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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称帝至1572年，明朝走过204个年头，历经

12代帝王更迭。1572年农历五月，明穆宗朱载坖驾崩，六月，太子朱翊钧
即位，次年改元，是为明第十三代皇帝，即“万历皇帝”。

日前，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北京市
文物局等单位主办的“邂逅·多彩大明1573——万历文物主题特展”在国家
典籍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展览中有40余件展品为首次公开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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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依托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设立，自
2021 年设立以来，已探索实施
了“吴哥守护人”“巴米扬守护
人”“亚洲文化遗产教育网络”

“亚洲文化遗产青年论坛”等一
系列促进文化融通民心相通的公
益项目，后续将开展亚洲文物保
护修复、联合考古，策划文物展
览展示，推进“亚洲文化遗产保
护最佳实践”遴选与推介，加强
国际学术交流与青年人才培养
等，进一步凝聚国际文化遗产保
护共识，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合
作，促进亚洲文明交流与互鉴，
激发亚洲文明活力。

根据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
项目申报指南，该基金通过开放
申报，对联盟框架下的联合考
古、文物保护修复、世界遗产保
护管理、文物展览展示、人才培养、
学术研究与交流、公众宣传等项目
进行资助和支持，并为亚洲文化遗
产保护联盟运作及相关工作提供
支撑。

（资料来自国家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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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交
出亮眼成绩单

将日历翻回到 2019 年。这年 5 月，亚
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举行，作为大会成
果之一，“中国将联合亚洲国家开展亚洲文
化遗产保护行动”引发关注。如今，近 4
年过去，在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框架
下，中国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从故宫博物院、吉林大学及英国杜伦
大学与阿联酋拉斯海马酋长国联合在海上
丝绸之路古港朱尔法遗址展开挖掘取得丰
硕成果，到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
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4 国学者通过学术活
动基本构建起费尔干纳盆地联合考古及四
国合作交流机制的初步框架……中国参与
到亚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联合考古行动
中，为推动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助力探究
亚洲文明脉络贡献了中国力量。

从由中国内蒙古博物院与蒙古国国家
博物馆合作举办的“大辽契丹——中国内
蒙古辽代文物精品展”，到上海博物馆赴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卢浮宫博物馆参
加的“龙与凤——天朝与天方的千百年艺
术交融”展；从来自阿联酋和伊朗的青瓷
文物展品亮相“天下龙泉：龙泉青瓷与全
球化”展览，到故宫博物院与巴基斯坦相
关部门共同主办的“譬若香山：犍陀罗艺
术展”在故宫展出……中国与亚洲各国合
作举办的文物展览生动讲述着文明交流互
鉴的故事。

另据数据统计，中国与柬埔寨、蒙古
国、乌兹别克斯坦、尼泊尔、缅甸、吉尔
吉斯斯坦 6 国合作开展了 11 项历史古迹保
护修复项目，助力亚洲文化遗产光彩重
现。柬埔寨吴哥古迹、尼泊尔加德满都杜

巴广场九层神庙等都留下了中国文物修复
人员的身影。

此外，中国与巴基斯坦、韩国等签署
文化遗产合作文件，与阿富汗、巴基斯坦
合作举办线上石质文物保护专业人员高级
研修班……与亚洲国家商签协议、合作防
止文物走私、技术合作、开展专业人员培
训等一系列“组合行动”接连开展。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
来，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阶段性成果丰
硕。深化亚洲国家文化遗产合作、促进亚
洲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方案从理论和实践
上得到亚洲国家的广泛认同。

开启亚洲文化遗产保护新
篇章

4 月下旬的陕西西安，见证了一场文
明交流的盛事——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
大会在这里举行。在会上，亚洲文化遗产
保护联盟正式成立，截至目前，成员国有
亚美尼亚、柬埔寨、中国、朝鲜、伊朗、
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叙利亚、阿联
酋、也门、阿塞拜疆、缅甸、斯里兰卡。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
长李群表示，从“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
倡议的提出，到2021年10国共同发起亚洲
文化遗产保护联盟，27国共同发布 《关于
共同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的倡议》，
再到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正式成立，亚
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不断凝聚亚洲国家共
识，开启新篇章。

在此次大会上，联盟理事会进一步达
成共识，发布 《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西
安宣言》（以下简称 《西安宣言》）。根据

《西安宣言》，联盟各方认为，当今各国前
途命运紧密相连，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
世界文明百花园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文明
间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各方将共同推动
城市和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围绕“人类探
源”“文明起源”“丝绸之路”等主题，实施合
作考古，挖掘亚洲文化内涵，支持联合申
报世界遗产；共同推动博物馆馆际合作和
文物展览交流；围绕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开
展学术交流。

