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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迎来第十一个文化遗产日

一个文明古国的“文明担当”
本报记者 刘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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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化遗产推向人民中间
文化遗产日进入第十一个年头，活动越来越多，内容也越发丰富。
国家层面，文化遗产日的“重头戏”很多。
2016年文化遗产日主场活动将在承德避暑山庄举行，届时耗时多年的普陀宗乘之

庙修缮工程将竣工。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朱晓东透露，普陀宗乘之庙修缮工程
竣工是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重要内容。作为“十二五”期间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工程，中央财政投入6亿元用于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保护修缮。

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负责人马盛德则介绍说，根据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提出的
“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振兴传统工艺”的新要求，今
年文化遗产日，文化部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振兴传统工艺”为主题，组织中国非
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院校回访参加研培的学员、开展传统工艺专家巡回讲
习、中泰手工艺交流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讲座月等一系列活动。同时，全国各地也
将组织开展800余场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展示宣传活动，包括2016屈原故里端午文
化节、第二届京津冀非遗联展等。

而在各地，活动同样精彩纷呈。
在山东济南，文化遗产日前后，有关部门将会举办各类活动32项，其中参演非遗

项目 100 余项，参演人员将达 1000 余人；在河南，6 月 11 日当天，包括河南博物馆、
中国文字博物馆在内的近 300家博物馆、纪念馆和文物单位向公众免费开放或优惠开
放；在江苏，全省50个非遗传统项目集中到扬州，包括扬州琴筝艺术、南京脸谱、徐

州剪纸在内的非遗项目将参展；在广东清远，这个今年“文化遗产日”的广东分会
场，将有粤绣、佛山木板年画等51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亮相。

拉近非遗文化与民众的距离，成为各地今年追求的目标。例如，在河南洛阳，既
包括在周王城广场上举办的宣传活动和现场表演，也有在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的免费
讲解服务和图片展，还有在洛阳隋唐大运河博物馆组织的周边学校学生免费参观活动。

如何建立好制度保障，也是面对文化遗产保护时，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据湖南
省文化厅厅长、省文物局局长陈远平介绍，《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法＞办法》将于今年7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这是湖南省出台的第一部文化领域的
省级地方性法规。“标志着湖南省的非遗保护工作从此步入了法治引领的新时代。”

事实上，在制度层面，中国一直在向前推进。早在 1982 年就颁布了 《文物保护
法》和《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此外，文化部先后出台《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等
30余项规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 也已于2011年颁布；中国政府已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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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公约》等国际公约。

值得一提的是，在“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
承，振兴传统工艺，传承发展传统戏曲。发展民族民间文化，扶持民间文化社团组织
发展。”

“世界需要一个经济高度繁荣的中国，更需要一个社会全面进步与协调发展、比古
文明更加文明的现代中国。”冯骥才说，我们的文化虽然不是人类共有的，却是人类共
享的。我们保护自己文明的同时，也在为人类保护一份巨大的、珍贵、不可替代的财
富。

““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这是今年这是今年66月月1111
日日，，第十一个文化遗产日的主题第十一个文化遗产日的主题。。这个从这个从20062006年开始年开始
的文化遗产日的文化遗产日，，在走过在走过1010个年头后个年头后，，逐渐走向成熟逐渐走向成熟。。

泱泱大国泱泱大国，，文化遗产众多文化遗产众多。。随着人们知识水平随着人们知识水平
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各界对于文化遗产的价值社会各界对于文化遗产的价值
越来越有清晰的认知越来越有清晰的认知，，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有越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有越
来越多的支持来越多的支持。。这既体现在官方设置的文化遗产日这既体现在官方设置的文化遗产日

上上，，也体现在人们对相关活动日益高涨的参与热情也体现在人们对相关活动日益高涨的参与热情
当中当中。。

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越来越珍视文化遗产体越来越珍视文化遗产。。因为它们因为它们，，即使从遥远的即使从遥远的
历史中走来历史中走来，，也依然哺育着这个东方大国的人民也依然哺育着这个东方大国的人民。。
如今如今，，让我们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和担当让我们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和担当，，保护文保护文
化遗产化遗产，，向伟大传统致敬向伟大传统致敬。。

正是端午时节正是端午时节。。千年前千年前，，在词在词
人笔下人笔下，，人们是人们是““彩线轻缠红玉彩线轻缠红玉
臂臂，，小符斜挂绿云鬟小符斜挂绿云鬟””的样子的样子；；千千
年后年后，，我们依然会带上五彩绳我们依然会带上五彩绳，，吃吃
一口粽子一口粽子，，赛一赛龙舟赛一赛龙舟。。77年前年前，，端端
午节也成为了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午节也成为了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
遗的传统节日遗的传统节日，，这就是文化传承的这就是文化传承的
力量力量。。它超越个体它超越个体、、穿越时光穿越时光，，融融
入一代代人的血液入一代代人的血液，，并将继续在民并将继续在民
族的集体意识里绵延族的集体意识里绵延。。只要文化一只要文化一
直传承直传承，，这个国家就是世界上独一这个国家就是世界上独一
无二的存在无二的存在，，能够屹立不衰能够屹立不衰，，并且并且
有不断进步发展的动力有不断进步发展的动力。。

