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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

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

最深沉的民族禀赋。

历史长河中，一件件文物镌刻着中华

民族一路探索、创新的印记，在漫长岁月

中承载着中华民族创新精神，如同璀璨星

辰，照亮中华文明前行的道路，鼓舞着一

代代中华儿女与时俱进、守正创新。

崇尚创新创造的民族
    贾湖骨笛、耧车等一系
列发明创造，彰显了伟大创
造精神，灿烂的中华文明为
人 类 文 明 进 步 作 出 了 重 大
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培育创新

文 化 ，传 承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创 新

基因”。

中华民族向来崇尚创新创造。《周易》

提出“日新之谓盛德”，《礼记·大学》提出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魏书》记载

“革弊创新者，先皇之志也”，首现“创新”

一词。创新基因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之中。

一根精心打磨的鹤类尺骨上，7 个洞

孔依次排列，仿佛能听见远古时期传来的

悠扬笛声，河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贾湖

骨笛，吸引着慕名而来的观众。“距今 8500
年左右的贾湖聚落已揭示出多个世界之

最。贾湖遗址出土的多支鹤类尺骨制作

的骨笛，是已发现的世界上最早可吹奏七

声音阶的管乐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

学部主任王巍说，中华先民的这项创新发

明改写了世界音乐史。

中华文明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之一，

中华民族自古就善于创新创造，展现出高

超 的 技 术 创 新 水 平 和 战 天 斗 地 的 宏 大

气魄。

“爸爸，快看，这个好像鱼嘴啊！”在四

川都江堰，成都市民陈荣带着刚上学的孩

子，驻足于这一水利工程奇观前。

作为都江堰的分水工程，鱼嘴利用地

形、地势将岷江一分为二。由战国时期秦

国蜀郡郡守李冰设计营造的都江堰，巧妙

地利用鱼嘴、宝瓶口、飞沙堰三大工程，发

挥了分流、排沙、滞洪、引灌的作用，是世

界上最早实现无坝引水的工程之一。

都江堰，凝结着中华民族卓越的智慧

与 创 新 ，滋 养 着 成 都 平 原 这 方“ 天 府

之国”。

穿越历史的长河，中国人在水利上的

创新一脉相传、历久弥新。今天，在长江

之上，葛洲坝、三峡、白鹤滩等一系列大型

水利工程巍然屹立，续写着中华民族水利

建设的辉煌篇章。

在 继 承 的 基 础 上 持 续 改 进 ，不 断 创

新、快速迭代，这个现代创新理论，很早就

被中国人所实践。由耧辕、耧架、耧斗、输

种管、耧脚和耧铧组成，收藏于全国农业

展览馆（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传统农具播

种移栽工具耧车，能一次完成开沟、下种、

覆土等作业环节，达到行距一致，深度一

致，疏密均匀，既提高了播种质量，又提高

了工作效率。从新石器时期的耒耜、石犁

到金属时代的青铜犁、铁犁，再到后来的

直辕犁、曲辕犁……耕具的持续改进、不

断创新，推动中华农耕文明迈向高峰。

一系列发明创造，彰显中华民族的创

新精神，推动人类告别原始、蒙昧，走入文

明，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要贡献。

“世界上最早用于炊煮食物的陶容器

（釜），最早的榫卯结构建筑技术，最早驯

化大米（水稻）、小米（粟、黍）和猪，最早的

夯土建筑技术、玉器制作技术、养蚕丝织

技术、漆器制作技术，都是中华民族的创

造发明，为都邑聚落的建设和社会复杂化

进 程 准 备 了 条 件 ，促 进 了 文 明 社 会 的 形

成。”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教授韩建业说，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富有创

造力和创新精神的实证。

推动文明发展的力量
商鞅方升、云梦睡虎地

秦 简 等 文 物 体 现 了 中 华 先
民对制度、思想文化领域革
新的重视，是缔造中华文明
的伟大实践

创新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

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

发展的重要力量。

“ 穷 则 变 ，变 则 通 ，通 则 久 ”“ 周 虽 旧

邦，其命维新”……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将

创新视作国家强盛、民族兴旺的动力，不

仅在技术、器物层面寻求突破，也高度重

视在制度和思想文化领域进行革新，开启

缔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商鞅方升，是秦

统 一 度 量 衡 所 用 标 准 量 器 。“ 一 升 量 天

下 ”，一 个 铜 方 盒 量 出 了 最 早 的“ 中 国 标

准”。它的背后，是以实行郡县制、“废井

田，开阡陌”、制定秦律等为基础的商鞅变

法。战国时期，各国将变法视为富国强兵

的重要途径，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

行改革。其中，效果最显著的即为秦国商

鞅变法，其广泛调动社会积极因素，推动

秦 国 日 益 发 展 壮 大 ，成 为 当 时 最 强 大 的

国家。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以数千

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

的历史常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院长辛向阳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商鞅变

