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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

谈时指出：“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

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

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

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

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

信，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支撑。”博大精深

的敦煌文化，蕴含着中华文明诸多

精神标识，比如坚强刚毅的开拓精

神、开放包容的共生精神、济世安

民的人文精神等。挖掘和弘扬这些

精神标识有利于我们感悟古人的智

慧 、 守 护 传 承 中 华 民 族 的 文 化 根

脉，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文

化影响力，促进当今世界不同文化

和 平 共 处 、 交 流 互 鉴 具 有 重 要 意

义，更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精

神动力。

蕴含着中华文
明坚强刚毅的开拓
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

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谈到

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时指出：

“这些重大成就展示了中华民族开拓

创新、与时俱进、自强不息的进取

精神，是蕴涵着丰富知识、智慧、

艺术的无尽宝藏，是坚定文化自信

的重要源泉。”我们的先哲很早就提

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

思想，这是中华民族积极进取、刚

健有为、勇往直前的内在动力。丝

绸之路的贯通、河西地区的安定和

敦煌的开窟造像无不体现了中华民

族坚强刚毅的开拓精神。

公元前 138 年和前 119 年，汉武

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了

丝绸之路。河西之战扫清中原通向

西域的障碍后，公元前 111 年，汉

王朝采取“列四郡、据两关”的举

措。行政方面，在长约 1200 公里的

河 西 走 廊 上 自 东 向 西 设 武 威 、 张

掖、酒泉、敦煌四郡；军事方面，

在四郡北面修筑长城，敦煌西面设

置玉门关、阳关，并征召大量士兵

在此戍边和屯田。两关设立后，敦

煌成为汉王朝和西域往来出入的西

大门，也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

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与此同

时，世家大族、文人学者、行客商

贩、农夫工匠、画工歌伎等迁居于

此，不仅带来了中原的农耕和水利

灌溉技术，还传入了儒家和道家文

化，为莫高窟所代表的敦煌石窟群

的创建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文

化基础。

放眼敦煌石窟史，也有无数体

现开拓精神的人物，特别是一批求

法护法的高僧。据公元 698 年 《李

君莫高窟佛龛碑》 记载，莫高窟最

早的两个洞窟始于公元 366 年，由

乐僔和尚和法良禅师先后创建。此

后 无 数 无 名 的 打 窟 匠 、 画 匠 、 塑

匠，在公元 4—14 世纪的 1000 年间

持 续 开 拓 创 造 了 敦 煌 莫 高 窟 ， 在

1700 多米长的崖面上，至今保存洞

窟 735 个 、 塑 像 2400 多 身 、 壁 画

45000 平方米，使莫高窟成为举世

无双的佛教石窟艺术群，成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宝库。敦煌文化

遗产中记录的这些伟大开拓者的足

迹，集中体现着中华文明坚强刚毅

的开拓精神。

蕴含着中华文
明开放包容的共生
精神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

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

蓄 的 开 放 胸 怀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回顾历史，只有中华民族这样

的具有开放包容胸怀的民族，才会

容纳世界不同文明在此交融交汇”

