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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博文）“第八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推介暨现当代建筑遗
产与城市更新研讨会”日前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举行。会议共推介了101个
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并宣布《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报告2014—2024》
启动编撰。

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秘书长金磊说，第八
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推介项目与新中国建设的历史脉络密不可分，具有时
代标志性并推动20世纪建筑进步的项目占到推介项目总数的56%。推介项
目中有体现改革开放精神的项目，如招商局蛇口工业大厦和深圳博物馆；有
体现中国现代建筑技艺发展的项目，如北京发展大厦、金陵饭店（一期）；有凸
显地域文化价值的项目，如西安汉阳陵博物馆、长富宫饭店；还有海外建筑
师、普利兹克奖获得者矶崎新设计的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等。

此次活动在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建筑学会指导下，由四川大学、四川
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主办。

近日，故宫博物院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
推出的“宋拓魅力——碑帖珍本特展”在故宫
文华殿展出。展品共计 65件（套），故宫博物
院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各有 20件宋拓珍本
展出，此外还展示了部分书画、器物精品。

作为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创造，古代碑
帖蕴含着丰富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学术
价值。据悉，唐拓本目前仅有几件存世且均
流失海外，宋拓本为国内碑帖文物中时代最
早、价值最高、版本最优的作品。

本次展览为观众提供了一个欣赏顶级碑
帖文物的平台，从书法、文词、纸墨、版本
与传承等角度展现宋拓的魅力。

第一单元“《西岳华山庙碑》及汉唐碑刻”
展示书法史上著名汉唐碑刻的宋拓本。《西岳
华山庙碑》曾被清人誉为“汉隶第一品”，东汉
延熹八年（165 年）立于陕西华阴西岳庙，碑文
记述历朝帝王祭祀西岳华山的典礼，由弘农太
守袁逢主持修庙并勒铭。原碑在明代已毁，传
世拓本仅有 4 本。此次展出该碑的两件宋拓
本，即故宫博物院所藏“华阴本”与香港中文大
学文物馆所藏“顺德本”。“顺德本”为传世拓本
中年代最早者。这一单元还呈现了唐代知名
书法家碑刻代表作的宋拓本，如欧阳询书《九
成宫醴泉铭》、虞世南书《孔子庙堂碑》、李邕书

《李秀碑》《李思训碑》、颜真卿书《多宝塔碑》、
柳公权书《玄秘塔碑》。

第二单元“《淳化阁帖》及宋代法帖”展示以《淳化阁帖》为代表的宋
代刻帖宋拓本。北宋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赵光义命翰林侍书王著
将内府所藏历代法书摹刻成法帖，故而得名《淳化阁帖》。它是现存最
早的官刻丛帖，开启了刻帖传拓的风气，有“法帖之祖”的美誉。《淳化
阁帖》原石早毁，故宫博物院藏“懋勤殿本”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泉州本”均为传世《淳化阁帖》重刻善本。“懋勤殿本”书刻精湛，纸墨醇
古，清初已入内府，曾长期存放在懋勤殿内，卷一钤“懋勤殿鉴定章”印，
故名“懋勤殿本”。此本共十卷，每卷裱成一册。此次展出的是第六
册，墨纸共三十五开半。

第三单元“游相《兰亭》”集中展示南宋理宗朝丞相游似收藏的10余
种《兰亭序》拓本。目前传世的《兰亭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后人的临
本、摹本，另一种则是刻石拓本。两宋时期，刻帖兴盛，《兰亭序》刻
石传拓成为一种风尚。“游相《兰亭》”按天干排序，从甲、乙至壬、癸，
每干10种。此单元展出其中的14种供观众比对、欣赏。

“东西方文化都基于各自的传统而产生，通过
对话便会发现其中有许多共同之处。论坛为我们
提供了交流与对话的平台，让我们一起探讨对现
代世界的共同关切。”在近日举办的 2023 世界大河
文明论坛（中国·郑州）上，国际哲学院院士、奥地
利维也纳大学哲学系教授赫尔塔·纳格尔—多斯卡
尔说。

