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遗产承载灿烂文明，传承

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一个对

历史文化具有深刻认识和深厚情

感的领导干部，一定会以尊崇、敬

畏的态度，充满热情地保护文化遗

产。特别是在城市更新改造和乡

村全面振兴中，牢固树立保护好文

化遗产也是政绩的理念，对领导干

部格外重要。

树 立 保 护 好 文 化 遗 产 也 是 政

绩的理念，是由保护文化遗产的紧

迫性所决定的。当前，新型城镇化

不 断 发 展 ，老 城 在 改 造 中 焕 然 一

新，但伴随着这个过程，一些文化

遗产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消失了，

一些历史文化街区在“拆真建假、

拆旧建新”中变味儿了，一些非遗

技艺在缺少传承人的寂寞中几近

失传，一些级别不高的不可移动文

物因缺乏维护面临湮灭。文化遗

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

源，一旦失去就再也追寻不回来。

我国是举世公认的文化遗产大国，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家底”相

当深厚，但从某种意义上看，现存

的文化遗产是社会发展大潮的“幸

运儿”，如果不加强保护，仍有继续

损毁失去的可能。在这种形势下，

主政一方的领导干部如果秉持保

护好文化遗产也是政绩的理念，努

力做出一番成绩，就能为子孙后代

留下宝贵财富。

树立保护好文化遗产也是政绩

的理念，需要摒弃把保护文化遗产

和发展经济对立起来的错误观念。

事实证明，保护文化遗产可以促进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设想一下，

如果当年没有从炸山开矿中挽救良

渚遗址，能有若干年后良渚申遗成

功吗？如果没有当年对鼓浪屿历史

建筑的精心保护，能有今天游客如

织的旅游胜地吗？深沉的文化情怀

和长远的历史眼光，让如今的良渚

和鼓浪屿，不但成为享誉中外的文

化名片，更带来切切实实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所谓“功在当代、利

在千秋”，此之谓也。

与新上各种项目相比，保护文

化遗产似乎平平淡淡，在修旧如旧

原则下，文化遗产难有焕然一新的

视觉冲击力。但是，政绩有潜有显，

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的政绩固然重

要，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的政绩同

样重要。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

涵养民族精神，其中蕴含的哲学思

想、价值理念、道德规范、艺术传统，

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可或缺

的宝贵资源。《周易》说：“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一个地方把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抓好了，就能以文化人，培

育出知礼守义、重文崇教的社会风

尚，从而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

造良好条件，最终实现“文化很发达

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

当前，我国文化遗产事业得到

了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迎来历史

上最好发展时期。领导干部要以对

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坚定

文化自信，加强文化修养，增强保护

意识，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为保护

好文化遗产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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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米宽的河道，碧水荡漾、船

行轰鸣；岸边绿道蜿蜒，市民游憩，

恬静怡然……2023 年，京杭大运河

杭州段二通道（以下简称“运河二通

道”）正式通航。大吨位轮船由此通

行，减轻了古运河的压力。

拱宸桥，京杭大运河最南端，以

其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遗产得以更

好保护和传承。

看到这一切，运河二通道设计

项目负责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金

跃群既兴奋又淡然。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京杭大运

河杭州段运输发展迅速，航运压力

加大，对拱宸桥等文化遗产大大小

小的撞击不可避免。于是，政府提

出建设运河二通道，分流船舶。

“我刚从河海大学毕业踏上岗

位，就进入项目组。从‘小跟班’成

长为负责人，与大运河结下不解之

缘。”意气风发的小伙如今银发爬上

鬓角，金跃群用双脚丈量着大运河

杭州段的古桥、古坝、古建及沿线街

区，他深感“古运河是宝贵财富，要

把宝贝留给子孙后代”。

30 多年来，为了确保运河二通

道设计项目经得起历史检验，“我们

反复徒步调查、全线勘测，听取各方

意见，慎重进行细致的专题研究，相

关课题达上百个。”金跃群说。

过 程 漫 长 ，不 知 项 目 何 时 落

地，有人退出或加入，金跃群却始

终 充 满 感 情 。 其 间 ，他 看 到 一 条

消 息 ：沿 江 大 道 即 将 建 设 。“ 这 会

影 响 未 来 的 运 河 二 通 道 。 没 多

想，直接拨通相关领导的电话，希

望调整规划。”