“敦煌是历史上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重

要枢纽”。敦煌位于古代中国西部边

陲，是中华文明与域外文明的交汇

处。以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藏经洞

文献为代表的敦煌文化遗产，既以

中华文明为本位，又以开阔胸襟和

恢 宏 气 度 广 泛 吸 纳 和 融 汇 印 度 文

明、希腊罗马文明、波斯文明、中

亚文明等多种外来文明，体现出开

放、包容、互鉴的文化特征与共生

精神。

敦煌文化遗产不仅保存了中国

的 建 筑 、 历 史 、 文 学 、 绘 画 、 音

乐 、 舞 蹈 、 医 药 、 礼 仪 、 民 情 风

俗、典章制度等石窟艺术和文献，

而且融汇了丝绸之路沿线不同国家

和地区的文化艺术元素。最有代表

性的，如 5 世纪上半叶的洞窟中绘

有希腊爱奥尼柱式，是中亚接受了

希腊文化后又影响敦煌的结果。莫

高窟早期禅窟、中心塔柱窟等洞窟

的 建 筑 形 制 ， 彩 塑 和 壁 画 中 的 佛

陀、菩萨形象，象鼻人身的毗那夜

迦天等印度教神祇的图像，融合了

犍陀罗、马图拉、笈多等不同元素

的艺术风格。还有大量佛教译经，

这是来自南亚印度的影响。壁画中

身着不同服饰的各国国王形象，公

元 642 年的壁画中表现的康国女子

表演的胡旋舞，这是中亚文化的呈

现。莫高窟出土的波斯银币、藏经

洞出土的波斯摩尼教经典、祆教女

神图像、景教经典，这是来源于西

亚波斯文化的影响……这些例子，

都说明敦煌莫高窟是中外多种文化

多元文明交融荟萃的结晶，体现了

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共生精神和恢

宏气度。

蕴含着中华文
明济世安民的人文
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丝绸之

路不仅是一条通商易货之道，更是

一条知识交流之路。”作为古丝绸之

路上的“咽喉之地”，敦煌的地理位

置十分重要。伴随着古丝绸之路的

兴盛和繁荣，东西方文明在这里长

期持续地交融荟萃。不仅有外来文

化的引进来，也有中华文化向更广

阔地域的传播浸润。历史上由敦煌

传入西域地区的儒家经典、律法、

医学和蒙书，传播着中华民族的哲

学理念、正义价值、人本情怀和育

人 智 慧 ， 体 现 出 中 华 文 明 济 世 安

民、泽被四方的人文精神。

敦煌藏经洞遗书中保存的儒家

经 典 写 本 ， 共 有 30 多 种 、 300 多

件，抄写年代为魏晋到五代宋初，

比如 《尚书》《论语》《诗经》 等，

以 及 《论 语 注》 等 现 已 失 传 的 古

书 。 此 外 ， 还 有 史 部 典 籍 传 入 西

域，比如，《史记》 写本、《汉书》

写本以及元明时期就已失传的 《春

秋后语》 写本等，说明儒家文化和

中 华 经 典 对 西 域 地 区 有 着 持 续 的

影响。

唐律集唐以前中国法律之大成，

被称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

系的代表，在中国以及东南亚法制史

上具有深远影响。敦煌的唐代律法

文献，主要是律、令、格、式等写本。

律是对各种违法行为的惩罚条文；

令是制度、规章的规定；格是用来防

止奸邪的禁令，是对律的补充和变

通条例；式是官府机构的各种章程

细则。这是中国隋唐时期法律的基

本表现形式。敦煌藏经洞所出“律”

