶林，故事还在继续。

（作者为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

本报记者王珏采访整理）

讲好中国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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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 2023 年，重要时间节点

见证文化建设新起点、新高度、新使命。

2023年 6月，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召开，提出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任务；2023年 10月，全国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习近平文化思想，

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新的

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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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催人奋进，令人鼓舞。

过去一年，我们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

等重大项目诠释“何以中国”，文学、戏剧、影视等领域涌现一批兼具思想穿透力

和艺术感染力的精品力作，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持续繁荣，国家文化软实力和

中华文化影响力持续提升。

文化之力贯穿时间之河。展望新的一年，赓续中华文脉，谱写当代华章，让我们共同

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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