“后来，沿江大道建成，为运河

二通道建设留足了空间，也避免了

拆除重建的资金浪费。”金跃群说。

近年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启动，运河二通道建设提速。

围绕“还河于民”，违建清理、水系

疏浚、生态修复和文化遗产保护持

续发力。古运河绿起来、亮起来、

美起来了。

不为人知晓的是，金跃群主持

的项目不止于此。

广济桥，京杭大运河保存至今

规模最大的薄墩联拱石桥，是古运

河仅存的七孔石拱桥，作为中国大

运河遗产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20 世纪 90 年代，每天数千船只

经广济桥桥孔通行。来往船只频频

撞击桥墩，桥体不均匀沉降，桥墩条

石撞裂，古桥岌岌可危。

当时，一部分人提出，广济桥影

响交通运输，要拆；有一部分人认

为，文化遗产不可再生，要保；还有

一部分人算了账，保一座桥花几千

万元，不值。

“当时我沿着运河走访，查阅历

史典籍，认为七孔石拱桥十分稀少，

保存下来最好。”金跃群说，如果拆

桥异地重建，最多能把桥体的石头

复原，桥基等没办法复制。

多年讨论，保的呼声盖过拆的

想法。新航道开挖，广济桥依旧，留

下“7500 万元保一座古桥”的佳话。

回过头看，保护广济桥、拱宸桥

非常重要，“我的职业生涯与世界文

化遗产紧紧相连，真是幸事。”金跃

群说，快到退休之年，他每天总爱到

运河边走走瞧瞧，“习惯了”。

文 化 遗 产 一 代 代 传 下 来 ，离

不 开 每 个 参 与 者 的 心 血 。 如 今 ，

年 轻 人 杨 扬 也 在 护 古 桥 、建 新

桥 。 在 他 看 来 ，金 跃 群 一 辈 子 坚

持一件事，充满使命感，是学习的

榜 样 ，“ 接 过 历 史 的 接 力 棒 ，唯 有

更加珍惜、勤勉……”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金跃群

把古运河这个宝贝留给子孙
本报记者 郑海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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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光潋滟，草木葱茏。从浙江杭州

西子湖畔步行，进入玉皇山路，四周的

喧闹渐渐沉静，大约 1 公里后，中国丝绸

博物馆在丛林掩映中出现。 1992 年正

式对外开放的中国丝绸博物馆，是国际

上最大的集收藏、研究、传承、展示于一

体的纺织服饰类专题博物馆。走进博

物馆，丝路馆、非遗馆、修复展示馆、时

装馆等建筑，移步换景，别具一格。

独有的魅力、绚丽的色彩、浓郁的

文化内涵，起源于中国的丝绸，为中华

文明谱写灿烂篇章，成为文化强国建设

的动人符号。

7 厘米丝线讲述
数千年丝绸历史

颜色发黑、丝丝交错，进入丝路馆，一

团小小的丝线，格外引人注目。中国丝绸

博物馆馆长、浙江理工大学浙江省丝绸与

时尚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季晓芬说，这是

考古工作者于 2005年对钱山漾遗址进行

第三次发掘时出土的丝线，“这团长约 7厘

米的丝线，是迄今为止在长江流域发现最

早的丝绸产品，说明距今 4400—4200 年

的长江流域已有养蚕、缫丝、织绸技术。”