类文献写本，有《名物律》《职制律》

等。敦煌藏经洞所出“格”不多，有

《神龙散颁刑部格》残卷、《开元户部

格》残卷等。

敦 煌 传 到 西 域 的 医 学 类 文 献

写 本 有 医 经 、 本 草 、 医 方 等 三

类 。 医 经 文 献 如 《伤 寒 论·辨 脉

法》 残 卷 ， 这 是 一 种 最 早 的 《伤

寒 论》 现 存 传 本 。 敦 煌 藏 经 洞 中

比 较 重 要 的 本 草 类 文 献 有 《本 草

经集注·序录》 残卷，此残卷卷首

亡 佚 三 四 行 ， 后 面 基 本 完 好 。 敦

煌 藏 经 洞 中 ， 医 方 类 文 献 残 卷 数

量最多，共保存医方 34 个。

敦煌还发现了传入西域的蒙书

和家训。敦煌遗书中保存了不少蒙

书，依其内容而言，有 《千字文》

《开蒙要训》《百家姓》 等积字成篇

的基础识字教材，也有 《蒙求》《兔

园策府》《杂抄》《古贤集》 等兼顾

知识、以广见闻的知识类教材；还

有 《太公家教》《崔氏夫人训女文》

《百行章》《夫子劝世词》 等训诫为

主、以求养正的德行类教材。从中

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敦煌地区教育繁

荣的基本面貌。

敦煌文化属于中国，敦煌学属

于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

莫 高 窟 保 护 好 ， 把 敦 煌 文 化 传 承

好，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进步应

负的责任。”面向未来，我们要持

续从敦煌文化中提炼出中华文明更

多方面的精神标识，开展多种形式

的 国 际 性 展 陈 活 动 和 文 化 交 流 对

话，展示我国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

学 研 究 的 成 果 。 同 时 ， 用 好 数 字

化、信息化等高科技手段，推动流

散海外的敦煌遗书等文物的数字化

回归，实现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全

球范围内的数字化共享，并与各国

学者一起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国

声音，通过文化传播向国际社会展

示 中 国 可 信 、 可 爱 、 可 敬 的 文 化

形象。

（作者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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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的文化足迹遍及全国，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对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

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

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历史文化遗产

的保护与传承，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重若千钧、始终如一，激励我

们在新的起点上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更好让历史文化遗产绽放

新的时代光彩。

如何赓续历史文脉，让历史文化遗产得到更好保护，中国大运

河的保护传承实践是一个范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运河文化

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保护、传承、利用上下

功夫，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今年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

功十周年。2014 年 6 月 22 日，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第三十八届世

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

国第三十二项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是一部展开的大百科全

书，仅就景观而言，需要保护的就包括沿线的自然景观、历史景观、

建筑景观、航运景观、民居景观等 16 种。中国大运河的保护传承

实践丰富了文化资源内涵和外延，也使我们的认识进一步从“文物

保护”层面提升到“文化遗产保护”层面。具体来看，第一，在关注

文化要素保护的同时，也要关注自然要素的保护。中国大运河是

结合不同地形地貌等自然环境加以人工开凿建成的，是人与自然

共同创造的奇迹，因此要将文化要素和自然要素同时保护。第二，

在关注静态文物保护的同时，也要关注活态文物、动态文物的保

护。大运河是流动的，船舶还在航行，人们仍然居住在沿线的历史

街区、传统村落中，这些也需要我们更多关注。第三，在关注古代

文物保护的同时，也要关注 20 世纪遗产、当代遗产的保护。大运

河拥有完整的生命历程，例如近年建造的亚洲同类工程规模最大

的淮安水上立交和江都水利枢纽，均具有重大的科技和文化价值，

应该纳入保护，防止出现历史断裂。第四，在关注一座古建筑、一

处古遗址，后来由点及面扩大到历史街区、历史城市的同时，也要

关注商品贸易、文化交流、人类迁徙所形成的线形遗产、文化线

路。中国大运河以世所罕见的时间与空间尺度，构成充满活力的

交通廊道，从古至今发挥着国家物资运输和水资源调配的重大功

能，这也是应当在保护中予以重视的。第五，在关注气势恢宏的古

代宫殿、寺庙、纪念性建筑保护的同时，还要关注民间文化遗产的

保护。大运河沿线的历史街区、传统村落中，分布着各具特色的乡

土建筑、传统民居、工业遗产、商业老字号，有些虽然看上去朴素无

华，但寄托着人们的乡愁，也应该加以保护。第六，在关注物质要

素保护的同时，还要关注非物质要素的保护。大运河沿线不同地

域的广大民众，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社区生活中，形成了丰富多

彩、各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与其是互为表里、

不可分割的整体，需要加大保护传承的力度。

从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到大运河文化带再到大运河国家文化

公园，过去十年，大运河保护传承中突出普遍价值、真实性、完整性

以及为保护这些珍贵遗产几代人付出的艰苦努力，得到了世界认

可，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谱写了新篇章，为我们更好实现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良性循环提供了启示。一方面，要以传承为保护目

