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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文物局获悉，2017年10月至11月，针对2016年长城执法
专项督察中发现的问题，国家文物局开展了长城执法专项督察“回
头看”。督查结果显示，截至目前，147项问题已得到整改，其余27
项正在整改，8省区市整改率达到84.5%。

据国家文物局督查司副司长岳志勇介绍，在“回头看”行动
中，国家文物局专项督察组对 2016 年得分低于 80 分的天津、内蒙
古、辽宁、吉林、河南、陕西、青海、新疆共8个省区市进行了实地
督察，对 2016年长城执法专项督察中提出的 174条整改要求进行了
逐一核查。“通过连续两年的专项督察，《长城保护条例》得到进一步落
实，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些重点难点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岳志勇说。

值得一提的是，内蒙古、辽宁建立了省级长城保护专门机构。
长城保护经费被纳入省级财政预算，其中内蒙古、青海每年经费额
度超过1000万元，新疆列支长城保护员经费300余万元。

文物部门长城保护监管责任得到进一步落实。数据显示，截至
2017年11月，8省 （区、市） 86.5%的长城段落已核定公布为省级以
上文物保护单位。重要长城段落、节点和交通路口多已设置保护标
识。各省长城基本实现了保护员全覆盖。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的长城段落已全部建立记录档案。各省长城保护规划已完成文本
编制。

在“回头看”中也发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长城保护法
规制度有待健全完善，长城保护的基础工作有待加强以及长城保护
展示利用与社会参与水平还有待提高等。

针对近期引发热议的事件——2017年12月几位驴友在蟠龙山长
城敌楼内烧火做饭，敌楼城墙的墙体被熏黑，岳志勇回应说，这是
对文物的“微破坏”，类似现象还包括在一些古建筑以及长城墙体等
上面乱涂乱画等。“国家文物局对此类‘微破坏’行为非常重视，在
2017 年开展的全国文物安全大排查和长城执法专项督查‘回头看’
等专项行动中，都予以了充分关注。”

国家文物局督促各级政府进一步落实文物保护的主体责任。与
此同时，将“微破坏”列为文物安全隐患重要方面，要求各文物管理使
用单位加强日常巡查和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同时也要加大宣传教育
力度，营造制止和谴责‘微破坏’的社会氛围。”岳志勇说。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做好长城保护，对于展示中华民
族灿烂文明，坚定文化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岳志勇说。

飞天形象是敦煌莫高窟众多精美艺术品中的代表。飞天在壁画
中的姿态多是衣袂飘然，持花卉乐器，迎风起舞。尽管不同时期的
形象发生变化，但总体表现出了佛教的安乐与祥和。

莫高窟初凿于十六国时期，西域与中原本土风格共存，且主要
以西域为主。以大红为底色，线条粗犷狂放，色彩大胆而浓厚，显
得古朴，原始气息浓郁。人物只略具人形，身体结构并无美感，身
上服饰少而简单，面部表情单一。

到了北魏，已有了明显的中土化。面部轮廓更圆润、五官匀
称，眉清目秀。线条更成熟、更复杂，整体给人以真实、和善的感
觉。描绘手法已往写实方向发展。

西魏则分裂成两种风格，“西域式”承接北魏时飞天造型，而
“中原式”的人物形象参考魏晋时期标准的“秀骨清象”，改造成了
清秀瘦削，身轻如燕，面含微笑的女性形象。发髻也由单束变成双
髻，彻底抛却了原先的拘谨。

北周又回复到西域式飞天造型。
北朝战乱，民不聊生，寄托于佛法。佛教作为外来教，与中原

文化再度融合，色调比较清新。
隋唐对“飞天”做出创新，除女性外还添了一种秃发僧人式的形

象，均十分富有生气，给人以欢乐、进取，自由奔放之感，亦由原先的朴
实变化成雍容华贵。其面部均称为非男非女相，既慈善又不失刚强。

唐代后期，因政治原因，人物姿态上失去了欢快的动感。服饰
变得清新淡雅，人体也由丰腴变得清瘦，神态更平和，显出庄重和
肃穆，隐隐流露哀伤。

隋唐以后，敦煌人心思安，他们反对战争，渴望回归以往生
活。此时“飞天”形象已失质朴与深沉感，显得世俗化、情绪化，
整体缺乏生气。

元代继承唐朝风格，基本无发展变化。（之前宋时期也多为重修
前朝壁画，无进展。而菩萨多显苦闷像——大抵是北宋期间对佛教
持反对态度的缘故罢。）

各朝壁画飞天形象的变化无疑是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与文
化的重要证据。而印度、希腊与西部少数民族和中原之间的文化一
直在交互碰撞与融合，最终形成了被大多数人认同的新文化。

古代的先民在壁上凿出洞窟，为自己的信仰，用描绘的方式祭
奠永恒的神佛。他们做着延续千年的梦，在石壁上凝注了千年的舞
韵、繁花与佳木的芬芳——以绚丽的、色彩流动的笔触为封印，留
住时间的脚步。