此外，各方将联合开展重要古迹遗址
的保护与修复，共同助力文化遗产灾后抢
救和修缮，共同打击文物非法贩运、促进
流失文物返还。开展文化遗产保护技术、
方法联合攻关，实施土遗址、木结构建
筑、纸质文物、纺织品保护等具有亚洲地
域特色的文物保护项目。

继续携手探索文化遗产保
护机制

与会各国代表赞赏中国在亚洲文化
遗产保护行动框架下开展的务实合作，

表示将秉承自愿平等、互相尊重、互利
共赢的原则，共同推进联盟建设，共商
共画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路线图，在
全球范围内树立文化遗产保护地区合作
新典范。

国际文化财产保护和修复研究中心总
干事韦伯·恩多罗表示，愿与中国和亚洲国
家加强合作，共同推进亚洲文化遗产保护
项目的积极探索。

亚洲各国携手探索文化遗产保护的脚
步还在继续。

在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大会上，“丝
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揭牌。该中心秉
承“考古、合作、共享、传承”的发展理
念，致力于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学术机构
合作，面向中亚、西亚、南亚开展联合考
古工作，研究丝绸之路历史和古代东西方
文明交往互动历程，保护丝绸之路文化遗
产，促进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合
作。据记者了解，目前，中心已与哈萨克
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 8
个国家和地区的13所高校、科研机构签署
共建协议。

李群在大会上表示，中国将持续加强
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秘书处的机构建设
和能力提升，并依托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基
金为联盟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目前，亚
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已募资8800万元人民
币，用于支持中国与联盟成员国合作开展
的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项目。

相关专家表示，从顶层设计、基础保
障到平台机制，体现了亚洲文化遗产保护
联盟务实合作的广阔前景。中国将在联盟
框架下，同亚洲各国携手构建全球文明对
话合作网络，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为观众了解明代打开一扇窗

此次展览选取了明神宗朱翊钧在位时期
的代表文物。之所以选择这一时段，中国文
物交流中心对外联络处处长冯雪告诉记者，
在明代皇帝中，万历皇帝在位时间最长。“另
外，万历皇帝富有争议，有很多关于这一时
期的史学著作和文学影视作品，大家并不陌
生。但在这棵‘树木’之外的‘整片森林’里，
还隐藏着许多值得关注的故事。”

“譬如，江西景德镇在万历年间产出大量
瓷器，产品装饰繁缛、色彩华丽，具有很高
的工艺和审美价值；在‘南澳1号’沉船现场打
捞出的青花瓷器，佐证了万历年间东南沿海
地区的瓷器贸易往来与高超的烧制水平，这
些沉睡于水下的精美瓷器作为重要物证，实
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欣欣向荣。在我们的展
览现场都有展示。”冯雪说。

作为万历文物主题特展的策展人，王宴姝

表示，万历时期，社会思想活跃开放，艺术探索
自由大胆，文化、科技等领域成就辉煌。比
如李时珍撰于嘉靖三十一年 （1552 年） 至万
历六年 （1578年） 的《本草纲目》，是中医不
可或缺的重要文献，时至今日，仍是可据以
了解中草药功效的重要著作；刊行于万历四
十五年 （1617 年） 的《牡丹亭》，讲述了杜丽
娘和柳梦梅的浪漫奇幻爱情，传唱至今；成
书于万历年间的《农政全书》是集中国传统农
学之大成的代表性著作，呈现了明代农业发
展状况以及水利科技成就……这些历史信息
通过现场书影展板，为观众了解明代打开一
扇窗。

将珍贵文物带到观众面前

公元 1620 年，万历皇帝驾崩，葬入定
陵。本次展出的大多数文物就出自定陵。

讲起以明十三陵定陵为切入点的契机，冯
雪表示，一方面定陵出土文物量大，可以一探万
历时代的风貌；另一方面也希望讲述明十三陵所
藏文物的故事。“去年12月我应邀参加‘2022明
文化论坛’学术会议，与相关人员交流时了解到
景区内展厅面积有限，很多文物‘躺’在库房里不
曾与世人谋面，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有了将它们带
到观众面前的想法。”冯雪说。

策展团队选了 100 余件可展出文物，包
括 40 余件首次亮相的展品。与此同时，获得
其他博物馆和文化遗产地支持，汇集来部分
文物，还得到一些无法运至现场文物的电子
版授权，汇成此展。

关于展览名称的确定，王宴姝表示，策
展团队希望能凸显万历时代的特征，最终确
定使用“多彩”一词来彰显这一时期气象万千
的 社 会 风 貌 ， 同 时 加 入“1573”（即 万 历 元
年） 这一元素，点出万历时代的“起点”。

