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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金山岭长城
保护员在巡查时发现墙上有两处新的刻字。滦平
县公安局金山岭长城派出所接警后展开调查。调
查显示，聂某某在金山岭将军楼东侧马道内墙上
用石子刻划其父母的名字，同行的赵某某用随身
携带的钥匙串帮助其刻划。二人构成刻划、损坏
文物的行为。

根据相关法规，滦平县公安局决定对聂某某
罚款200元整；对赵某某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
款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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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5日是第11个“世界航海日”，7月11
日是第17个“中国航海日”。

截至2020年底，中国海运船队运力规模达到
3.1亿载重吨，居世界第二位。中远海运集团、招
商局集团经营船舶运力规模分别已经达到全球综
合类航运企业第一位和第二位。中国已与世界上

27个主要的航运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船员证书认可
协议，每年外派船员大概在13万人次左右，居世
界前列。

在历史悠久的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国与
世界各地有着长期交往历史，留下了具有历史、
科学和艺术价值的丰富史迹。

“海丝”古船跨文化“对话”
闵 捷

“苏哈尔号”
带来了亚麻、羊毛

公元 8 世纪后，阿拉伯人成为印度洋
地区最重要的航海者，借助承载量较大的
阿拉伯商船，阿拉伯人推动航海贸易发展
并成为东西方间中介贸易的重要参与者。

公元9世纪后期，阿拉伯地理学家伊
本·胡尔达兹比赫在《道里邦国志》一书
中，详细撰述了自波斯湾到中国广州等
地的航线、里程与时间。中国史书 《新
唐书·地理志》则载录了唐代地理学家贾
耽“广州通海夷道”之路线、停泊港及

日程，亦即由广州往南海，经中南半岛
至印度洋，再到波斯湾的西向航路。

阿曼北部的苏哈尔城，曾是波斯湾
和印度洋贸易通道上活跃的贸易中心及
港口，在与中国的贸易活动中发挥过重
要作用，被称为“中国的大门”。1200多
年前，善于航海的阿曼人建造了一艘商
船，阿曼航海家阿布·奥贝德从苏哈尔起
航，向万里之遥的大唐王朝航行，历尽
千难万险，终于成功抵达广州。“苏哈尔
号”商船带来了亚麻、羊毛、金属制
品、乳香等阿曼特产，运回了中国丝
绸、陶瓷、樟脑等物品。随着更多的阿
拉伯商船抵达中国，海上“丝绸之路”
逐渐走向繁盛顶峰。

郑和宝船
应用仪器导航技术

中国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东方
起点。秦汉时期，沟通东西方的航道已
经出现。宋元时期，仪器导航技术在航
海中的应用使航海事业发生了重大变
革，成就了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壮举。

司南作为指南针的前身，早在战国
就以天然磁石加工成汤勺状的形态出
现。宋代，指南针有钢铁人工磁化的指
南鱼、水浮针以及嵌有磁石的木制指南
鱼和指南龟等。最迟到南宋，指南浮针

已发展演变为水浮式磁罗盘，即针盘。
到了元代，针盘经广泛应用与经验数据
积累，形成了一套航行转向针点位轨
迹，而这些点位轨迹的集合，称为针
路，也即针位航路。

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郑和率领百余
船、2.7 万余人组成的庞大船队，7 次远航
西洋，访问了亚、非多个国家和地区。

郑和船队之大、人数之多、航程之
长、时间之久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上十分罕见。为了保证航海安全，郑和船
队配有专业航海人员，综合应用多种航
海技术。其中，《郑和航海图》 开启了明
文记载具有航迹推算与修正技术意义的
针路，集古代中国针路航海技术之大成。

20世纪70年代，阿曼仿制了阿布·奥贝德远赴中国时的古船，不使用一根铁钉，以椰
棕搓成的绳子将木板连结起来，代表了阿曼高超的传统造船技艺。该船也被命名为“苏哈
尔号”。图为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展出的“苏哈尔号”。 盛 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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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遗产塑造着
沿线国家和地区民众的价值认知。

20 世纪 70 年代，阿布·奥贝德远赴中
国时的古船被仿制出来，采用阿曼传统造船
技艺，不使用一根铁钉，以椰棕搓成的绳子
将造船用的木板连结起来。这艘船被再次
命名为“苏哈尔号”。