中国是世界丝绸的发源地，以发明

植桑养蚕、缫丝织绸技术闻名于世，被

称为“丝国”。

近 代 以 来 的 考 古 发 掘 证 明 ，早 在

5000 多年以前，生活在黄河和长江流域

地区的先民们经过一段漫长而艰辛的

摸索，已经完成从驯化野蚕到缫丝织绸

的历史进程，建立起原始蚕桑丝绸业。

回顾丝绸传播发展的重要阶段，都

离不开技术的进步。展厅内，出土于四

川成都金牛区天回镇老官山汉墓的西汉

提 花 机 模 型 ，成 为 丝 绸 技 术 变 革 的 物

证。“老官山汉墓除了出土一批织机模

型，还有 15件彩绘木俑，从身姿和铭文推

测可能是对汉代蜀锦纺织工场中织工的

模拟再现。这批提花机模型是我国目前

发现的唯一有出土地点、完整的汉代织

机模型，填补了世界纺织史空白，对研究

中国乃至世界丝绸纺织技术起源和发展

具有重大意义。”季晓芬说，战国秦汉时

期，中国的丝绸生产日益普及，产区扩

大，特别是丝织技术得到较大发展，出现

了用脚控制织机开口的踏板织机和以专

门程序来控制经线提升规律的提花机，

形成了中国丝绸的古典技术体系。

丝绸之路的开辟，无疑对丝绸发展

有着历史性的意义。

一件经向长 52厘米、纬向宽 51厘米

的 红 地 翼 马 纹 锦 ，在 展 厅 显 著 位 置 展

出。图案残存 3 排翼马，每匹马高约 19
厘米、宽约 15 厘米。中间一排 3 匹马右

行，上排两匹和下排 3匹均为左行。“马的

造型是典型的萨珊波斯风格。”国际丝绸

联盟秘书长、浙江理工大学浙江省丝绸

与时尚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启正说，

北朝晚期到初唐时期出现的翼马纹样，

原型是希腊神话中的飞马。从地中海、

中亚再到中国的新疆、青海、甘肃等西北

地区，都出土过不少翼马织锦实物，说明

它在丝绸之路上广泛传播。

通 肩 袈 裟 、飞 天 长 裙 、密 集 衣 纹

……展厅复原的敦煌第 322 窟，让观众

仿佛身临其境，感受丝绸的交融之美。

中国丝绸博物馆研究馆员徐峥介绍，隋

唐丝绸无论是在生产技术还是艺术风

采上，都呈现出一种与以前不同的中西

合璧风格。 20 世纪 60 至 90 年代，莫高

窟文物成批次陆续出土，其中不乏大量

精美的丝织品。

丝绸的历史还在继续，江西德安周

氏墓出土的一件素罗单衣，成为宋代丝

绸变革的见证。这件宋代青年女子常

用的服装，以素罗织物制成。尤其引人

注目的是，前门襟中部缀了一粒纽扣，

这也是目前发现我国最早的纽扣实物

之一。季晓芬说，宋元实施“农商并重”

和开放的海洋政策，促使丝绸流通特别

是海外贸易更普遍、频繁，海上丝绸之

路取代陆路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途径。

明清时期，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大量

精美的中国丝绸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直

接输往欧洲、美洲，并成

为 18 世 纪 欧 洲

“ 中 国 热 ”的

重 要 因

素 之

一。紫地缂丝龙袍、大红绸地盘金彩绣

八团龙女袍、黄缎绣云龙朝袍……展厅

内琳琅满目、做工精致的清代服饰，成

为明清丝绸发展的见证。

中国丝绸业形成
机械化技术体系

烟柳垂堤、波光闪动，以桑蚕丝为经

线，以人造丝为纬线，经纬交错间呈现烟

雨朦胧的西湖。这幅西湖意匠图，将传

统提花工艺与杭州风景相结合，成为近

现代丝织技术一大创新的印证。

展 板 图 文 并 茂 地 展 示 了 浙 江 、江

苏、上海的蚕种改良实践。清末到 20 世

纪 20 年代后期，通过蚕种改良，引进新

式教育、新型织机，应用人工原料和西

方印染工艺，中国丝绸业逐步完成近代

化进程，环太湖地区形成了一个与传统

手工体系截然不同的机械化技术体系。

去掉传统旗袍不合理的旧式设计，

采用西式服装设计理念，袍身上植物花

卉、建筑风景、几何图形，争奇斗艳。展

厅内，一件件民国时期的旗袍，让观众

领略民国丝绸焕然一新的染织艺术风

格。徐峥说，20 世纪 20、30 年代，风格独

特的改良旗袍，留下了民国传统纹样的

广泛使用和西式图案风行的印记。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丝绸业在桑品

种、缫丝、丝织、印染整理、生产管理、工

艺设备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丝绸成为

国家重要外贸创汇产品，自 20世纪 70年

代起几乎主导了全世界丝绸产业链的前

端。中国丝绸也被更多地应用在人们生

活的方方面面，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

展 厅 内 ，一 段 呈 螺 旋 形 的 管 状 织

物，引发了人们的好奇。季晓芬介绍，

这是一段纺织人造血管，当人体血管有

病变或创伤时，可用相应口径的人造血

管接上，以挽救病人生命。“1974 年苏州

丝织试样厂与上海胸科医院合作，1979
年成功研制机织涤纶毛绒人造血管并

用于临床，效果良好。该发明获第十四

届日内瓦国际发明金质奖。”

