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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称自己是“吃着哈尼梯田
里的稻米长大”的云南省红河
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哈尼梯田管
理局局长张红榛，小时候并不
觉得梯田宝贵，“回头看才明
白，如果没有梯田，不仅没有
红米吃，没有围绕梯田耕种的
各种节日，而且泥石流等自然
灾害也会增多。”

她朴实的表达背后正是日前
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的红
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的核心价
值———森林、水系、梯田和村
寨“四素同构”的农业生态系
统。

如今，这绵延千余年的“活
态文化景观”吸引了世界的目
光。“这是云南的哈尼梯田，是
中国的哈尼梯田，也是世界的哈
尼梯田！”云南省副省长高峰的
这番话不仅传递了保护的决心，
也传递了红河哈尼梯田的“世
遗”之路刚刚开始。

红河哈尼梯田的“世界梦”

“踏上哈尼梯田……”云南
省元阳县新街镇大鱼塘村村民卢
文学的手机响了，长街宴之歌飘
了出来。这位现年 !"岁的云南省
级非遗传承人，在大鱼塘村地位
很高，因为村里的祭祀活动、节
庆活动都由他主持，他还收了 #

个徒弟。
在申遗过程中，各方的重视

让卢文学觉得当地的“服饰文化、
农耕文化、祭祀文化得到了更好
的保护”。他也告诉自己：“祖先
留下来的，不能在我们的手中失
传。”

卢文学的心愿并非个人化的
想法，“实施红河哈尼梯田整体
保护”是当地政府一直所强调的。
“将红河哈尼梯田各类物质和非物
质遗产全部纳入保护范围，确保
了文物和习俗、景观与生态的整
体保护。”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
州副州长谭萍说。

申遗成功后，红河哈尼梯田
文化景观保护进入国际文化遗产
保护视野，对保护提出了更高的
标准和要求，确保遗产的完整性
和真实性也是关键所在。红河州
政府日前承诺，履行 《世界遗产
公约》，依据《云南省红河哈尼族
彝族自治州哈尼梯田管理条例》
和 《红河哈尼梯田保护管理总体
规划》保护好哈尼梯田。

“不能荒废祖宗传下的

田地”

因为是在壮阔大山环境中开
创、覆盖雄伟山体而形成，哈
尼梯田被誉为“伟大的大地雕
刻”。在人们惊叹于这古老东方
的稻作文明和传统文化的魅力

时，却不能不正视一个事实———
作为巨大的活态在用遗产，红
河哈尼梯田的保护和发展面临
着巨大挑战。
“既然是活态的一定会变化，

原封不动是不可能的，因此保护
难度很大。” 云南省文物局副局
长余剑明说。

开着一家农家乐的大鱼塘村
村民李正福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他的农家乐去年毛利润在 $ 到 %

万元，相对以往种田几千元的年
收入，确实不可同日而语。

类似李正福这样的例子在申
遗成功后，因游客对食宿的需
求增大，会只多不少，在旅游
收益见效快和种田收入低的差
距之下，“当地老百姓是否还
会继续种田”？

同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菲律宾
伊富高梯田就曾因梯田面积缩减
等原因，在 &'"(年被世界遗产委
员会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单。

针对这个担心，当地政府的
相关负责人和老百姓请大家“放
心”。“田地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不能荒废，这是我们的传统。”大
鱼塘村几位村民说。

为了避免没人种田的情况出
现，政府也在努力，“把农林水
补贴打包发给老百姓，民居修缮
政府也补贴一部分，州、县政府
对农民的种粮补贴也要积极推
进。”谭萍说。

如何应对游客增多压力

申遗成功，游客会增多是不争
事实。云南省元阳县县委书记姜仁
斌介绍说，按保守估计，来当地旅
游的年游客量在未来几年，将达到
()'万人次，但据专家的测算，“申
遗成功后，游客会增加 *倍。”

面对大批涌进的游客，如何
平衡保护和发展？姜仁斌认为关
键在于坚持“保护为主，利用为
辅”的原则。其实，在红河哈尼梯
田申遗成功前，已有旅游开发的行
动———云南世博元阳哈尼梯田文
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入驻“准
遗产地”，对其进行整体旅游规划
开发。“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共管共
赢，而且开发行为必须在省、州、县
的监管下进行。”姜仁斌说。

但企业的逐利性会不会影响
遗产保护，仍是关心红河哈尼梯田
者心中的疑问。“我最关心的，是遗
产区搞旅游之后肤浅开发和过度
开发。”长期跟踪哈尼梯田申遗项
目的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史军超
提醒，梯田旅游必须保证其收益惠
及梯田文化的创建者，而不仅是参
与投资的公司与企业家。对此，姜
仁斌表示，最根本的是要通过制度
规范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这
些年相应保护管理条例已陆续颁
布，要实施依法保护和科学指导。”