1980 年 11 月，“苏哈尔号”沿着古代
阿拉伯航海家开辟的航线，经印度洋，穿
过暗礁遍布的马六甲海峡驶向中国，在航
行近6000海里后于次年7月抵达广州。

1995 年，广州在洲头咀公园内铸成纪
念碑，铭刻着“苏哈尔”三桅木帆船的图
案，标记着“1980，苏哈尔号，马斯喀特
—广州”的字样。“苏哈尔号”后来被运回
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安置在显著位置，供
民众参观并作为阿曼航海史上的“纪念
碑”以及两国友谊的象征。

郑和下西洋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陈列在斯里
兰卡国家博物馆的 《布施锡兰山佛寺碑》
便是一个明证。石碑的铭文体现了明朝皇
帝及郑和本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和平
对话的精神，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
世界性。

当时，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的
国家和地区非常向往中华文明，郑和能与
那里的民众平等相待，让中华文明深入人
心，使中华礼仪和儒家思想、历法、度量
衡制度和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建筑雕刻
技术、医术、航海造船技术等在这些地区
得到广泛传播。直到今天，东南亚地区还
流传着许多关于郑和的故事，保有与其相
关的建筑，如在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
井，在印尼有三宝垄、三宝庙。

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文明交流互
鉴之路。2020 年，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
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
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项目，经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
会评审通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让国际社会再次直接体会到海
上“丝绸之路”作为跨国、跨地区活态遗
产的重大现实意义。随着更多“海丝”沿
线文化遗产得到保护利用，人们可以更为
深刻地感受到“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
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
研究所）

“仿明代郑和宝船”位于江苏南京宝船厂遗址公园，具有良好的适航性和稳定性，
可用于远洋航行。船体采用中国传统捻缝工艺，捻缝材料主要为纯正桐油、壳灰、竹
丝粉等，按比例混合后用打灰机反复捶打成熟。 闵 捷摄

199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召开了首
届世界遗产青年论坛。从历年论坛主题来看，有32%的主
题关注世界遗产与气候变化、区域发展、自然灾害乃至区
域战争等世界遗产面临的压力与挑战，29%的主题集中在
能力建设、教育活动等有关青年人在世界遗产保护利用中
的作用问题。青年人在世界遗产保护利用中的角色与担

当、应对世界遗产压力与挑战始终是世界各地青年们关注
的焦点。

2015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发布，明确提出文
化遗产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承担的角色与功能，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发布了把《世界遗产公约》融入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相关文件。由此，可持续发展议题开始进入世界遗产的
相关讨论中。“世界遗产的可持续管理”“将青年视角融入
主流并参与非洲世界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都成为探讨
的主题，表达了世界各地的青年人对参与世界遗产事务和
发展方向的关切与热情。

2020 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对世界遗
产地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根据联合国世界遗产中
心最新统计，游客人数骤减影响近八成世界遗产地的社区
居民生计，近三成遗产地出现经费短缺，大量世界遗产地
裁员。在此背景下，本届世界遗产青年论坛将目光转向了
世界遗产保护与社区可持续生计。讨论的话题包括如何团
结更多利益相关者，形成良好治理机制；如何使当地社区
居民生计方式更多样化，增强抗风险能力；如何以技术创
新与应用提升世界遗产地社区居民的竞争能力。

本届青年论坛的代表都具有世界遗产地相关工作或者
研究的经历，年龄在23岁至32岁之间。他们围绕世界遗
产保护与社区可持续生计主题，听取专家报告、开展小组

讨论并陈述观点。会议成果将提交给本届世界遗产大会。
虽然许多代表无法亲临大会举办地福州，感受中国关于世
界遗产保护利用的经验与成就，但可以通过大会安排的中
国世界遗产保护利用最佳案例分享环节，深入了解中国在
世界遗产保护方面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

青年人在世界遗产保护中应该承担怎样的角色？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主席、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田学军在论坛开幕致辞中表示，
全球青年关注和参与世界遗产保护事业具有特殊重要意
义，《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各缔约国要大力推
广普及保护世界遗产的责任意识，特别是要加强面向青年
人的世界遗产教育。他希望全球青年努力担当作为，承担
起保护世界遗产的崇高使命；不断激发创造力，勇于面对
世界遗产保护事业面临的新挑战，寻找解决问题的新路
径；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推动共同繁荣与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主任梅希蒂尔德·罗
斯勒博士发言中鼓励青年代表积极踊跃表达自己的想法，
为本届论坛带来精彩、有启发性的观点。她期望参与世界
遗产青年论坛的代表能成为全球世界遗产保护利用的中坚
力量。

（作者系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本届世界遗产青年
论坛学术负责人）

近日，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烟煤洞乡土安村里
位于长城沿线的小村庄拆迁工作再度开始，一块块
长城砖从残破的村居中显露出来。这被涞源县的长
城保护员李勇等人发现了……