多角度描绘万历时代风貌

展览分为 3 个单元——介绍明朝皇家礼

制的“以礼永续”、展现手工艺技术的“物里
乾坤”以及体现外交贸易的“放眼世界”。不
论哪个单元，都能感受到万历时代的社会
万象。

王宴姝以位于展区第一单元的重磅展品
“金翼善冠”举例说，这件文物通体用金丝打
造，它是皇家身份与等级制度的象征，更是
明代金银细工技艺的集大成之作。介绍词从
手工技艺的角度切入，为观众认识“金翼善
冠”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漫步展览，还可以看到烧制难度极高
的大件瓷器青花云龙纹大缸，运用掐丝、
镶 嵌 等 方 法 做 出 样 式 复 杂 的 各 类 金 簪 玉
坠……这些文物背后蕴藏的细致工艺值得
观众细细品味。

展区的第二单元展出了涵盖日常生活的
实用之物、把玩鉴赏的艺术之作以及内廷的
皇家器具、民间的手工艺品等功能多、来源
多的手工业产品，观众仍可以从一系列金银
器、瓷器中尽情感受万历时期手工业技术的
发展水平。

策展团队在展区第三单元设置了许多展
板，用以展示各类刻本抄本的 《牡丹亭》

《徐霞客游记》《本草纲目》 以及中外交流产
出的思想成果等，还专门设置一块区域展示

“南澳 1 号”沉船现场打捞出的瓷器，生动地
展示了万历一朝异彩纷呈的思想发展、对外
经贸交流状况。

拉近文物和观众的距离

走过整个展览，还能感受到其间的趣味
与活力——这种活力源于积极与展览“互
动”的参观者。

在一排明代人物卡通立牌处，小朋友与
其合影留念；大家与坐在明代书房造景里的
非玩家角色聊天，开启对话；不少观众拿着
展区出口处的印章蘸蘸印油，在自带的本上
盖章。印章花纹元素取自万历年间的文物，
颇具纪念意义。

冯雪表示，为了激发观众深入探索这段
历史，本次展览设置了丰富多样的沉浸式体
验环节。同时在文物介绍方面，尽量使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方便观众理解。

记者在展览现场看到，以明仇英作 《清
明上河图》 为背景，利用灯光、纱帘搭造
出的封闭式空间，观众打卡拍照后，可以
细细比对它与宋张择端作 《清明上河图》
的不同。

出于保护原因，南京博物院藏 《坤舆万
国全图》，辽宁省博物馆藏 《清明上河图》

（明仇英作）、《两仪玄览图》 等展品实物无
法“亲临”现场，只得以高清晰度影印版形
式与大家见面。观众只看复制品不尽兴、想
去这些博物馆一睹文物真容，也是策展团队
的期待。

在王宴姝看来，大家试图对比展品、尝
试挖掘个中联系，横向上能够理解一个时代
的整体社会风向，纵向上能够感受历史发展
脉络，这些都有助于活化利用文物，借助文
物加深公众对历史、对文物的认知。

中国长城、孟加拉国巴凯
尔哈特清真寺历史名城、叙利
亚大马士革古城……亚洲各国
山水相连、人文相亲、命运相
依，积淀文明精华的亚洲文化
遗产是亚洲辉煌历史、灿烂文
化的物质载体和实证，是全人
类共有的文化财富。保护好、
传承好、利用好亚洲文化遗
产，是亚洲各国的共同责任。
近年来，亚洲各国高度重视文
化遗产保护，开展了一系列卓
有成效的交流合作。

日前，亚洲文化遗产保护
联盟大会在陕西西安举行，
20多个亚洲国家和 3个国际
组织的150位代表共聚一堂。
会上，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
正式成立。

守护亚洲文化遗产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守护亚洲文化遗产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本报记者 赵晓霞

◀4月26日，参加亚洲文化遗产保
护联盟大会的多国代表、东盟成员国来
宾和相关国际组织代表到陕西石峁遗址
实地参观调研文化遗产保护情况。

李 贺摄 （新华社发）

2022 年，在国家文
物局的指导下，中国文
化遗产研究院援助尼泊
尔工作队经过近 5 年努
力，圆满完成尼泊尔加
德满都杜巴广场九层神
庙 建 筑 群 文 物 本 体 维
修。图为 2022 年 7 月，
工人在尼泊尔加德满都
进行九层神庙建筑群修
复工作。

哈里·马哈尔詹摄
（新华社发）

邂逅多彩大明
本报记者 王晶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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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邂逅·多彩
大明1573——万历
文物主题特展”现
场，一位老人在给
孩子和明代人物卡
通立牌拍照。

本报记者
王晶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