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 !"#$年，中国的大运河申遗，将由价值认定阶段向价值

传播阶段过渡。伴随着蕴集的巨大能量，这种过程实际标志着文化遗

产公众传播时代正在来临。

大运河申遗，重新定义了文化遗产传播的理念和特征。本来大家都认为，

如同以往的过程一样，那只是所有传播理念在文物界的再次应用和体现。但是

我们现在已经坚信：文化遗产自其被创造孕育时起，传播便与之相辅相成相随。

传播是文化遗产生存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不是在其形成后才作为社会力量简单介

入。由“文保宣传”的模式，完成向文化遗产传播过渡，这也要感谢大运河。

如果现在就将目光定位在 !%&' 年，能够遥望到什么？首先，我们已经不

再将所有的情感，系于大运河申遗能否成功；经过将近 &%年的努力，在我们

心中已经非常可以肯定地向世人回答“什么是文化遗产”的问题了。与此同

时，大运河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人人都能加入成为主角，传播以真实完

整为核心价值———的大运河文化。这一变化非常地典型，直接带来了

社会力量的组合变化，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也由之开始了真正意义上

的“社会共享时代”。

文化遗产，是全世界不分国籍和种族的共同财富；

凭借大运河，我们可以告诉世界，美丽的中国，

也是世界的美丽。

一根 '%米的白色细曲线横贯于中国美术馆
圆形主厅的弧形墙面———作为首个进入中国美
术馆主展厅的抽象艺术家展览 《谭平个展：&

划》 的主展品， 《!'%(》 是一件令观众觉得
“抽象之至”的作品。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艺术
学系主任彭锋的眼中，“在被视为艺术殿堂的
中国美术馆圆厅里只展一根线，这是一个多么
有勇气的决定”。

该作品的创作者、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谭
平认为，当代艺术一个很重要的创作方法就是
要在现场。“我一次次去美术馆看，思考我到
底要在那里做什么。最终，我选择不以非常隆
重或经典的方式去做，而是将现场的空间与社
会性、象征性糅合起来，让作品画一道线就结
束了。”

“沿着这条线走，就像走过人生一样”

咔、咔……画面中，伴着静谧中爆出的清
脆声音，一把圆口刻刀正“行走”在一块长长
的木板上———在展览现场播放的一段视频，展
现的正是谭平创作 《!'%(》 的过程。“'%米长
的一条线，用了 ) 个小时一气呵成。刻刀与木
板接触的瞬间如同锋利的刀划开皮肤，深深地、
慢慢地行走，不断深入这块黑色平面的内部。)

个小时刻刀在木板上抑扬顿挫地行走，就像将
我自己沉入生命的‘时刻’，所有的力量，
所有的经历，对艺术的理解，包括我内
心的挣扎，全部留在刀和木板磕绊的瞬
间。”谭平这样形容这个过程。

“简单！”这是不少观众
看到这条线的第一反应。的

确有理，创作者谭平坦
言自己非常喜欢极简主

义的绘画，特别希
望以最少的语言表

达最丰富的
内涵。“当大
家期望是

!% 张大画时，我恰恰只是轻轻画一条线。这条
线像人的心脏跳动，如同心电图，有起伏有变
化。观众要沿着这条线一直走，就像走过人生一
样。”

策展人朱青生认为，这条线不仅承载着作者
的修养、知识、经验和生命意识，而且单纯却又
丰富，把不可言说的状态充分地表达，同时又让
每一位观者勾起各自心中无限的回响。“这根
‘线’，分明是在对当代艺术进行一次全体的应对
和实验。”

“不是哪天突然想做抽象了”

与 《*'%(》 同时展出的，还包括谭平早期
的作品。沿着作品的创作时间轴，从上世纪 +%

年代到 !%#!年，作者表现语言的变化清晰可辨。
在谭平的记忆中，“绘画”在他内心的萌

芽，起源于做产科老师的母亲自己画“医用教学
挂图”对他的影响。上世纪 ,% 年代末，谭平留
学德国，他发现“原来抽象图像背后的东西才是
重要的”。到了今天，谭平为观众呈现了一条 '%