我们要不要再“变化”一下飞天的形象？我想，或许是必要的。
待到此梦成真，今夕何夕？
再忆起踏在窟中花砖上，每一块砖石都仿佛流动的古画。某种

气焰在心胸升腾，汇聚成一股使人抬头仰望星空的力量。

长城执法督查“回头看”：

逾八成问题已整改
□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六臂伎乐飞天 盛唐 莫高窟148窟 南壁龛内

“飞天”形象变化的文化内涵
□ 李家琪

文化自信大家谈⑨

迎接一场新的文明复兴

记 者：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没有高度
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包括习近平总书记之前的系列讲
话，都把文化自信提到一个重要高度。您如何理
解文化自信的重大意义？

叶小文：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振兴，需
要强大的活力、持续的动力，来促进生产力的不
断解放与持续活跃。生产力诸要素中，如何对人
的要素注入活力、动力？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
分表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
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
发挥，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中华民族这一百多年来历经磨难，现在离民
族复兴越来越近，距离已可以丈量。再往前走，
面对从量变到质变的巨大飞跃。为此，更需要注
入强大而有序的活力，保持持续而健康的动力。
在近 40 年成功改革开放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
开放、搞活”——需要爆发活力，但要活而不
乱；需要注入动力，但要持续不断；需要深化改
革，但要发展不停；需要向外开拓，但要和而不
战。中国这一艘巨大的航船继续又快又稳、迎风
破浪前行，需要巨大、安全的“核动力”。

记 者：这“核动力”从何处找？
叶小文：“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

却在灯火阑珊处。”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本来
就有这样的传承和基因。

记 者：尽管我们有五千年不曾中断的传统
文化，但近代中国也曾一度落后挨打。

叶小文：中华文明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延续
至今不曾中断和转易，是因为曾经一直延续着这
样的文化活力与动力。但历史进程中，也充满挫
折、焦虑与冲突。近代中华民族一度衰落，一蹶
不振，就因为在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中，我们传统
文化的活力、动力机制也出过大问题。“为什么直
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
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李约瑟
之问，曾令我们纠结不已。“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
吗？”鲁迅之问，曾让我们沉痛无比。

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另一些国家的活力与动
力空前爆发，使我们的一时落伍更加相形见绌、
差距拉大。世界的现代化浪潮，起源于数百年前
西欧历史上发生的一场持续 200 余年的文艺复兴
运动。文艺复兴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
出来，把生产力从封建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带领西欧走出中世纪的蒙昧和黑暗，迎来了现代
文明的曙光。

但这个文化活力、动力机制，在发展过程中
渐现其先天不足和负面效应了。你看，发展颇有
冲劲，缺乏平衡功能。人欲不断扩张，节制日渐
式微。好比一部越开越快的汽车，油门不断加
大，刹车一再失灵。

文艺复兴推动了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
的早期现代化进程，逐渐形成了以世界市场为基
础的现代世界体系。但这个市场体系，无疑延续
了传统的帝国式殖民体系的政治结构。孙中山早
就敏锐地发现：欧洲近百年是什么文化呢？是科
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也是行霸道的文
化。自欧洲物质文明发达、霸道大行之后，世界
各国的道德，便天天退步。

文艺复兴带来的生产力解放使当代西方国家
发达，也不断扩大、加剧世界贫富两极的分化。
近代大国经济的发展，都是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
基本模式，必然涉及到对煤、石油和天然气等不
可再生资源的大量需求以及对市场、对资源不断
扩张的需求。近代西方世界在崛起的过程中为满
足这种需求，以坚船利炮、圈占土地和奴役他人
来掠夺资源。这虽造就了西方世界近代以来的繁
荣，也埋下了它与世界其他部分的仇恨。现代工
业文明彻底打破了自然的和谐与宁静，生态危机
频频出现。市场经济推动的现代性，带来了迷心
逐物、心为物役、私欲膨胀、发展异化的现代病。

文艺复兴激起的活力动力似乎失控了，现在
世界秩序混乱不堪，全球治理步履维艰，地区动

荡冲突不已，瞻前顾后危机四伏，有学者惊呼已
陷入“人类自杀之路”。可见，文艺复兴虽然极大
地解放了“人”，但“人”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人类文明的交汇已走到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人
类危机呼唤人本主义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继承
和发扬。一场新的文艺复兴——新的文明复兴，
已躁动于时代的母腹，呼之欲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世界发展
注入活力和动力

记 者：这个“新的文明复兴”，中国的传统
文化能派上用场吗？

叶小文：当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力、
动力机制，既可有效延续、继续扩大文艺复兴以
来激发活力与动力的正能量，又能够以己所长，
弥补文艺复兴以来推进的现代性的先天不足，修
正其负面效应。

一方面，几千年中华文明不曾中断和转易的
历史，尤其是近代虽也曾一蹶不振但自强不息、
翻身解放、自我振兴、再度崛起的历史，证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实现中
国化以来，可以在新的时代重新激发、爆发出新
的活力与动力。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可以因应
后文艺复兴时代修正负面效应的要求。正如英国
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指出的，“避免人类自杀之路，
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
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