此次论坛由文化和旅游部、人民日报社、国家
文物局、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来自世界各地的
30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河南郑州，围绕“文明交流互
鉴·发展共创未来”主题深入交流，并发布了《世界
大河文明论坛·郑州宣言》（以下简称《郑州宣言》）。

搭建文明对话平台

河流是文明的摇篮。黄河—长江流域、印度
河流域、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分别孕育了中华
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
明。每一种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都留下了辉煌灿
烂的历史文化，丰富了人类文明百花园。

位于非洲东部的乌干达，是世界第一长河尼
罗河的发源地。乌干达驻华大使奥利弗·沃内卡专
程来到黄河之畔参加 2023 世界大河文明论坛，黄
河厚重的历史文化令她印象深刻。“论坛意义重大，
它向世界展示了大河文明，展现河流对经济、文化、
旅游等产生的巨大影响，让世界各地的人们聚在一
起交流思想，思考如何携手合作，共创美好未来。”
奥利弗·沃内卡说。

2023 世界大河文明论坛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
方式，举办主论坛、4 个分论坛、圆桌会议、考察体
验、黄河文化月、中外媒体黄河行等多项活动，多角
度展示黄河流域文化遗产和生态环境保护成果、中
华文明探源重要成果、世界大河流域文明研究成
果等，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与主论坛“文明交流互鉴·发展共创未来”主题
相呼应，4个分论坛分别围绕“世界大河文明的多样
性与交流互鉴”“中华文明与黄河文化传承弘扬”

“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展开研讨，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
时代价值，深化世界各大河流域文明的比较研究。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交流平台，在文明对话
中汇聚了不同的观点和思想。”美国耶鲁大学的玛
丽·伊芙琳·塔克教授和丈夫约翰·格里姆教授一起
来参会，感触颇多。“开启文明的对话，就是在求
同存异中努力开创更美好的未来，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全球化时代，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大势所
趋。良好的国际关系离不开相互理解，对各自文
明特点的阐发是理解的基础。”深圳大学哲学系教
授、国学院院长景海峰表示，文明对话能促进相
互理解、彼此借鉴，推动新的文化创造。

与会专家学者经过深入探讨，达成共识，发
布了《郑州宣言》。《郑州宣言》提出七大倡议，包括

“倡议尊重各大河流域的文明特性，维护人类文明
多样性”“倡议采取有力措施，保护好大河流域的
文化遗产”“倡议保护大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实现
文明和生态和谐共生”“倡议发挥古代文明的时代
价值，促进人类社会现代文明发展”“倡议加强文
明交流互鉴，实现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
通”等。

彰显开放创新精神

“创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包容是
孕育创新的前提，包容才可以开放，才可以不断
地创新。”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执行院长王中
江教授认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正是由于开放
包容、持续创新而形成的。从先秦时期儒家、道
家、法家、墨家等百家争鸣，到汉代经学、魏晋
玄学的发展，唐代产生多个本土化佛教宗派，宋
明时期新儒家的兴起催生出众多学派，近代以来
广泛吸收西方的哲学思想、文化艺术、科学技术
等——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发展既有自我的主体性
和自身的连续性，又有兼容并包的气度，外来文
化被不断吸收到中国文化的体系中，从而产生了
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在中华
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史前考古研究室副主任

付永旭说，黄河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从不拒
绝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这也是中华文明的一大
特性。考古发现证实，在距今 8000 年左右，北方
的粟作农业和南方的稻作农业已经传入中原地
区，为当地人所采用。农业的多样化发展使人们
有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从而催生出发达的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
事长王巍说，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中
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宫市制度、思想信仰等，大
多数是在黄河流域形成的。6000 多年前黄河中游
地区出现了龙的形象，反映了黄河先民的原始信
仰，这种信仰逐渐向周边地区扩散，成为中华民
族共同的信仰。5000 多年前，黄河中游地区的房
屋就体现出中轴线、左右对称的理念，发展到后
世，便有了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冶金术在西亚主
要用来制作小件的工具和武器，距今 4500 年左右
传入中原后，中原人民将其与中国传统制陶技术
结合，创造性地发明了用陶范铸造青铜容器的技
术。在此基础上，夏商周王朝形成了用青铜容器
和乐器来代表等级身份的礼乐制度。中原礼乐制
度辐射到长江以南等广阔区域，为历代王朝所传
承，反映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在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开展世界文明之
间的对话，有助于清晰地向世界阐述中华文明多
元一体的特征，发掘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绵延不
断的内在动因，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中国人民大
学哲学院教授姚新中说。

