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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向我国返还
14件文物艺术品

链 接

第78届联合国大会6月7日协商一致通过
中国提出的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决议。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联大全会介
绍决议草案时表示，决议邀请联合国会员
国、联合国各机构等庆祝该国际日。中方鼓
励各方根据联大决议规定，举行丰富多彩的
国际日庆祝活动，倡导尊重文明多样性，弘
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的传承和创
新，积极推动人文交流与合作，实现人类文
明共同繁荣进步。

傅聪在联大通过决议后接受记者采访时
强调，习近平主席去年 3 月提出全球文明倡
议，向世界发出深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
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真挚呼吁，得到国际
社会积极呼应。国际社会一致支持联大设立
文明对话国际日，充分表明全球文明倡议顺
应时代潮流、契合时代需求，充分表明中国
理念和中国方案正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共识。

（据新华社联合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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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的三个“20 年”
齐 欣

大运河边不缺繁华，但 2024 年
尤为特殊，叠加并孕育着继往开来
的隆重与兴奋。

时光一晃过去十年。2014年6月
22日，“大运河”列入 《世界遗产名
录》。纵观刚刚过去的 6 月，大运河
沿线以多种多样的活动，致敬无数
人的奉献，分享亲历与成果。

在纪念大运河申遗成功 10 周年
之际，应该将目光眺望得远一些，
在更为广阔的大运河文态空间中看
待这一世界遗产的孕育、成长、传
承过程和持续惠泽未来的意义。

我们用 3 个“20”年，来描述
大运河成为世界遗产的过程和当今
时刻。

从第一个“20年”
到第二个“20年”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中国
至今为世界呈现的 57 项世界遗产，
我们对世界遗产中国特色的思考、
实践和对文明交融的时代责任感，
皆始于 1985 年。第六届全国政协委
员侯仁之、阳含熙、郑孝燮、罗哲
文联名提案，呼吁中国加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
遗产公约》。对于中国乃至全球世界
遗产事业，其实有两个重要节点，
其功能、意义，值得反复再现和体
会：这份手写的“第663号”提案正
式提交时间，是1985年4月1日；第
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保护世
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的决定》
时间，是1985年11月22日。

这一组时刻，为何重要？在社
会发展时空中，我们只寻迹世界遗
产 长 长 的 “ 群 星 矩 阵 ” 中 的 一 小
段，看看大运河是怎样成为世界遗
产 的 ， 辨 析 其 发 展 轨 迹 与 前 后 逻
辑，就能理解为何不应将目光局限
于“申遗成功 10 周年”：2005 年，
罗哲文、郑孝燮、朱炳仁“运河三
老”写信呼吁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
保护和申遗工作的步伐——我们将
这封信的发布，称之为大运河申遗

“按下加速键的时刻”。而这封信
的推出时间，信中推出的主角“大
运河”（当时文本中还只是表述为

“京杭大运河”），都刻意挑选了
中国世界遗产事业走过 20 年的纪
念时刻。

我从小生长在运河边，20 年前
开始加入到保护、传播大运河历史

文化遗产的行列。作为呼吁信的起
草者，我亲身经历了落笔前那漫长
的思考、多方交流还有反复切磋的
过程。可以说，这份在大运河文化
遗产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推动意义的
文本，蕴含着再出发的动能；其中
每个字，都高度凝练地表达了当时
的社会认知与责任感，至今读起来
未显丝毫过时：“站在历史的高度来
看 ， 京 杭 大 运 河 的 价 值 和 风 貌 传
承 千 万 不 能 在 我 们 这 一 代 人 手 中

‘断流’……”

即将进入
第三个“20年”

大运河申遗，为何在 2005 年进
入快车道？因为那时，世界遗产事
业已深度融入到飞速发展的社会建
设与生活中；中国也由一个学习者
逐步完备了奉献、创新的能力。进
入到第二个“20 年”时，面临的
最大挑战其实是隐含在各个申遗项
目背后的：文化遗产、自然遗产等
的保护目标，由重点提举闻名于世
的“点”，进入到跨领域、跨地域
的“线”和“面”，进入到需要识
别、传播那些还不广为人知的遗产

价 值 。 也 就 是 说 ， 大 运 河 申 遗 ，
“等到了”一个新背景，“踏进了”
一个全社会共同激励、推动和实践
的新阶段——在 2024 年回望，大运
河成为世界遗产的经历，也是中国
世界遗产事业的重要组成，是其中
的重要标识和第二个“20 年”的成
果旗舰。而大运河又给当今世界新
生着巨大的推力，激励了一代一代
的奉献者，积淀丰富的新认知和新
智慧。