记 者：什么“独特思维方法”？
叶小文：天人合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允执厥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允执厥中。”要爆发活力又能活而不乱，注入
动力又可持续不断，向外发展可以和而不战，这
就是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也是现代
国家治理乃至全球治理恰如其分的“度”；

以和为贵。“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
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
合、求大同。其核心，就是“和”。求同存异，中
和泰和，和而不同，众缘和合。

还可以列举很多。概而言之，中华民族传承
几千年而特别擅长、今天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
进程中又重放光芒的“独特思维方法”，就是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顶天立地；执“中”为度，以

“和”为贵，求同存异。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我们民族实现伟

大复兴注入活力和持续动力。而迎接一场世界性
的、并不逊色于历史上文艺复兴的、新时代的

“文艺复兴”，中国可以有所作为。“周虽旧邦，其
命惟新”。

文化自信是民族自信的源头

记 者：的确，当今世界，要说哪个国家最
有理由讲“文化自信”，就是中国！那么，怎样进
一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文化自信，是更基
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叶小文：文化自信是民族自信的源头。人不
自信，谁人信之？中华优秀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
和魂。

中华民族从5000年绵延不断的悠久历史中走
来，创造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孕育出世界唯
一没有断流的中华文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文
化基因代代相传，为中华文明注入深厚的伦理责
任和家国情怀，赋予我们民族强大的统一性、内
聚力和百折不挠的品格。

中华民族自古就坚守着历史传统，任何外来
文化进入中国最终都被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过程，就是同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相融合、与
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文化自信是对“中
国特色”的最好诠释。

历史文化传统决定道路选择。中国的未来决
不是西化，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决
不是发展阶段上的差异，其重要原因在于文化基

因的不同。
记 者：这种文化传承，这种思维方法，今

天能不能重新激发活力、再度持续动力，能不能
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

叶小文：请看实践。按照后文艺复兴时代西
方列强“国强必霸”的逻辑，有人臆造出“中国
威胁论”。那么，快速崛起的中国如何进一步对外
开放？也要靠威胁、靠霸道来扩张吗？中国对外
开放一个重要途径和模式，与列强过去走过的路
子截然不同，是大力倡导并积极建设“一带一
路”，要走出一条与世界各国共商、共建、共享，
遵循平等、追求互利的新路。

“一带一路”首先是经济建设之路。开展跨国
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
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
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特别
是在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促使之前
形成的巨大产能和建设能力走出去，满足沿线国
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和提高基础设施水平的迫
切需要，实现走出国与参与国的平等互利。

今天世界各国看好“一带一路”，不仅因为这
条新路有互利共赢的经济愿景，还因为这条新路
有互利共赢的信心保障。因为这一开放途径和模
式所包含的文化底蕴，要避免重蹈近代西方列强
开放的老路，破解“国强必霸”“赢者通吃”的逻
辑，走出新兴国家与守成国家必有一争、甚至一
战的“修昔底德陷阱”。因为走在最前面的中国，
有着独特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底气。肇始于2000多
年前的丝绸之路，既是贸易大走廊，也是文明大
动脉，更是世界大桥梁。穿过历史烟云，顺应各
方期待，今天的“一带一路”应运而生，这一构
想凝聚了几千年的东方智慧，闪烁着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的当代光辉，承载着沿线地区的复兴梦
想，迈出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力步伐。

中国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记 者：中共十九大报告宣告，“中国无论发
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为
什么中国一定不称霸不扩张？

叶小文：拿破仑曾预言：“中国是一只沉睡的
狮子，当这只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

中国这只狮子已经醒了，但醒来的是一只和
平的狮子。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
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深知
和平是发展之基，发展是和平之本。

中国这只狮子已经醒了，但醒来的是一只可
亲的狮子。中国的发展不是损人利己、我赢你输，
中国深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追求
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
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同舟共济，和衷共济。

中国这只狮子已经醒了，但醒来的是一只文
明的狮子。文明者，相对愚昧、浅薄、狭隘、粗
鲁、野蛮而言。文明者，有坦荡荡的君子气度和
君子胸怀。回顾历史，支撑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
到今天的，支撑 5000 多年中华文明延绵至今的，
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中华民
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
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
美好世界。

中国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又毕竟是一只已经醒来、“满血复活”的雄狮。你
不必为他发抖，也不可对他小觑。他不会炫耀武
力，不等于没有实力。他从不惹事生非，也从不
怕事怕死。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会拿自己的核
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中国绝不允许任何
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
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以后要变成一个强
国，各方面都要强”。强起来的中国，“愿同各国
人民一起，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
人类的美好未来”，为促进世界和平、创造人类美
好未来，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因为，
中国传承着“以和为贵”。和，是中国强起来的文
化基因。

采访人：本报记者 赖 睿

嘉 宾：叶小文（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叶小文：
和，中国强起来的文化基因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

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

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正在强起来

的中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公信力不断提高。

本报对话文化学者叶小文，听他阐述中华传统文化

对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影响。

叶小文近照 （网络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