的。我们要认识到，不能仅仅强调保护，如果一座古建筑维修好了

以后，为了保护把它锁起来，实际上会糟朽得更快；也不能只强调利用，因为文物建筑、历史

街区等如果以营利为目的进行不合理利用，将会造成文化资源的损毁。因此，文化遗产保护

的目的应该是传承，就是把我们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经过我们的手、经过我们的时代，“健

康”地传给子孙后代。另一方面，要以人民为保护主体。过去，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

物数量比较有限并且由政府主管部门负责管理。今天，在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新

形势下，大量历史街区、传统民居、工业遗产、商业老字号等都逐渐被列入保护之列，人们居

住的房子、从事生产的厂房、休闲购物的场所都可能是需要保护的对象。大家开始认识到，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只是政府特别是文物部门的责任，而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权利和履

行的义务。要唤起广大民众的保护意识，使更多民众加入保护行列。当每个人都以主人翁

的态度来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历史文化遗产才最安全、才能得到实实在在的保护。

实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良性循环，要做好传承发展。历史文化遗产来源于生活，也发展

和繁荣于生活，它们本身是有生命的；它们的价值也并不是由我们创造出来的，而是本身就

存在的，只是需要我们悉心研究和弘扬。因此，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状态，是让其重新回

到社会生活中。今天，要努力使历史文化遗产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再次展现出独特魅力，真

正得到人们倾心呵护，进而成为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积极力量，惠及更多民众，再吸引更多

民众加入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行列。这样才是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状态，才能形成一种

真正的良性循环。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原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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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从

源 远 流 长 的 历 史 连 续 性 来 认 识 中

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

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

未来中国。”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

唯一一个绵延 5000 多年至今未曾中

断的灿烂文明。要深刻把握中华文

明具有的突出连续性、赓续传承历

史文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可以从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等