珍视文化珍视文化，，就是坐拥宝藏就是坐拥宝藏。。十十
年前年前，，中国中国““文化遗产日文化遗产日””应运而应运而
生生，，让我们的文化源流得到更好的让我们的文化源流得到更好的
保护保护。。一个一个““文化遗产文化遗产””的标签的标签，，
令我们更加敬畏那些壮美的风景令我们更加敬畏那些壮美的风景：：从从
莫高窟到兵马俑莫高窟到兵马俑，，从北京天坛到安阳从北京天坛到安阳
殷墟殷墟，，从曲阜孔庙到布达拉宫……从曲阜孔庙到布达拉宫……一一
个个““文化遗产文化遗产””的头衔的头衔，，又又擦亮了擦亮了
多少曾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被视为平常多少曾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被视为平常
的事物的事物：：老人家常去做的中医针灸老人家常去做的中医针灸，，
爷爷奶奶随口哼唱的昆曲爷爷奶奶随口哼唱的昆曲、、粤剧粤剧，，还还
有珠算有珠算、、书法书法、、皮影戏……不论是物皮影戏……不论是物
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它
们都是在历史文化的长河里们都是在历史文化的长河里，，几经淘几经淘
洗而留下的珍珠洗而留下的珍珠。。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人，，不不
能坐拥如此丰富的宝藏却视而不见其能坐拥如此丰富的宝藏却视而不见其
珍美珍美。。

珍视过去珍视过去，，才能把握未来才能把握未来。。虽虽
然时代在飞速发展然时代在飞速发展，，但我们的历史但我们的历史
文化是不变的根基文化是不变的根基。。只有坚持从历只有坚持从历
史走向未来史走向未来，，在延续民族文化血脉在延续民族文化血脉
的基础上开拓前进的基础上开拓前进，，我们才能把握更多彩的未来我们才能把握更多彩的未来。。
正如今年的中国文化遗产日所倡导的主题正如今年的中国文化遗产日所倡导的主题，，我们要我们要

““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让历史给予未来以厚让历史给予未来以厚
重重，，让发展带给文化以新的活力让发展带给文化以新的活力。。美国的动画制作美国的动画制作
公司公司，，可以用尽传统的中国元素可以用尽传统的中国元素，，结合当代人喜闻结合当代人喜闻
乐见的形式乐见的形式，，制作出风靡全球的动画片制作出风靡全球的动画片 《《功夫熊功夫熊
猫猫》，》，我们又以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又以什么样的方式，，使我们自己的传统文使我们自己的传统文
化更好地在当代向世界传播呢化更好地在当代向世界传播呢？？这是值得深思并持这是值得深思并持
续探索的问题续探索的问题。。

珍视自己的文化珍视自己的文化，，就是在走向世界就是在走向世界。。所谓所谓““民民
族的就是世界的族的就是世界的”。”。我们在走向世界强国的路上我们在走向世界强国的路上，，不不
仅要发展经济仅要发展经济，，更要提高文化软实力更要提高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
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有了这种凝聚有了这种凝聚，，我们我们
也就树立了文化自信也就树立了文化自信。。全世界的华侨华人都在年复全世界的华侨华人都在年复
一年地庆祝传统的中国节日一年地庆祝传统的中国节日，，甚至连许多外国人也甚至连许多外国人也
开始过起了开始过起了““中国节中国节”，”，并认为中国的节日里有着丰并认为中国的节日里有着丰
富的内涵富的内涵。。这也是文化走出去的一种体现这也是文化走出去的一种体现。。在传统在传统
文化里文化里，，我们体验到的是民族的精神和情感我们体验到的是民族的精神和情感，，而全而全
世界人民体会到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世界人民体会到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是人类是人类
所共同追求的对美好生活的愿景所共同追求的对美好生活的愿景、、对团圆与和谐的对团圆与和谐的
永恒企望永恒企望。。

““文化文化””似乎是一个听起来玄远的词似乎是一个听起来玄远的词，，然而我们然而我们
时刻浸润于其中时刻浸润于其中，，并不断成为其新生的一部分并不断成为其新生的一部分。“。“文文
化遗产化遗产””似乎是那些尘封的遥远故事似乎是那些尘封的遥远故事，，然而我们却然而我们却
时刻受益于此时刻受益于此，，并应怀着敬畏之心对其加以珍视并应怀着敬畏之心对其加以珍视。。
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
撑的撑的，，谋求发展不仅要目光向前谋求发展不仅要目光向前，，也要时常回头也要时常回头
看看，，要知道要知道，，我们的精神命脉正是藏于那些文化遗我们的精神命脉正是藏于那些文化遗
产之间产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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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里的文化遗产日
2005年12月22日，国务院发布通知，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

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这个从专家学者到普通群众呼吁多年的遗产日，以“四鸟绕
日”金饰图案为标志，每年确定一个主题。