法、吴起变法、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都

是变革的代表，秦王朝的郡县制改革深刻

影响了中国 2000 多年的历史发展，汉代的

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都是变法的产

物，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明代的张居正变

法都是巨大的社会变革，有力地推动中华

文明的发展进步。”

云梦，湖北江汉平原东北部，楚文化

发源地之一。云梦睡虎地秦简揭开秦律

面 纱 ：一 条 条 详 密 的 律 令 体 现 着 秦 律 的

创造性——《田律》提到早春二月不许到

山 林 中 砍 伐 树 木 ，说 明 中 国 人 早 在 2000
多 年 前 便 为 环 境 保 护 立 法 ；商 品 须 明 码

标 价 以 维 护 交 易 公 平 ，《金 布 律》中 的 规

定 让 古 人 也 有 自 己 的“ 消 费 者 权 益 保

护法”。

“秦律所确认的法律形式、原则、制度

等 ，对 后 世 封 建 法 制 的 发 展 具 有 深 远 影

响，它的发现证明了中国古代发达的法制

文明。”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王先福说。

在山西太原，一座唱经楼曾见证了无

数士子的荣耀时刻，这里是明清时期科举

考试后宣唱考生名次的重要场所。源起、

发展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适应社会选

拔人才的需要，在较长时间内保障了国家

和社会治理体系的稳定运行。“通过考试

选拔政府官员”的思想受到欧洲启蒙思想

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等高度赞誉，启发

了西方近代公务员制度。

燕山脚下，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

文华堂内，“斯文在兹——中华古代文明

版本展”以物证史。漫步于陈列间，宋刻

本《周礼》、元刻明修本《孟子》……一部部

古老典籍讲述着中华文脉之盛。

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前 200 年，人类文

明发展达到一个高峰，在古希腊有苏格拉

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著名哲学家，在

东方特别是在中国，则涌现出老子、孔子、

墨子等诸子百家。中华先贤在这个人类

文明的“轴心时代”所提出的诸多哲学思

想、价值理念，闪耀着创新精神，深刻影响

和塑造了中华民族。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

部教授王学斌说：“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

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

想，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

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等，一直延续

不断、世代传承。”千百年来，中华先贤提

出的思想观念和哲学智慧，为人们认识世

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至今仍启

迪着全世界。

蕴含开放包容的品格
    三彩载乐骆驼俑、葵口
三足狮子纹鎏金银盘等文物
见 证 了 文 化 艺 术 交 融 的 历
史，展现了中华文明海纳百
川、开放包容的广阔胸襟

集千古之智，纳四海之慧。在漫长的

历史发展中，中华文明始终以开放胸怀同

世界其他文明开展交流互鉴。求同存异、

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理念，成为中华文

明创新性形成的加速器。

考古学家证实，文明交流互鉴早在中华

文明起源时就已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中西

文化交流，至少在 5000 多年前就已经开始，

在中国的彩陶、黍、粟等逐步向西传播的同

时，源自西亚和亚欧草原的黄牛、绵羊、山

羊、小麦、青铜和块炼铁技术、马拉战车等也

先后传入中国。”韩建业说，外来物种和技术

的输入，加速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步伐。

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既善于吸收借

鉴，也善于创新创造的民族。开放包容的

民族品格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

自 张 骞 凿 空 西 域 ，丝 绸 之 路 的 畅 通

令文明交流往来愈发频繁深入。在这条

文 化 相 遇 、交 流 的 路 上 ，苜 蓿 、葡 萄 、西

瓜、胡椒、胡琴、箜篌……众多物种、器物

传 入 的 同 时 ，中 国 的 丝 绸 、茶 叶 、瓷 器 和

各 类 丰 富 物 产 也 随 之 传 播 到 世 界 各 地 。

盛 唐 时 期 ，万 国 衣 冠 会 长 安 ，物 产 交 流 、

知 识 传 播 、信 仰 碰 撞 …… 在 音 乐 、服 饰 、

饮 食 、天 文 、医 学 等 多 个 领 域 ，彰 显 着 唐

朝的开放、包容。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三彩载乐骆驼俑，

见证了文化艺术交融的历史。一块色彩

斑斓的毛毯置于驼背之上，7 名乐手手持

不同乐器盘腿演奏，中间一女子正动情歌

唱。一个“驼背上的乐队”，再现了鲜活的

盛唐长安，各地人们在此相遇，尽情演绎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收藏于国家博物馆的葵口三足狮子纹