李勇是长城保护员，获评 2020年度“最美文物
安全守护人”。2015年，他放弃了高薪工作，接替父
亲李凤鸣成为了长城保护员。2017年，他放弃了搬
去县城的机会，守在长城脚下的乡村里，村里哪里
要拆迁，哪里就能看到他的身影。此次得知寨子青
村的拆迁工作开始后，李勇就开着三轮车，盯着施
工队，嘱咐他们在拆除房屋时尽力保护好长城砖，
防止挖掘机损坏旧村居墙壁上的长城砖。

“如果用挖掘机直接挖，就会把砖挖坏，所以我
必须盯着，哪里有长城砖，我就让机器在哪里停下
来，然后我去把砖捡出来。”李勇说。

在李勇和施工队的合作下，抢救出不少原本可
能被尘土掩埋或被机器损毁的长城砖。

从挖掘机施工中保护下长城砖只是第一步，接
下来的工作可是十足的体力活。长城砖重量约在 25
至 40 斤之间，数倍于普通的砖块，堪称“重量级”
砖块。李勇需要将一块块散落的长城砖从建筑垃圾
中分离出来，对其进行简单清理后统一搬运到长城
乌字号保护站。

长城砖为何会出现在周边的村庄里，成为民居
的墙砖？

这要追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更早以
前。据李勇介绍，彼时，长城保护概念还不够强，
长城周边村落的一些村民在盖房时缺少建筑材料，
就登上长城，扒掉长城敌台的垛口墙，取了长城
砖，盖上了新房子。

“农村用石头盖房，转角处不好垒，村民觉得长
城砖方方正正，就用来垒墙的边边角角，特别方
便。”李勇说，“虽然以前知道这个事儿，但人家房
子不拆也没有办法取长城砖。”

近年来，长城周边村庄的村民受惠于扶贫政
策，整村易地扶贫搬迁，从旧村居中迁出，集体搬
到了县城内的楼房，住进了新房子。之前居住的村
庄逐步被拆除、复垦，那些被拆下来的长城砖得以
重见天日。

李勇近几年来奔走于烟煤洞乡土安村里 37个自
然村的拆迁现场，收集了500余块长城砖，在他的带
动下，不少村民捐出了他们“收藏”的长城砖、瓦
当等物件。

此前，在几名长城爱好者和公益组织长城小站
的帮助下，李勇改建了旧屋，扩建了长城展馆、“长
城·抗战”陈列馆和长城文化客厅 （图书室），建起
了长城乌字号保护站。截至目前，长城乌字号保护
站内共有 1000 多块长城砖以及 20 余副汉白玉石墩、
部分残碑及乌字号敌楼现存的唯一匾额等300余件古
长城物件。

李勇希望能把村民们拆下来的长城砖“还回去”，
让这些砖在长城修缮中派上用场，做到“修旧如旧”。

“长城砖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但如果政府修长
城有需要，我会把收集的长城砖捐出来。”对长城和长
城砖有特殊感情的李勇补充道，“希望能让长城砖用
于周边乌龙沟长城的修缮工作，最好别离得太远。”

自2015年成为长城保护员以来，李勇甘于深山的
寂寞，一年365天，他几乎每天住在山村里，巡护乌龙
沟长城并免费为村民和游客提供展示与讲解服务。

有赖于李勇等长城保护员的坚持守护，乌龙沟
长城成为涞源县境内自然状态下保存最好的一段长
城。目前，像李勇这样的长城保护员在全国范围内
共有 5000 名，他们巡查保护被国家文物局认定的 2
万多公里古长城遗址。

世遗青年论坛聚焦“可持续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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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
长城保护员

骆香茹 李 献

2021世界遗产青年论坛现场。2021世界遗产青年论坛现场。

近日，由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中心教育项目共同主办，由中山大学作为学术支持单位的
2021世界遗产青年论坛在福建福州开幕，来自全球30个国家的青年
代表围绕“世界遗产与可持续生计”开展对话。

“海丝”史迹塑造
民众的价值认知

“海丝”史迹塑造
民众的价值认知

李勇在拆迁现场清点收集来的长城砖。

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 《保护状况报告决议草
案》 日前发布，我国长城的保护状况被列入“精
选”板块，相关保护管理工作获得了高度评价。世
界遗产中心认为，近年来，中国政府对长城采取了
积极有效的措施，确保了遗产地突出普遍价值得到
妥善保护。

河北
涞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