研究入手深化对中国历史连续性的

认 识 ， 为 理 解 古 代 中 国 、 现 代 中

国、未来中国贡献更多元的视角、

提供更丰富的材料。

从古至今的历史记载习惯，造

就了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历史传承

意识。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

一，中华文明是其中仅有的历尽沧

桑而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

明连续性的标志之一就是拥有完整

的、连续的历史记载。我国流传下

来的各种历史文化典籍浩如烟海，

极其丰富和完备。保存至今的先秦

典 籍 有 不 少 是 历 史 方 面 的 专 门 著

述，是我们先人观察历史、研究历

史的思想结晶，为我们今天追溯中

华文明起源、探索中华文明基因留

下了宝贵资料。浩繁的史籍是我们

认识过去的重要载体，《春秋》 记载

了 242 年 的 历 史 ，《史 记》 叙 述 了

3000 多年的历史，《资治通鉴》 时

间跨度达 1362 年，我们今天熟知的

以 《史记》 为首的“二十四史”更

是中国古代几千年历史文明的连续

记 录 。 这 些 都 是 对 我 们 民 族 发 展

历 程 的 自 觉 记 述 ， 造 就 了 中 华 文

明 绵 延 不 断 的 历 史 传 承 意 识 。 这

些 “ 过 去 ” 通 过 历 史 记 忆 的 传

递 ， 以 多 种 方 式 存 在 于 我 们 今 天

的 生 活 中 ， 在 各 个 方 面 潜 移 默 化

地影响着我们，并通过我们继续传

承下去。

继往开来的思想生成模式，造

就了中华文明承前启后的思想演进

特性。思想的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

决定着文明所能达到的高度。经过

夏、商、西周的长期酝酿发展，到

春 秋 战 国 时 期 出 现 了 以 儒 、 墨 、

道 、 法 、 名 、 阴 阳 诸 家 为 代 表 的

“百家争鸣”局面，形成了中国古代

思想史上第一个多元竞流、蓬勃发

展的阶段。诸子百家思想观念虽各

不 相 同 ， 但 所 争 鸣 的 诸 如 天 人 关

系、伦理准则、政治秩序、社会规

范等都是人类文明史上具有普遍价

值的基本命题，并提出了天、道、

性、命、仁、礼、法等核心概念。

这些命题和概念的形成，不仅为后

世思想发展提供了资源，更开辟了

基本的问题领域。随着秦汉政治大

一统的实现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

术”政策的推行，一个以儒家思想

为主轴，基本命题、核心概念相对

稳定的中华思想体系逐渐生成。此

后，历朝历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根据

各自时代背景、现实需求，通过对

既 有 命 题 和 概 念 的 再 诠 释 、 再 发

展，提出相应的思想学说乃至新的

体系。从先秦诸子学到两汉经学、

魏晋玄学、宋代理学、明代阳明心

学，无不包含着对前一时段文化的

继承吸收、融合总结、深化发展和

变革更化，中华文化因此而连绵不

绝、高峰迭起。这种继往开来的思

想生成模式，保证了中国古代思想

在传承演变中的稳定性，也有助于

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更新，造就了

中华文明承前启后的思想演进特性。

与时俱进的文化演进品格，造

就了中华文明革故鼎新的文化发展

方式。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不仅

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也塑造出富有高度历史感、时代感

的中华文化。人们在实践中创造和

发展文化，文化本身就蕴含着继承

和创新的特质。中华文化是在一代

代增损因益、更新变革中向前发展

的，展现出一种革故鼎新、不断转

化和创造的内在动力。中华文化与

时迁移、应物变化的与时俱进品格

使其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既能

够 保 持 独 特 的 文 化 传 统 和 文 化 精

髓，又能够不断地吸收和融合新的

元素，从而实现在传承与创新中不

断向前发展。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

精神的民族，提倡“生生不息”、倡

导 “ 革 故 鼎 新 ”、 主 张 “ 达 变 求

新”。几千年来，这种变革基因使得

中华文化能够一直具有无穷的创造

力，中华文明也因此具有了自我更

新的能力，从而在数千年的发展历

程中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

论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

贡献多元视角 提供丰富材料

深化对中国历史连续性的认识
杨艳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

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

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

慧进行积极总结。”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经

验十分丰富，蕴涵着不少政治智慧，是我们

今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重要历史资源。胡宗山撰著的《中国古代

乡 村 治 理》（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一

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对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历史发展、

丰富内涵、经验教训、当代价值进行了系统

研究。

该书对我国先秦至晚清的乡村治理演变

进行了总体扫描，详细评估了乡村治理在古

代王朝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功能、作用，

系统总结了古代乡村治理发展变化的内在逻

辑和一般规律。通过对古代乡村治理的研

究，该书展示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长期发

展、渐进改进和内生性演化，对于我们理解我

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厚中华文化

根基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今天加强乡村治理

具有借鉴价值。

积极总结古代乡村治理的历史经验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简评

张艳国

三线建设是新中国建设史上具有开创性

的重大战略决策，对整个国家的国防战略和

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作为一

个特殊时期的国家战略，三线建设已成为历

史，但它给后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和无穷

的精神力量。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论述精神，当代中

国研究所等主办的“三线建设 60 周年学术研

讨会”近日在重庆涪陵举办，与会者围绕进一

步贯通历史和现实拓展三线建设研究的深度

和广度等展开研讨。

与会者表示，三线建设是党史、新中国史上

的重要事件，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党性教育资源，

一定要挖掘好、运用好。三线建设研究是新中

国史研究的一座富矿，广大研究工作者要继续

深入下去，推出更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不断发

掘其对当前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借

鉴意义，为总结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

服务，为传承红色基因贡献学术力量。

为传承红色基因贡献学术力量
——“三线建设 60周年学术研讨会”述要

周 进

深入研究与挖掘
敦煌文化遗产中蕴含
的中华文明坚强刚毅
的开拓精神、开放包容
的共生精神、济世安民
的人文精神等精神标
识，对于提升中华文化
影响力、推动世界文明
交流互鉴、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具有积极
作用。

内容提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