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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非遗以生存的土壤和空间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不等于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区’，它至少还包
括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物质文化遗产
（文物）及其资源保护和其他人文精神
财富保护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辽宁大学教
授乌丙安说。

这种“整体性保护”，就是要还非遗
以生存的土壤和空间。

近年来，文化部不断提出指导意
见，要求实验区建设要“见人见物见生
活”，把非遗项目和其得以孕育、滋养的
人文生态环境一起保护；在古村落和老
街改造中保留原住居民，保护原住居民
的生活方式，避免实验区内的传统村
落、老街变成只有建筑和商铺、没有原
住居民的空心遗址，避免非遗失去传承
的基因、环境和土壤。

以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
该区域历史上长期处于农耕文明和游牧
文明的交汇地带，保留着根植于农耕文
化中的节俗文化、粟文化、醋文化、酒文
化、药文化、武文化、乐文化、农时文化
等，传承着农工并举、商儒结合、耕读传
家、乐舞相济等诸多代表性文化项目。
当地政府不仅对区域内的物质文化遗产
状况、非物质文化遗产状况进行了系统
梳理，还对区域内的国家森林公园、国家
湿地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情况进
行了摸底，努力把非遗保护同当地的历
史条件、现实需求及发展方向相结合，多
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关系密切的物
质文化遗产和自然景观都得以认定、建
档并挂牌，并且依托旅游开发得到了恢
复与修复。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无经验可借鉴

“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对非
遗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是我国非遗保
护工作的一次探索和创新，可借鉴的国
外经验少。”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大学教
授祁庆富说。

据文化部非遗司负责人介绍，截至
目前，21个实验区中已有13个实验区的
总体规划通过了论证和批复，正在实施；
3个实验区的总体规划已经编制完成；2
个实验区的总体规划正在编制；3个实
验区的总体规划即将启动编制工作。各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要经过相当长
的周期才能完成。

尽管如此，国家和地方在边探索、
边投入、边建设的过程中，仍然取得了
一定的成果。2011 年至 2015 年，文化
部通过中央财政，支持 10 个实验区建
设 了 151 个 非 遗 综 合 性 传 习 中 心 。
2016 年，中央财政安排 2390 万元人民
币，支持了 18 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
实验区的62个非遗传习中心的建设与
运营；安排2520万元在实验区增设287
个非遗传习点。同时，参照国家级文化
生态保护实验区的理念和做法，各省
（区、市）也设立了范围有大有小、特色
鲜明的146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整合多方资源形成非遗保护的合力
受文化部非遗司委托，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课题组于 2015 年 11 月对晋
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情况进行
了评估。课题组发现，“保护区”这一

“整体”虽然以概念的形式充分体现在
山西省级文化部门与文化部、各市县

的工作对接之中，但是在保护区所辖
各个区县的具体建设工作中并不能得
到充分的体现，容易混同于非遗项目
保护的常规工作。比如，各区县还没
有具针对性的《总体规划》实施细则等
地方性配套文件，跨部门的领导机构
建设缺乏或无法发挥实质性作用，缺
少“保护区”整体建设的专职责任人。

在区域文化研究专家、晋中学院教
授李山岗看来，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的问题是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中普
遍存在的问题的一个缩影。保护区建
设依然停留在各个县市对于非遗项目
的保护工作上，“保护区”概念中区域整
体和资源共享的意义体现得较为薄
弱。同时，保护区内部非物质文化遗产
资源和农业、旅游、自然生态环境等资
源条件尚未充分整合，而整合在某种程
度上有赖于当地政府将保护区建设切
实纳入区域发展规划。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将上述
保护区建设中的不足归因于缺少日常有
效运转的管理部门，这导致相关社会力
量不能统筹协作，难以达到以共治的方
式形成保护区整体效益的目的。课题组
建议，要成立权力和责任明确的行政管
理机构，在省政府领导中选取专门负责