米的长“线”。
“这是一点点变化的过程，不是哪天突然想

做抽象了。它是从一种现实主义的创作开始变
化，逐渐地摆脱束缚，寻找自由的这样一个过
程。”谭平认为对抽象表达的掌控靠的是多年的
积累。

对这位在中国美术馆主展厅做抽象艺术展的
艺术家，不少观众会问“如何理解抽象艺术”。
谭平认为，抽象艺术不是一个画面看起来没有具
体的形象，只是点、线、面、色彩或是笔触、材
料完美组合的结果，而是对世界的认识和感悟，
对生命的认知，对艺术理解的具体表达。对世界
的认识决定了抽象艺术的生命，真正的抽象艺术
是最能直接表达自己个性的艺术。
“人的内心和客观世界是同样大的，其区别

只不过在于你是向外看，还是向内看。抽象艺术
更多地就是向内看的一个东西，看自己内心世界
的一种景象。”谭平说。

罗马大学建筑学院当代美术史教授阿基
莱·伯尼托·奥力瓦评价道，谭平以其不同时期
的作品穿过了当代艺术探索的许多节点，进行了
不停顿充满扩张性的创造。“他以艺术的全球观
念，运用抽象艺术语言的链接，创造了东方、西
方不同文化在人类感性与理性同一时空中的完美
聚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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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到潘多拉星球，看看自己变成纳美人的样子；蚊虫不
咬人，还发着光成群结队飞舞着组成各种字形；在房间里抬起
手，就能把风筝放飞蓝天；对着墙点燃火柴，烟花就美丽绽放；手指拨动
古老织布机上的纱线，就能弹奏出美妙的音乐……

日前，以“生态·信息·智慧”为主题的第 $届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
在中国科技馆举办，展出了来自 !!个国家的 ##!件作品，主要包括新媒
体艺术、产品设计、建筑与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以及艺术创作等，汇
集当代国际艺术与科学领域最前沿的研究成果。该展览由诺贝尔物理学奖
获得者李政道和已故艺术大师吴冠中共同发起，在 !%%#年、!%%)年已经
成功举办了两届。

李政道特意为本届展览撰写了前言：将人类珍贵的情感，升华为艺
术；将自然基本的规律溶化成科学。艺术与科学，基于人类创造力的共同
基础，追寻共同的目标：真理的普遍性和人类的未来世界。此次展览的作
品正是从这样的目的出发，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科学家和艺术家对生态、
信息和智慧这 $个命题的思考和解决方案。

在科技馆的一角，许多人正在排队“照镜子”。在这面“镜子”里，
观众的头像被染色、变形、拉伸成为一个 《阿凡达》 电影中的纳美人形
象，虽然肤色变蓝、鼻梁变宽，但仍保留着该观众本来的面部特点。这面
像镜子一样的装置是中国艺术家创作的数字互动影像作品 《阿凡达变形
站》，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和参数化的计算来实现观众从现实世界到潘多拉
星球的“穿越”。

如果不是用人工照明，而是用萤火虫一样闪闪发光成群飞舞的蠓虫来
制造广告牌，我们的城市会变得多么美丽？作品《天堂的轮廓》就研究了
一套这样的装置。科学家培养并改造了一群不咬人的蚊虫，使其能在黑暗
中发光，并利用蚊虫对声音敏感的特性，利用声音频率控制其群体性的飞
行状态，这些闪闪发光的小精灵就能群舞着构成一些 -./字形。

艺术与科学的结合如此浪漫而亲切。一群孩子抬着头，高举着双手嘻
嘻哈哈地挤来挤去，在他们前方的屏幕上，一只传统的风筝正从绿树成荫
的村庄缓缓飞入蓝天，孩子们手中似有一根无形的线，控制着风筝的远
近。旨在保护和传播风筝这一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品《放风筝

的人》 受到了孩子们的喜
爱，该作品运用了微软的
012.34 技术对风筝文化
进行技术创新，使人们在室
内就能感受到放风筝的乐
趣。

一台有着 !5%年历史的
织布机，本来是法国提花博
物馆内的一件艺术品，在经
过红外摄像机和超声距离传
感器的改造之后，成为一套
音像俱全的音乐织布机，参
观者可以在空中或者纱线上
随意地弹奏出自己的音乐。

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
因为“好玩”、“新鲜”、
“惊奇”，第一天就迎来了近
'%%% 名观众，之后也一度
达到每天 !%%%人的参观量。
有观众说，这些参展作品用
最直接的方式，留住人们的
目光和脚步。而更多的观众
已经在期待下一届展览了。