感受黄河文化魅力

郑州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关键区
域之一，是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
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主要实证地之一。此次论坛为
与会嘉宾精心设计了实地考察线路，并组织了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中外媒体黄河行活动，让
大家深入感受黄河文化的魅力。

在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一件件文物诉说着
商王朝开国之都“亳都”的故事。“看到这些文物，
可以想象几千年前人们是如何生活的，更加深入
地了解这里的历史文化。”俄罗斯巴什基尔电视台
记者马琳说。

郑州商都遗址书院街墓地出土的“金覆面”吸
引了大家驻足欣赏。这是中国境内目前考古发现
最早的“金覆面”，自去年 9月发掘出土以来首次公
开展出。“金覆面”为扇贝形结构，可能寓意着对扇
贝顽强生命力的崇拜。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
究员黄富成说，“金覆面”是商代高等级贵族墓葬中
一种新发现的礼制文化现象，为四川三星堆、金
沙遗址黄金面具的来源提供了可靠的文化线索。

“金覆面”及金泡等黄金制品的发现，反映了东西
方黄金文化的交流互鉴。

穿过绿意葱茏的沿黄生态廊道，走进郑州黄
河文化公园，恢弘的炎黄二帝巨塑、青铜大鼎、
中华百位历史名人群雕等生动展现了黄河文化的
源远流长。在黄河博物馆，外籍记者们把黄河水
利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江恩慧围在中间，听她讲解
黄河之名的由来、黄河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我知道了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两
岸孕育了璀璨的中华文明。对于这条河流，人们
充满敬畏之情，加强环保和治理，努力形成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来自英国的记者路易斯·泰
勒说。

位于登封“天地之中”的观星台、测景台是中国
古代的天文观测中心。得知元代郭守敬通过在观
星台的实地观测编制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

《授时历》，马琳不禁惊叹道：“这么古老的建筑居然
能发挥这么先进的作用，真是太神奇了！”

来到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嵩阳书院，树
龄约 4500年的将军柏、先圣殿、讲堂、道统祠、藏书
楼等讲述着中华文脉的传承。在先圣殿，中国网西
班牙语频道记者潘阿里面对孔子塑像行了一个标
准的拜师礼：“孔子是中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我向
孔子行拜师礼，表达我对中国文化的崇敬。”

嵩山少林寺是举世闻名的禅宗祖庭、功夫圣
地。“我特别喜欢少林寺，来之前很期待。”韩国记者
金恩智说，“欣赏了精彩的少林武术表演，那种奋
不顾身的武术精神很让我震撼。”

巩义北宋皇陵、石窟寺、杜甫诞生窑……看
到这些文物古迹历经千年仍保存良好，巴基斯坦

《每日邮报》中国区负责人马慕月赞不绝口。
“这次行程让我真正感受到中华文明、黄河文

化的厚重底蕴。这里是文化富矿，特别吸引我。
回去之后我会讲好黄河故事，让更多的人走进河
南、了解河南。”匈牙利《世界中国》杂志记者维克
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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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
推介名录公布

以河为媒 交流互鉴
——2023世界大河文明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邹雅婷

◀外媒记者走进河南登封嵩山少林寺。 李新华摄
▼1952 年黄河河源查勘队采集的河源之石，黄河博

物馆藏。 本报记者邹雅婷摄

▲在河南郑州黄河文化公园临河广场上眺望黄河美景。 主办方供图

▲河南登封的周公测景台为唐代建筑，在西
周测日影定地中的遗迹上建立。 主办方供图

▲河南登封的周公测景台为唐代建筑，在西
周测日影定地中的遗迹上建立。 主办方供图

▲“宋拓魅力——碑帖珍本特展”现场。
本文图片均由故宫博物院提供

▲宋拓东汉《西岳华山庙碑》“华阴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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