“保护区”建设工作的责任人，跳出各个
厅局的层次，统筹保护区建设工作，推
进各厅局和部门之间的深度合作与资
源整合；加强当地社会组织的动员工作
和实质联系，通过与社会组织、企业和
学术研究机构等开展合作，鼓励社会组
织自觉、积极开展非遗传承，最终形成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良性动
力传递机制，以有限的资源实现广泛参
与、有效传承。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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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2007 年 6 月，我
国第一个国家级文化
生态保护实验区——
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
验区设立。这标志着
我国非遗的区域性整
体保护之路正式开
启。截至目前，文化
部已批准设立晋中、
徽州、热贡、羌族等
21 个国家级文化生
态保护实验区，涉及
福建、安徽、江西、青
海、四川等 17 个省
（区、市）。

■王旭明

春节期间，我一直在关注央视《中国诗
词大会》第二季，被选手或对答如流或苦思
冥想所感染，被评委恰到好处的点评和专业
素养所折服。在各种拼明星、拼低俗的综艺
节目统治荧屏的当下，这样的节目独树一
帜，确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股清
流。但我也知道，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
是简单地靠一档节目就能完成的，需要打一
场持久战。

以古诗词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积淀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明因子。正如
中央《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工程的意见》所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
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
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
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
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
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发挥着重要作用。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任务艰巨、意义
深远、作用重大，现实意义非常突出。每一次
行动、每一项措施和每一个人都是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但是，这
项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持久地努力。

强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久性，
是因为一些地方比较习惯于开展战役式的
活动和声势浩大的运动，也比较注重形式和
外表。这些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确实
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绝不是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根本和全部。

就拿《中国诗词大会》来说，背诵古诗词
固然很重要——它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最表面和最基础的一步，但更重要的是，我们
要懂得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和融入
中国人的生活中和思想里，成为每一个中国
人的文化灵魂以及精神骨髓。要做到这一
点，需要较长的时间，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的
努力，才能形成一种群体自觉和社会风尚，成
为一种全民族具有普遍共识的价值追求。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在其传承之路上命运多舛。即使是当下，
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不统一。正如有学者
指出的那样，中华传统文化传承还存在重形
式轻内容和简单复古等问题。

此前，中央领导同志曾经批评过一些地
方将古代诗文从教材中拿出去的现象。虽
然这些现象已经得到改正，但仍然值得我们
深思和警醒。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必
然要求，绝不能因为一时一事而改变，也不
能因为时代的变迁和各种借口而改变。在
这方面，我们有明显不足，也有过深刻教训，
须臾不能忘。

强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久性，
还因为很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大重要
特征，是其精髓蕴含在传统典籍和浩瀚的古
代文献中，学习之艰苦、传承之复杂，往往令
人望而却步。虽然我们能用各种形式化难
为易、化繁为简，比如《中国诗词大会》《中国
成语大会》等节目，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有一定的作用，但不可否认，以这样的
形式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多人是带着
好奇心、胜负感和娱乐状态参与的。一旦失
去这些因素，就很难坚持下来。

不用说别的，《中国诗词大会》如果连续
举办十季，而且在形式上不出新，受众肯定
会逐渐减少。这警示我们，一方面要变换各
种形式，吸引广大受众尤其是年轻人；另一
方面，还必须有长期坚持不懈的心理准备。

那么，如何打好这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持久战？方法和手段有很多，但有一
条是必须明确和强调的——那就是中央领导
同志所指出的，优秀传统文化只有全方位融
入国民教育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与人民生产
生活深度融合，才能有长久生命力，真正实现
活起来、传下去。这位领导同志的话，道出了
如何打这场持久战的真谛。我认为，其中最
重要的就是一定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
教材中、落实在课堂上，贯穿于学校教育的各
个环节，覆盖住学校内外更多的人群。

众所周知，学校教育主要是以课程为中
心，通过教师运用教材和教法，完成对学生
的教育过程。这一过程的主要框架是课程
教材体系。现在的一大问题是，我们的课程
老化、教材陈旧，亟待改进和更新。改进和
更新的主要方向，就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内容渗透进各个学科和教材中。