此前 10 年，主题年年鲜明。2006 年，第一个文化遗产日，主题是“保护文化
遗产 守护精神家园”；2007 年的主题则是“保护文化遗产，构建和谐社会”；2008
年的主题是“文化遗产人人保护，保护成果人人共享”；2009 年至 2015 年分别是

“保护文化遗产 促进科学发展”“文化遗产在我身边”“文化遗产与美好生活”“文
化遗产与文化繁荣”“文化遗产与全面小康”“让文化遗产活起来”“保护成果全面
共享”。

从2009年起，国家文物局决定，建立文化遗产日主场城市申办制度，每年与主场
城市共同举办活动，作为倡导文化遗产日活动的主要组织形式。首个文化遗产日主场
城市活动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

此后，2010年主场城市活动在江苏苏州举办，2011年主场城市活动在山东济宁举

办，2012年至2015年分别在河南郑州、陕西咸阳、江西景德镇、重庆市大足区举办，
2016年则将主场城市活动选在了河北承德。

每年围绕着文化遗产日，中国都有许多重点活动。以2014年第九个文化遗产日为
例，仅文化部重点活动就包括，在北京西藏大厦举办纪念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
约》颁布10周年论坛，在国家博物馆举办春节文化摄影 （视频） 优秀作品展，在中央
电视台国际频道 《文明之旅》 栏目播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访谈、举办大漆的记忆
——中国大漆髹饰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作品大展，在国家图书
馆总馆北区学津堂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讲座周活动，在中央民族大学文华楼
一层报告厅举办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办国际非物质
文化遗产节，在嘉兴市举办“2013 中国·嘉兴端午民俗文化节”，在香港、澳门举办

“根与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活动”。
“遗产日不是纪念日，它是一种人为的主题日。”多年为文化遗产日奔走呼吁的作家

冯骥才认为，要想使文化遗产日落地生根，必须要强调遗产日的精神意义，使公众成为
这一天的主人，成为主动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参与者；要让遗产日成为一个纯文化的
主题日，所有活动都应该是公益活动；社会各界都应为文化遗产日出力作贡献，包括文
物和文化机构、教育界的努力，也包括对传承人的关怀……

世界潮流与中国特色
事实上，放眼世界，各国对文化遗产从漠不关心到重视，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早在1832年，法国作家雨果就在《向文物的破坏者宣战》中，呼吁要“为名胜古

迹制定一项法律。为艺术立法，为法兰西的民族性立法，为怀念立法，为大教堂立
法，为人类智慧最伟大的作品立法，为我们父辈集体的成果立法，为被毁坏后无法弥
补的事物立法，为一个国家前途之外最神圣的东西立法……”

而雨果所在的法国，也成为文化遗产日最早发起的国家。1984年，法国文化部长
贾克·朗发起一项名为“历史建筑开放日”的活动，很快得到多个国家效仿。1991年，
欧洲理事会正式确立“欧洲文化遗产日”，并在之后逐年扩大规模，成为欧洲一项重要
的文化活动。

冯骥才分析说，在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质化的浪潮中，文化遗产日大大提高
了欧洲各国人民对各自文化的自豪与自觉。“法国每年有1000多万人 （人口的1/6） 主
动参加这一盛大的文化活动。在这一天，欧洲各地大到城市，小到乡镇，人民以各种
方式，设法把这一天过得五彩缤纷，有声有色。这种活动既有政府出面组织，也有各
界自发举办，丰富多彩，效果极好，从而大大丰富了人们的文化情怀，提高了人们对

各自文化的光荣感。”
从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文化遗产，到老百姓创造的、共同认同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国际社会对于文化遗产的认知也越来越清晰。
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对于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底蕴深厚的中华文明，

为我们留下了不可计数的文化遗产，这既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之所在，也是中华文化
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标志。

“在文化遗产日方面，我们不是旁观者，也没有缺席。”冯骥才这样认为。
事实上，早在国家设立文化遗产日之前，河南、苏州等地，以及许多大学，都已

经在自发举办“文化遗产日”活动。最终，这些来自民间的呼声，上升为国家层面的
文化遗产日，将历史文明视作不可替代的精神遗产。

然而，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并不只是设立遗产日和建立制度那么简单。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
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们对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但与先进经验相比，
仍有一定差距。在法国，文化遗产数量大、类别多，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与之进
行亲密接触。法国文化部长芙勒尔·佩尔兰不无得意地说：“我们知道如何在时间中保
存和强调它们。”

20152015年年66月月1313日日，，民间艺人张乃仓民间艺人张乃仓 （（右右）） 在山东省临沂市人民广在山东省临沂市人民广
场向市民介绍列入市级非遗名录的场向市民介绍列入市级非遗名录的““挂门笺挂门笺””的刻制技艺的刻制技艺。。

房德华房德华摄摄 人民图片人民图片

20162016年年66月月66日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内蒙古呼和浩特
市新城区满族小学学生在操场上跳起市新城区满族小学学生在操场上跳起
太平鼓舞太平鼓舞，，展示满族服饰展示满族服饰，，感受非遗感受非遗
文化的魅力文化的魅力。。 王王 正正摄摄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