在“轰轰烈烈”的香港维多利亚之行
后，风靡全球的“大黄鸭”要来到北京
了。近日，“大黄鸭之父”———荷兰艺术
家弗洛伦泰因·霍夫曼正式与北京设计周
组委会签约，+ 月，“大黄鸭”将“游”
进北京，北京将成为内地获得“大黄鸭”
正版授权的第一座城市。借由在北京短暂
逗留的时间，霍夫曼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我就是一个大孩子

身高超过 ,+'-.，穿一身蓝绿条纹 /

恤，深色休闲裤，脚踏一双运动鞋，“$'

后”的霍夫曼就这样第一次在北京亮相。
“我的性格就是个大孩子。”他笑着对

记者说，手里把玩着小黄鸭，尽管刚下飞
机略显疲倦，但是对所有记者的问题来者
不拒。

十几年前，当他受到荷兰博物馆一
幅风景画的启发，萌生了“大黄鸭”的
概念时，他就拿着世界地图，用贴纸标
记出了大黄鸭巡游的路线图，其中也包
括中国。
“你看，我的梦想实现了。”回顾过去

的创作历程，霍夫曼认为对于设计者来
说，有梦想很重要，但是说出来更重要，
“如果藏起来，就永远不会实现。”

也许是怀揣着一颗童心的缘故，他
的作品总和童年有关，充满童趣。黄色
兔子、鼻涕虫、大猴子……虽然形象不
一，但这些作品和大黄鸭一样，全是又
高又大的家伙。用巨型的玩具和玩偶，
来微缩现实世界，是霍夫曼的创作理念
之一：“我想要告诉人们，我们是多么
渺小，也想提醒人们去关注平日里被我
们忽视的空间。”

大黄鸭何以如此受宠

&''$ 年从荷兰的阿姆
斯特丹起航，大黄鸭已经游
历了 ,, 个国家共 ,0 个城
市。今年 )月，大黄鸭在维
多利亚港亮相后，掀起了全
港乃至全中国的“追鸭风
潮”，维多利亚港商场的日
均客流量比平时翻了一番，
有许多人从内地专程赶去看
望这只巨鸭，一个多月时间
共吸引了 %'' 万市民及游
客。

很多人不明白大黄鸭为什么会这么
火，连霍夫曼也一样：“我也没想到大黄
鸭在香港会这么火，看到大家跑到香港围
观它，我还以为是一场大型演唱会呢。”

大黄鸭的原型是浴缸里的橡皮黄鸭，
属于西方人的童年记忆，而在中国，大多
数人并不熟悉它，何以如此受宠？在霍夫
曼看来，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身处
快节奏时代的人们，渴求简单、快乐；二
是近年来中国流行的“萌文化”，喜欢
“卡哇伊”的事物。由于大家太喜欢大黄
鸭，中国内地许多城市出现了山寨品，霍
夫曼很无奈。此次北京之行，他也将与设
计周组委会就版权保护进行商讨，制定一
系列版权保护措施。

在北京选址会是个惊喜

第一次来北京，霍夫曼觉得很新鲜。
和“大黄鸭”去过的其他城市不同，北京

没有临海的宽阔水域，为这个可爱的大家
伙找个合适的住处成为一个不小的难题。

据了解，大黄鸭的展览地点可能会设
在城市中心，方便游客前去观看。包括北
海、后海、玉渊潭、颐和园、奥林匹克公
园等地都被列为备选，不过霍夫曼还未确
定最终地点，但他确保到时候会是“一个
大大的惊喜”。

至于北京版的大黄鸭会有什么特别之
处，霍夫曼说，这次会在尺寸上有所变
化，此前香港展出的大黄鸭高 ,!1) 米，
而在北京展出的大黄鸭预计高 ,'米左右，
具体尺寸还要结合水域面积、风力、漂浮
稳定性、观看视角等综合环境因素。其他
方面跟此前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大黄鸭会给北京带来什么样的效应，
霍夫曼也颇为期待，他也想知道大黄鸭对
每个人意味着什么，对北京来说又意味着
什么。有人把大黄鸭评为 &',* 年上半年
最引人关注的公共文化事件之一，霍夫曼
乐见其成：“你们不觉得成为公共事件本
身就是艺术吗？”

! 月是当代艺术的狂欢节。意大利，
第 ))届威尼斯双年展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中国艺术家以“扎堆”的模式光临了以当
代艺术为主的这场最富盛名的飨宴。而在
中国，最知名的当代艺术大奖之一———
“2345 6577大奖”首度在亚洲推出全
新的艺术大奖，并且第一次将目光聚焦在
中国。
“2345 6577大奖”向来以评委的