将这些有逻辑联系的事件串联至
今，很快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大运河
世界遗产的动态发展过程，历经了40
年的发展，即将进入第三个“20年”。

如果说第一个“20年”的特点是
“专业性成长”，第二个“20年”的特
点是“社会共同参与”，那现在第3个

“20年”，我们面临着什么？又应该如
何融入、创造？

进入6月，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
商一致通过了中国提出的决议，决
定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
际日。决议明确所有文明成就都是
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倡导尊重文
明多样性，突出强调文明对话对于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增
进人类福祉、实现共同进步的重要
作用。

大运河属于过去
更属于未来

2025 年的 6 月 10 日很快就会来
临。在下一个文明对话国际日到来
之际，我们以大运河能讲述怎样的
故事？

大运河文化遗产是什么、又在
怎样影响着我们，这是许多人都想
知道、生活在河边的人们也在努力
回答的问题——事实上，每一年的
答案都有所不同，这是因为我们对
大运河的理解总在不断加深。以前
去 看 大 运 河 时 ， 我 还 在 找 寻 那 些

“老”的痕迹，但现在则更多观察
“河”与“人”的关系，也就是大
运河对社会生活、观念产生了怎样
的影响，社会发展又反过来对大运
河的命运、文化遗产的命运做了哪
些，贡献了什么？大运河以其宏大
规模和持久的发展历程，真实、鲜
明地展现了连续、创新、统一、包
容、和平特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发起世界各地共同思考世界遗产

“下一个 50 年”目标的大背景下，
人们开始更加明确地探索这一跨越
9 个纬度的人工工程活跃至今的源

泉与动力，也就是大运河不仅仅属
于中国人，而且属于全人类、属于
未来的意义。

时至今日，我每天上班时，还
要 往 返 穿 越 大 运 河 的 最 北 端 通 惠
河。有时伴随着朝阳，有时是夕阳
西下或见到万家灯火，每每站在河
边，引发我这样遐想：“总有一天，
人 类 将 离 开 地 球 ， 奔 向 浩 瀚 的 宇
宙，在洪荒中开始全新的一切。那
时，还会再造一条又一条的‘大运
河’吗？能吗？”

历经在河边反复行走和感受，
我现在有把握去游说遇到的每一个
人：大运河绝对能带给我们这种信

心和勇气，绝对能给我们的孩子们
带来那种面向未知时的坚韧、团结
和彼此信任的本领。如果用一句话
来表述近 40 年来中国人对世界遗产
的认知，描述近 20 年来全社会对大
运河认知的改变，那就是：原来我
们以为，大运河时代已经消逝；现
在我们理解大运河，更多地认为这
是一个时尚的、不断创新的，可持
续发展的例证。

人 类 是 休 戚 与 共 的 命 运 共 同
体，我们当下的选择关乎人类的未
来。而这个充满朝气，繁荣进步的
大运河，值得呈现给世界，值得人
类的未来从中受益。

本报北京电（记者赵晓霞） 记者从国
家文物局获悉，日前，中国驻阿根廷大
使馆接收阿根廷向我国返还的 14 件文物
艺术品。

此次返还的 14 件文物艺术品为我国
非法出境文物，其中 7 件青铜甬钟的时代
应为春秋晚期，其余陶俑 3 件、俑头 2
件、铜蛙 1 件、铜盔 1 件，时代在汉代至
南北朝之间。2017 年，上述文物由阿根
廷联邦警察文化遗产保护分部在开展国
际刑警组织打击文物非法贩运国际联合
行动“雅典娜行动”中，依据国际博物
馆协会与我国联合发布的“中国濒危文
物红色目录”截获。2019 年，国家文物
局获悉消息后，协调中国驻阿根廷大使
馆持续开展工作。2023 年 12 月 12 日，阿
根廷法院作出将 14 件文物艺术品归还中
国使馆的最终判决。

据悉，中阿两国皆为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 1970年 《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
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
约》 缔约国。2018 年，两国签署关于防止
文物非法出入境以及促进文物返还的政府
间协议。本次返还是中阿签署协议以来成
功开展的首次合作，对双方深化文物返还
等文化遗产领域交流合作有重要意义。

今年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 10 周年。
关于大运河申遗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申遗
用了多少天？申遗背后有怎样的故事等话题
引发关注。

时间回到 2014 年，北京时间 6 月 22 日，
从卡塔尔多哈传来好消息：在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第 38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
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大运河是世界上
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
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目，它
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领土的统一管
辖，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
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
面的杰出成就。

一

全长近3200公里的大运河南起浙江，北
抵北京，开凿至今已有 2500 多年。自古至

今，大运河在保障中国经济繁荣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直到今天仍是重要的内陆交通
运输方式。