由中华文化促进会、凤凰卫视主办的
“!%&!中华文化人物”颁授典礼 &!月 &!日在
河北举行。包括莫言、朱绍侯、德德玛、管峻、谢
英俊、陈薪伊、郑小瑛、万捷、何晓道、沈培平等
&%位文化名人获颁今年的文化人物奖杯。

颁奖的同时，主办方还设立了特别环节，缅怀在今
年陨落的华语文化界大家。包括哲学大师、国家图书馆
名誉馆长任继愈；国学大师、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李先
林；美术家张仃；漫画家华君武；画家吴冠中；红学家周
汝昌等。

（王慧丽）

中国 !"动画赚美国观众的钱

《超蛙战士》登陆 #$%&'()

日前，世界最大的在线影片租赁服务商 26789:; 与上海河马动
画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达成了合作协议，收购其原创作品《超蛙战士
之初露锋芒》的网络版权，并于 #!月正式上线。这是 26789:;首次收购
中国 $/动画电影。此次合作说明北美市场对河马动画的制作水平已逐
渐认可。据悉，该系列的第二部电影《超蛙战士之威武教官》以及奇幻
冒险电影《绿林大冒险》的合作已在洽谈中。 （张东伟）

*+,* 宝马创意设计大赛落幕

以“以悦之名 放飞梦想”为主题的 !%#! <=>?6@7 A创意设计大赛决赛
日前在北京清华大学落幕。共有来自国内知名高校的 &&支参赛队进入决
赛，最终东道主清华大学的 1BC>DE团队夺冠。据介绍，本次比赛由宝马
公司主办，包含视觉创意、手工创作、歌舞创作及其他四大类项目。决赛
中，各支参赛队用各自的作品展示了自己对主题“悦”的理解。“悦”，
作为一个抽象概念，通过儿时的玩具、老上海的街景等更为具体的意象被
表达出来。 （吴 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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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申请世界遗产，是目前中国最高级别和最大

规模的国家申遗工程。其经历的!年岁月，也恰逢中国社

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相比于大运河在政治、经济和文化

等各领域所展示的成果，申遗活动最大的收获莫过于大

幅提升了公众的文化遗产保护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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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馆主展厅首次接纳抽象艺术展

“我只是轻轻画一条线”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图为谭平在创

作《!'"(》。

!风尚

艺术与科学

“联姻”的美好生活
王慧丽

!拾遗

“*+,*中华文化人物”揭晓

图为荷兰艺术家设计的“莲花”，观

众一走近就会自行绽开。 罗晓光摄

大运河申遗：不只让我们把目光投向

数百年前的重大文物，也让我们花大力气

关注身边“年头并不悠久”的真实历史

大运河申遗：吸

引了更多的普通人，

由只是觉得“应该”

为文化遗产做些事，

转变为一名“可以”

做得很好的保护者

说来话长。
这是 '月初的一个艳阳暖春，我站在课桌旁，

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同学们讲着千里之外发生
的事儿。“年轻人的心中都有一团火”，我笑嘻嘻地发
出邀请：“我们去做个试验，看看厦门这儿有多少文化遗
产吧！”

大家面面相觑。真的？绝对不靠谱，不过信口一说。
“大运河上已经有许多人在实验了。”我热情地给他们打气：

“我们可以就从厦大开始。”
,个月过去了……
即便是我也没有料到，这个名为“文化遗产视角下的厦门”大学

生实践项目，先后入围了省优秀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和“芙蓉学子·社
会实践奖”，也有团员分别荣获了省、大学和学院的“优秀暑期社会实践
优秀个人”称号。报纸和电视节目也从更广泛的价值，讨论项目所研究的厦
大校园、鼓浪屿、中山路小店铺群、环岛路乃至第八菜市场。最重要的是，同学
们用自己的脚步，再次诠释了一个普通中国人对待文化遗产保护，如何由“应该
去做”到“可以做到”的转换过程。这一切，应该感谢大运河。

大运河的申遗过程，吸引了无数民众的目光。于是，公众参与和文化遗产传播成为一
项新兴的跨界研究课题，并通过如“大运河遗产小道”和“文化遗产视角下”这样具体的方法
拉近了公众与文化遗产的距离。这些有效的步骤，开始推广到如“文化遗产视角下的厦门”项目
中。在大运河之后，还有更多的文化遗产价值：蜀道、海岸线、华人的迁徙，它们构成我们生活延续
的城市、村庄乃至街道……而每个人都可以主动参与并成为探索发现的主角。