完全自主权而著称。作为亚洲艺术大奖的
联合主办方，上海外滩美术馆将负责以后
每两年一届的评选，每届奖项将会根据亚
洲的转变与话题持续，变更其所关注的领
域并逐年深入。
“亚洲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激烈变

革，产生了对当代艺术的不断重构的要
求，中国在此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此次艺术大奖评委会主席、上海外滩美术
馆馆长拉瑞斯·弗洛乔解释首届亚洲艺术
大奖为何聚焦中国艺术家。

据介绍，在此次亚洲艺术大奖的名单
中，有 $位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
地出生、生活并工作的新锐艺术家获得提
名。上海外滩美术馆随后将举办他们的群
展，展览过程中将选出并公布一位最终获
奖者。
“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迅速，我去香港

看过，水平很高，和纽约、巴黎等欧美城
市并没有太大差别。”拉瑞斯说。他认为，
历史上西方对中国当代艺术有很多误读。

他们以为中国艺术就是传统的刺绣书
画和价格昂贵的高度仿制技术，他们甚至
不认为中国有当代艺术。

是时候改变这种误读了。拉瑞斯说：
“现在是后全球化时代，已经不是东方和
西方这种均质化的二元对立时代，中国当
代艺术是时候寻找自己多样性的方式，而
不是依托传统的中国艺术的定义，应该进
行更多当代的、实际的艺术实践。”

雕塑、影像、装置、综合媒材，对于
当代艺术是造型艺术还是观念艺术，至今
仍存在争议，拉瑞斯认为，相比创作的媒
介来说，角度更重要，他更看重艺术表现
形式能否给观众带来情感共鸣，能否联系
过去、未来和现在。

此次入围名单中，来自两岸三地当代
艺术家呈现出来的不同特质，拉瑞斯说
“很有意思”，香港、台湾艺术家和大陆艺
术家很不一样，可以看到他们在寻求身份
时的挣扎，他们的作品有很多细节，很多
历史问题的叠加与演进在他们那里得到了
重新构建。

红河哈尼梯田

迎来“后申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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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农民在打理梯田

“是时候寻找
中国当代艺术
的多样性”豫剧《清风亭上》亮相国家大剧院

国家十大精品剧目之一———由中国河南豫剧院
二团演出的大型古装豫剧 《清风亭上》 于 ! 月 ,+

日、&' 日在国家大剧院倾情上演，豫剧名家、中
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李树建和著名马派艺术传人柏
青领衔主演，以弘扬“孝道”为主题，讲述了张元秀夫
妇在清风亭上捡得弃婴张继保，含辛茹苦抚养 ,0

年，张继保却贪图富贵，得中状元后不认养育恩情，
将养父母气死在清风亭上，张继保最终遭雷劈。
《清风亭上》在古典豫剧 《清风亭》 的基础上

加工而成，故事更加精炼，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
胆创新，增加了对逆子张继保心理转变的刻画，使
这一人物更加丰满。舞美、灯光等方面进行了大幅
度改进，舞台风格清新简洁，增加追光效果突出人
物情感；表达形式更具现代气息，多白少唱，放弃
大量使用方言，语言更近普通话。 （赵天宁）

梅墨生画书诗巡展广东行

中国著名书画家梅墨生 $ 月 0 日至 ,8 日将于
广东美术馆举行“从容中道———梅墨生画书诗巡展
广东行”。本次展览将为观众呈现梅墨生近年来的潜
心之作近 0''余件，有山水作品 %&幅、花鸟作品 $%

幅、写生作品 ,'$幅、书法作品 %0幅，其中收集梅墨
生近年诗稿小楷 0'余帖，皆为画书诗精品。
“诗书画”的结合是中国艺术的传统表达方式，

梅墨生坚守中国画传统和中国文化内蕴，以诗书画
并进的修为，实现对中国艺术品质和民族气质的追
求，这是他在现代文化形态下对传统文人画的回溯
和礼赞。本次展览为广东美术馆重点学术研究项
目，已列入广东美术馆《现当代艺术家丛书》。据
展览方介绍，本次展览结束后还将继续在上海、陕
西、北京、山东等地的省市美术馆及国家美术馆举
行巡展活动，巡展计划每年举行两次。 （俊德堂）

低碳公益影像展开幕

日前，以“为了梦想的家园”为主题，由中国
新闻社、中国新闻周刊主办的第四届“低碳发展·
绿色生活”公益影像展暨“中国低碳榜样”发布在
京举行，会上还揭晓了首个“全国低碳日”的标识
和年度口号。

低碳影像展向公众介绍了低碳经济、绿色发展
的理念与知识，反映了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做出的
巨大努力，以及百姓身边的低碳生活故事，对提高
公众低碳发展、绿色生活的意识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 （王 姗）

我也没想到会这么火

“大黄鸭”之父：本报记者 郑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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