大运河河道距离长、流域范围广、遗
产类型丰富、利用功能多样、保存现状复
杂，如今保存下来的与大运河相关遗存总
数已超过 1200 处。从地里分布看，大运河
世界遗产分布在 8 个省 （直辖市） 27 个城
市，包括中国大运河河道遗产 27 段以及运
河水工遗存、运河附属遗存、运河相关遗
产共计 58 处遗产。这些遗产展示了历史的
发展、河道航行景观、水管理技术设施以
及与运河相关的城市景观、历史遗迹和文
化传统。

大运河的申遗之路历经数年。
“2006 年新年到来之际，我们三位年老

的城市规划与建筑、文物古建筑保护和工艺
美术工作者，怀着急迫的心情，联手致信给
您，呼吁用创新的思路，加快大运河在申报物
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大遗产领域的工作进

程……”这是 2005 年 12 月，时年 61 岁的朱炳
仁，与 90 岁的郑孝燮、82 岁的罗哲文联名写
给大运河沿线18座城市市长的信。这封信推
动了大运河申遗步伐，写信的三人也因此被
尊称为“运河三老”。

关于这封名为《关于加快京杭大运河遗
产保护和“申遗”工作的信》 背后的故事，
曾记录在本报2014年6月27日所刊登的《大
运河申遗的3111天》一文中。

如今 80 高龄的朱炳仁回忆起当时写
信的初衷说：“我就住在大运河边上，每
天都接触运河。大运河哺育着整个城市
的 文 化 ， 老 百 姓 的 生 活 跟 运 河 息 息 相
关。年轻时，我曾目睹运河旁边一些文
物被破坏，有些水被污染，老百姓感到
生活不便。于是当时就跟两位古建筑专
家 、 文 物 保 护 泰 斗 ， 联 手 进 行 保 护 工
作。再加上我在杭州，他们在北京，一
南一北，有其代表性理念，于是一起提
出京杭大运河申遗。”

朱炳仁认为，在这封信受到关注之前，大
运河申遗的序幕已经拉开。“这封信起到了推
动作用，最重要的还是运河沿线各个城市已
经对联合申遗有了强烈的愿望。”

二

从申遗成功至今，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
不断翻开新的一页：2017 年，首次提出大运
河文化带；2019 年，《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
利用规划纲要》《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方案》发布实施；2020 年，《大运
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规划》发布；2021 年，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出
台。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大运河文化保

护传承利用“四梁八柱”规划体系正式形成
——国家发改委联合国家文物局、水利部、
生态环境部、文化和旅游部分别编制了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河道水系治理管护、生态环
境保护修复、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4个专项
规划，指导沿线省 （市） 编制了8个地方实
施规划。

从申遗成功至今，大运河沿线的多座
城市经过连续多年的综合整治与保护开
发，水美业兴的运河生态重现。2022 年 4
月，京杭大运河实现百年来首次全线水流
贯通。

这些年来，大运河考古成果丰硕，相继
发掘出一批闸、堤、坝、桥、纤道、码头等
运河水工遗存，以及仓窖、衙署、驿站等大
运河的配套设施和管理设施，为研究运河的
管理、变迁与工程技术成就提供新材料、新
视角。

据不完全统计，大运河沿线 8 省 （市）
共开展超过200项运河考古工作，其中60余
项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

隋回洛仓铭文砖、唐越窑秘色瓷八棱
净瓶等文物见证着大运河的运输功能；唐
三彩马毬女俑等文物描摹了运河沿线的生
活与文化；宋青白釉“国清”款刻花碗等
文物则记录着运河沟通世界的对外交流
……今年 5 月，在江苏扬州中国大运河博
物馆开展的“运载千秋——新时代大运河
重要考古成果展”上，亮相的文物展示了
大运河促进了南粮北运、商业贸易、人员
往来的故事，也展示了大运河保护、传承
和利用的新变化和新成就。

正 如 清 华 大 学 历 史 系 教 授 倪 玉 平 所
说，2500 多年来，大运河是历史的见证者和
参 与 者 ，它 不 只 存 在 于 文 字 和 史 料 记 载
中，还是鲜活的、流动的。

图为阿根廷向中国返还的青铜甬钟。

马丁·萨巴拉摄 （新华社发）

今年6月，游客在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游览。
苑立伟摄 （人民视觉）

京杭大运河江苏省宿迁京杭大运河江苏省宿迁
市宿豫段市宿豫段，，装载农资装载农资、、建材建材
等货物的船舶有序航行等货物的船舶有序航行。。

陈陈 红红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游客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参观。 孟德龙摄 （人民视觉）

大运河大运河申遗上热搜申遗上热搜
本报记者 赵晓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