每每相隔十年左右的时间，中国人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就会发生一次变革，从而跃上一个新的台
阶。每次演变，前后衔连，踏阶而上；但，没有哪个阶段如同大运河申遗这般波澜壮阔而影响深远。

大运河申遗：使得公众明白，文化遗产所呈现的美好

的精神家园，既不能靠“假古董”，也不能仅靠书本记载和传说

&F,5年，那是个伟大的起点。侯仁之会同罗哲文、郑孝燮、阳含熙
等四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应该尽早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大约用了 !%年的时间，我们将许多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宝贵财富以
“世界遗产”的总括保护形式呈现给世界。那个时代，我们的目光集中在体量大、
历史悠久又显而易见的目标。大运河算什么呢？所以，!%%'年至 !%%5年底，我跟
随老一辈文保专家着手推动“京杭大运河申遗”时，在文物界之外的大多数国人心目
中，“人类非凡创造力的集中体现”是很难和大运河联系在一起的。

现在来回溯这一段激动人心又波澜壮阔的社会参与过程，无论你是不是亲历者，都可以
非常清晰地看清我们思想的成长转变历程。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必须用人类共有

的、真实完整的标准去看大运河，才会意识到它的伟大。在此之前，我们品味颐和园和故宫哪怕再
加上长城，只需要从文物的、民族的、独有的角度已经足够———也就是说，我们尚在以传统的文物保护视角去

判读文化遗产。从那个时候起，藉大运河申遗，文化遗产的 )条标准，真实、完整的判断准则，开始进入全面深入人心
的植入期。

对于中国人来说，大运河申遗，其实就是要回答 $个简单的问题：大运河是不是一个既代表中国悠久历史和多元文化、
又具有全球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遗产？大运河是一个怎样独特的人类智慧的结晶？中国人能将大运河文化遗产真实、完整地
留给后代吗？

简单吗？是的，我经历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考察活动，所有人都发自内心地认为，这条大河，显而易见地，“是我国古代
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工程，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物质和精神财富”。难吗？即便是到今天，我们仍然要说，大运河的申
遗过程还处在合力爬坡的艰难时刻；我们仍然感觉到，我们对大运河申遗的预估，还是过于浪漫和乐观。

大运河申遗，使得全社会都更准确地理解，文化遗产所呈现的美好精神家园，既不能靠“假古董”，
也不能仅靠书本记载的传说；而是要用那些简简单单的“一草一木”进行实证。

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痛恨“重建”和“再现”；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切肤地
感受到“破坏”让自己无辜地流失价值、无辜地疼痛。

不仅是规模巨大和历史跨度悠长，大运河对于全世界的文化遗产来说还有
一个更加引人注目的特征：它是“活态的”或者说是还在使用着的。

使用就会带来变化。那，这些新的人类活动，咋算呢？
于是，一个新的思路提出来了：公众的文化遗产保护目标，可以如酿造甘醇一样，使用“成熟度”的判读

方法。这对近现代遗产的形成和保护尤其重要。以前只是关注正在消失的，现在我们还分出了一半的精力，去
关心正在生成的未来遗产。

“厦门大学，难道也有文化遗产吗？”这是我在课堂交流时，大家直接提出的疑惑。“文化遗产不是古
董，你可以把它想象为一瓶酒。”我还记得当时的比喻：“总有它成熟又倾倒众生的时候，但如果我们现在

不延续它的真实和完整，以后难道要用假酒来充数？”
正是使用这种源自大运河上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种全新的价值眼光，来重新计量身边原本已

经熟视无睹的一切。
就在我开始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一封邮件从厦大发来。“文化遗产视角下的厦门”项目中

的一名团员告诉我，她要在全校的优秀社会实践大会上演讲了，选定的题目涉及“城市发展和文
化建设”。
“讲些啥呢？”我非常好奇。

“我想说，没有文化的城市是没有灵魂的城市。文化遗产就像酒一样，也有度数，
不予保护，不但难以酿熟，而且醇香还会挥发。”

我感到发自内心的快乐：“好好准备吧姑娘，未来真的是你们的了。”

图为厦门

大学学生

对厦门市

第八市场

的“文化

遣产视角”

的调查成

果。

文化遗产保护将进入公众传播时代
齐 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