鎏金银盘，将西方传来的狮子和中国本土的

牡丹花巧妙结合。唐朝工匠们融会贯通，汲

取外来文化长处，将外域纹样与传统纹样融

为一体，创造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器物。

瓷器是中华文明的标志性符号，也是

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的中国文化产品。

在故宫博物院“璀璨波斯——伊朗文物精

华展”展览中，出土于伊朗的拉杰瓦迪纳

彩龙纹釉砖上，精美的贴金箔龙纹，风格

和元青花瓷器上的龙纹如出一辙。

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说：“元青花

瓷器所用的呈色剂‘苏麻离青’来自伊朗，

元青花的诞生是西亚工匠和中国工匠的

合作结晶。当时，元青花瓷器烧成后即大

量输往伊朗；如今，伊朗仍是收藏元青花

瓷器最多的国家之一。”

“紫禁城与凡尔赛宫——17、18 世纪

的中法交往”展览中，一款乾隆款绕彩丝

玻璃螺旋纹瓶，格外引人注目。故宫博物

院研究员郭福祥说，清宫玻璃融合中西技

艺，发展新技术、创制新品种，达到技艺巅

峰。“中外密切的文化互动，激发出丰富的

想象力，催生了文化的新元素和新风貌，

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步。”

在不断交流、交往、交融中激发创新

创造活力，中华文明始终面向世界、博采

众长，为自身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中华民族是守正创新的民族。中华

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今天

的 中 国 生 机 勃 发 ，涌 动 着 创 新 创 造 的 热

潮。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

弘扬创新精神，秉持开放包容，必将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竭的创

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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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金走龙、三彩胡人骑驼奏

乐俑、唐更白玉带銙……近期在

法国举办的“中国·唐——一个多

元开放的朝代（7 至 10 世纪）”展

览上，200余件（套）来自中国的珍

贵文物吸引了法国和欧洲其他国

家的大批参观者。面对这些闪耀

着历史光辉的文物，法国和欧洲

其他国家的观众在惊叹中更为形

象地了解了辉煌灿烂、自信开放

的盛唐气象，感受到中华文明的

独特魅力。

文物是一个国家的瑰宝。作

为世界公认的文物大国，中国文

物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每一

次精彩的中国文物海外展览，都

会吸引众多参观者。与此同时，

中国也正在积极引进其他国家文

物展览，“紫禁城与凡尔赛宫——

17、18世纪的中法交往”等展览同

样在中国收获大批观众。以文物

为媒，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故事

越讲越生动、越讲越深入。

透过文物，海外观众看到了

一个古老国家开放包容的民族品

格千古相传、绵延赓续。展览中

有一块来自甘肃省山丹县博物馆

的模印彩绘胡商牵驼画像砖，砖

面上的胡商，头戴尖顶毡帽，身穿

红色窄袖紧身胡服，腰系黑带，足

蹬长筒靴，手牵骆驼，大步前进，

风尘仆仆中透露出期待与希望。

画像砖仿佛一张带着历史风霜的

“老照片”，再现了当年丝绸之路

上商旅往来、驼铃声声的景象。

还有一幅唐代壁画《乐舞图》，图

中演奏者所持的乐器如竖箜篌、

琵琶、筚篥、钹等，都是从西域传

来的代表当时时尚的乐器。大唐

乐舞广泛吸收天竺乐、龟兹乐、安

国乐、康国乐等外来乐舞，形成百

花齐放、争奇斗艳的景象。

盛唐的长安城，万国客商云

集，奇珍异品辐辏，多元文化交

融。据史书记载，长安城里有专

门为外国客商开设的市坊，城内

外国人约 10 万名，其中既有商

人、旅客、使节、僧侣，也有来自

波斯、大食、新罗、日本和安南等

国的留学生。来自异域的服饰、

饮食、音乐、舞蹈在大唐非常流

行，受到各阶层广泛喜爱。开放

包容的民族品格造就了大唐恢

弘的盛世气象。

历 史 一 再 证 明 ，中 华 民 族

自 古 就 开 放 包 容 ，愿 意 用 好 奇

而 宽 容 的 眼 光 欣 赏 外 来 文 化 ，

用 广 阔 胸 襟 接 纳 外 来 文 化 ，可

谓 海 纳 百 川 、兼 容 并 蓄 。 开 放

包容的民族品格体现的是坚定

的文化自信。这样的民族品格

刻印在文物上，沉淀在时光里，

融进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中。

历史通过文物告诉人们，中

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

展同样离不开中国，世界各国只

有紧密团结在一起，互相交流，

彼此借鉴，才能共同发展进步。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一件

件文物，是一扇扇通向文明的窗

口。以文物为媒介，通过各文明

之间深入交流互鉴，我们将共同

守护世界文化瑰宝，推动中外民

众相知相亲、携手同行。

用文物讲好
文明交流互鉴的故事

张   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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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贾湖骨笛。