当下最紧迫的是：一要将更多的优秀中
华传统文化内容充实进思想品德、语文、历
史、地理和音乐、美术等较多涵盖优秀传统文
化内容的科目；二要尽快补充和调整现有教
师知识结构，通过培训、考核等尽快使现有教
师短时间内适应要求，完成教学任务；三是在
各级各类考试尤其中考和高考中，充分发挥
考试指挥棒作用，加大优秀传统文化的比重；
四是有关部门要尽快整合现有学校课程资
源，改变零散的、个别的和效率低的传统文化
教育状况，优化课程，提高效率。

打一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久
战，是民族的希望，时代的要求，也是振兴中
华、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让我们高扬起
这面大旗，肩负着这样的文化自信心，面向世
界，面向未来。 （据《新华每日电讯》）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需要打持久战

“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
皇居壮，安知天子尊？”唐代骆宾王寥寥
几句诗，就把世人对帝王宫殿的尊崇与
好奇表现出来了。作为明、清两代的皇
宫，故宫几百年来一直无比威严和神
秘，直到被辟为博物院后，其真实面貌
才逐渐向世人公开。

故宫雄踞于北京的中轴线上，将北
京城分为东、西两部分，城墙内的面积约
72 万平方米，现存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
米。明、清两代24位皇帝就居住在这里，
几百年多少军国大策都由此发出，改变
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命运。关于故宫的文
献与实物异常丰富，可惜的是，独缺建筑
设计者的资料。在那个时代，工匠的社
会地位不高，虽说初建时有几百万人的
建筑大军，留下姓名的却屈指可数，至于
设计者是谁，就更成了历史之谜。

材料就准备了11年
1402 年，一直镇守北方的燕王朱

棣费尽心机，终于夺取了自己侄儿建
文帝的天下，当上了大明王朝第三个
皇帝。据说，当朱棣的军队攻破都城
应天府（今江苏省南京市）时，建文帝
在火海中下落不明。朱棣从此留下了
一块心病，总是担心建文帝会从某个
地方冒出来。朱棣登基不久，一心想

为建文帝报仇的御史大夫景清在朝堂
上意图谋刺，险些要了朱棣的命。这
之后，他经常做噩梦，加上又不习惯南
京湿热的天气，便强烈怀念起居住多
年的根据地北京来。

4年后，以丘福为首的大臣，建议在
北京修建一座新的宫殿，朱棣非常开
心，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一场浩大的工
程于是拉开了序幕。朱棣先派出人员，
奔赴全国各地去开采名贵的木材和石
料，然后运送到北京。光是准备工作，
就持续了 11 年。珍贵的楠木多生长在
崇山峻岭里，百姓冒险进山采木，很多
人为此丢了性命，后世留下了“入山一
千，出山五百”来形容采木所付出的生
命代价。开采修建宫殿的石料，同样很
艰辛。现在保和殿后那块最大的丹陛
石，开采于北京西南的房山。

史书记载了运送它时的情景：数万
名劳工在道路两旁每隔一里左右掘一
口井，到了寒冬腊月气温足够低时，就
从井里汲水泼成冰道，用了 28 天的时
间，才送到了宫里。此外，还要在苏州
烧制专供皇家建筑使用的方砖——金
砖，山东临清也要向北京运送贡砖。这
些各地的材料大部分经由大运河船运
而来，因此才有了“先有大运河，再有北

京城”这句俗语。
皇帝叫他“蒯鲁班”

材料准备好了，永乐十五年（1417
年），朱棣开始从南方调集大量能工巧
匠，大兴土木，兴建宫城。故宫是严格
按照封建宗法礼制设计规划的，前面三
个大殿为外朝，是皇帝处理政务的地
方；后面的宫殿群则为内廷，住着后宫
嫔妃，是皇帝家庭生活之所。

“左祖（太庙）右社（社稷坛）”和传
统的阴阳五行学说，也在故宫建筑中得
到运用。依照中国古代的星象学说，紫
微垣（即以北极星为中心的区域）是天
帝居住之处，天人对应，所以皇帝的宫
殿被称为紫禁城。