刻画入微、层次丰富、墨润清晰，用

丝线精准勾勒富春山秀丽景色，不仅再

现名画的笔墨神韵，更使离散数百年的

传世佳作在中华织锦的演绎下实现了

完璧重圆。展厅内，彩色数码织锦长卷

——《富春山居图》呈现在观众面前，成

为当代丝绸技术发展的代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电子提花机与

电脑辅助纹样设计系统的普及应用，极

大提高丝织像景的设计自由度。数码

仿真彩色丝织技术突破一种颜色代表

一个组织的传统理念，假如采用红、黄、

蓝、黑、白 5 种丝线交织，理论上可产生

4500 种色彩关系，从而赋予传统丝织画

全新姿态。此技术于 2003 年荣获国家

技术发明奖。

改 革 开 放 后 ，中 国 丝 绸 业 发 展 迅

猛，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国际市场丝绸热

背景下步入黄金时代，80 年代末 90 年代

初跨入自动化电子信息时代。20 世纪

末通过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实施“东桑

西 移 ”“调 结 构 ，创 品 牌 ，促 升 级 ”等 措

施，中国丝绸走出低谷，传统丝绸融入

当代时尚设计元素，重放异彩。

讲好中国丝绸和
丝绸之路故事

李启正说，自嫘祖始教民育蚕、缫

丝制衣之时起，丝绸便成为中华文明的

象征和重要组成部分。及至汉唐，丝绸

之路贯通东西，绵亘万里。中国的丝绸

制品，凭借其优雅、柔和、飘逸的高贵属

性和巧夺天工、精美绝伦的独特美感，

风靡东西，驰名宇内，对人类历史和世

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013 年，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

正式提出。古老的丝绸之路，展开新的

画卷。

李启正说，在丝绸文明和文化的引

领下，丝绸产业也再次迎来新的历史发

展时期。“东桑西移”成功实施，蚕桑丝

绸业成为当时广西、四川、云南等地脱

贫攻坚大力发展的重点产业；第一个丝

绸 国 际 标 准 由 中 国 牵 头 制 定 并 实 施 ；

“家蚕丝腺生物反应器”“丝绸双面数码

印花”“医用蚕丝材料”等丝绸创新科技

和延伸产业不断涌现。

以 中 国 丝 绸 为 主 体 的 中 国 服 装 ，

既立足于本土，又结合国际流行潮流，

逐渐由民族化走向国际化。中国丝绸

博 物 馆 的 时 装 馆 ，诠 释 了 中 国 霓 裳 的

发 展 。 展 厅 内 ，一 款 款 中 国 设 计 师 的

设计服装，用新技术赋能，融合东西方

艺 术 ，彰 显 文 化 自 信 。 刺 绣 装 饰 融 入

旗 袍 体 现 华 丽 ，彩 绣 腰 带 和 腰 间 玉 佩

彰 显 庄 重 ，2008 年 北 京 奥 运 会 颁 奖 礼

服，既是对传统旗袍的创新，又融入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寓 意 。 运 用 传 统 编

织、针刺和印染工艺，呈现“天”的轻盈

飘 逸 ，亮 相 2015 年 米 兰 世 博 会 中 国 馆

的“ 天 ”系 列 秀 服 ，传 承 了 传 统 纺 织 和

印染工艺，运用现代立体裁剪和 3D 成

型技术，并大面积采用手工针刺工艺，

产生水墨画般的效果。

丝绸的修复技术，是中国丝绸博物

馆的另一张名片。在修复技术馆，“风

宪衣冠：桐乡濮院杨家桥明代墓葬出土

纺织品修复成果展”首次展出了浙江桐

乡濮院镇出土、由中国丝绸博物馆修复

完成的 12 件纺织品文物。以中国丝绸

博物馆为依托单位设立纺织品文物保

护 国 家 文 物 局 重 点 科 研 基 地 ，承 接 了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的大量纺

织品考古、保护、研究项目，如敦煌莫高

窟出土丝绸、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合作

纺织考古等，并发起倡议成立了丝绸之

路文物科技创新联盟。

季晓芬说，未来，中国丝绸博物馆

将创新打造“丝绸博物馆+蚕桑丝织非

遗馆”的双馆模式，以“丝绸之路周”“国

丝汉服节”“国丝环球展柜”“陌桑中国”

等特色品牌，努力讲好中国丝绸和丝绸

之路故事，不断擦亮丝绸文化金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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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是连接过去、现在与

未来的桥梁。一个个展区、一件

件藏品，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

迪后人。专题博物馆近年来受到

观众热捧，成为打卡新潮流。这

些博物馆，记录了中华民族在历

史长河中的文明成果，展现了党

领导人民团结奋斗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成就和荣光。

——编 者

运河二通道正式通航后，

金跃群讲解京杭大运河。

受访者供图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张丹峰张丹峰

图①：中国丝绸博物馆举办“国

丝汉服节”快闪活动。

图②：汉代织机模型。

图③：中国丝绸博物馆外观。

以上图片均为中国丝绸博物馆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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