黄政伟摄（影像中国）  
图②：俯瞰四川都江堰。

陈   红摄（影像中国）  
图③：三彩载乐骆驼俑。

李卫东摄（影像中国）  
图④：商鞅方升。

吴亦丹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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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午后，阳光明媚，趁着天

气晴好，张振祥（上图，赵帅杰摄）

快步走进村中图书馆，继续纱灯

的制作。在其一旁，几盏清代同

治年间的古纱灯惹人注目，木制

的灯架约半米高、一尺宽，灯体中

空，底部带有挂饰，四周罩着薄如

蝉翼的绢纱，时隔百余年，纱上的

彩绘依然鲜艳夺目、栩栩如生。

59 岁的张振祥是甘肃省兰

州市西固区河口镇河口村人，是

甘肃省级非遗项目兰州灯火（西

固灯火）市级传承人。“瞧！纱上

抹有鱼胶，这是为了方便在纱面

作画。”张振祥说，绘画的颜料都

由 天 然 矿 石 加 工 而 成 ，色 彩 纯

正、不易褪色。

旧时河口地区作为陇上水

陆交通枢纽，码头贸易繁荣、商

品经济活跃。清中叶以后，河口

兴起制纱灯、挂纱灯的习俗。“最

经典的纱灯当数羊油灯，夜晚掌

灯后，灯影须臾闪烁，风吹灯动，

画上人物摇曳生姿，是纱灯最美

的时刻。”张振祥说。

由于战乱和时代变迁，古纱

灯淡出人们视野。“2011 年，村中

腾挪祠堂，我们在木箱中发现祖

辈收藏的 20 余架古纱灯，并进行

抢救性保护，做数字化留存。”张

振祥回忆。不仅如此，他还决定

复原纱灯，留住这项传统手艺。

翻阅古籍、查找资料、外出学

习，张振祥拆卸古纱灯进行研究，

从制架到作画，一点点探索，终于

摸清“套路”。

“古纱灯集木工、雕工、漆工

和绘画艺术为一体，制作考究、

步骤繁多。”张振祥说，古纱灯的

灯架由榫卯结构有机连接，不用

一颗螺丝钉，因此每一步都要求

均匀准确，容不得半点马虎。

记者凑近细瞧，发现无论是

凸出的榫，还是凹进的卯，都上

宽下窄，往下一摁严丝合缝，向

上一提又便于拆卸。“正是由于

纱灯灯架的‘重重机关’，复制起

来耗时费工，即使是熟练木匠，

往 往 也 需 两 三 天 才 能 制 作 完

成。”张振祥说。

随着研究的深入，张振祥复

原的纱灯种类越来越多，既有用

楠 木 制 作 的 传 统 纱 灯 ，可 装 可

拆，能反复使用；也有仿制的六

角形雕花宫灯；还有逢年过节时

村民家门前悬挂的方框灯，灯面

上可以题诗作画。画面不仅传

承古纱灯原有的艺术风格，还不

断注入当代审美，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民族团结、剪纸文化

等元素展现在纱灯上。

凭借复原古纱灯的“绝活”，

张振祥入选甘肃省“乡村工匠”。

在他带领下，周边有 10 多名村民

陆续掌握了古纱灯的制作技艺，

有些还获得“非遗传承人”称号。

这些年，利用空闲时间，张振祥时

常走进乡村中小学校，开展课后

延时服务，指导学生制作纱灯。

“兰州灯火（西固灯火）的传

承和发展，须以保护为前提。”张

振祥说。如今，他会定期把古纱

灯 拿 出 来 检 查 ，查 看 有 没 有 虫

蛀、受潮，“这些原汁原味的古纱

灯已有上百年历史，拥有独特的

文化价值和魅力，不光要让我们

这一辈能看到，更要让古老的纱

灯和它的制作技艺传承下去。”

古韵纱灯   匠心守护
本报记者   赵帅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