这片宏伟的建筑群，到底是由谁来
负责设计的呢？据目前流传最广的说
法，故宫的设计者是明代一位杰出的匠
师，姓蒯（读“kuǎi”）名祥。他生于洪
武三十一年（1398年），卒于成化十七年
（1481年），苏州吴县（今江苏省吴县）香
山人。当时，进京的工匠中有一个香山
帮，都是吴县香山人或其门徒。他们往
往擅长木工，其中又不乏出色的泥水
匠、漆匠、石匠、堆灰匠、雕塑匠、彩绘
匠。蒯祥是香山帮匠人的头领。

（据光明网）

究竟是谁设计了紫禁城
中国设计师朱赢椿作品

——一本由昆虫爬行痕迹自然
形成的“无字天书”，近日在德
国莱比锡被评选为 2017“世界
最美的书”银奖作品。

“世界最美的书”是全球
最具影响力的书籍装帧艺术
评比。今年“世界最美的书”
组委会共收到来自全球 32 个
国家和地区的参评作品近 600
件，最终推选出 14 本 2017“世
界最美的书”，分别来自世界7
个国家和地区。

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积
极推动下，由中国著名书籍设
计师朱赢椿、皇甫珊珊设计，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虫子书》最终赢得银奖。该
书堪称一本奇书，全书没有一
个文字，完全诞生自设计师的
奇思妙想。

为了设计这本书，设计师
每日与工作室的各色昆虫朝夕
相处，收集它们在叶子上啃咬
或纸张上爬行后留下的痕迹，
经过颜色处理，形成一幅幅形
态各异的图画。

值得一提的是，这已是设计
师朱赢椿第二次将“世界最美的
书”收入囊中。他设计的书籍

《不裁》2007年曾获“世界最美的
书”铜奖。（据《中国文化报》）

参考消息网 3 月 4 日报道
台媒称，古人类学关于现代人起
源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是非洲
起源说，一种是多地区起源说。
而根据美国《科学》杂志一篇最
新研究的论文发现，居住在中国
北方的史前居民可能是当地人
和欧洲古人类的后代。这发现
挑战了学术界流行的中国古人
类源自非洲的说法。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 3 月 3
日报道，河南许昌灵井遗址自
2005 年开始发掘，在出土 2 颗
基本完整的古人类头骨之后，
河南灵井“许昌人”遗址首次发
现2块距今10万年的古人类肢
骨化石。论文提及河南许昌灵
井遗址发现的人头骨化石（距
今 12.5 至 10.5 万年）呈现中国
古人类、早期现代人和欧洲尼
安德特人的混合特征。

研究人员将出土的人头骨
化石碎片拼接成“许昌人”1号
和“许昌人”2号两个头骨。发
现它们在枕骨形态和内耳迷路
模式上具有与尼安德特人相似
的独特性状，同时许昌人也具有
一些北京猿人的原始特征，包括

低矮的头骨穹隆、扁平的脑颅、
短小并向内侧倾斜的乳突。

研究人员李占扬说“许昌
人”生活在北京猿人（距今70至
20万年）和北方早期现代人（距
今约4万年）之间，证明了中国
北方人类进化的延续性，且还
没有发现“许昌人”与非洲古人
类之间的相似性。研究人员直
言“许昌人”是人类进化中出现
的一个新人种。

李占扬推断，在“许昌人”
生存时期之前，北半球出现了
一个前所未有的冷期，东亚大
陆的古人类为躲避严寒向当时
气候更为温和的欧洲迁移，同
那里的早期尼安德特人相遇融
合并进行基因交流。到了末次
间冰期（距今12.8至7.4万年），
由于气候转暖，来自东亚的古
人类重返家园，“许昌人”应是
其中一支。

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吴秀杰
表示，“许昌人”的混合型体质
特征可能是东西方两大人群基
因交流或杂交的结果。

（据中国新闻网）

中国“无字天书”荣获
2017“世界最美的书”银奖

河南发现距今10万年人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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