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2017年 6月22日 星期四
科技·教育

资 讯

多民族织锦人才在湘切磋技艺

大 别 山 中 金 寨 红
———安徽探索红—安徽探索红色色文物保护利用新途径文物保护利用新途径

郜 磊

E-mail：zgwhb2017@126.com 电话：010-64299631

本版责编 孟 欣

文化遗产与“一带一路”论坛：

弘扬丝路精神 促进民心相通
本报记者 连晓芳 文/图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助

力“一带一路”建设，广泛动员社会各

界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来，日

前，国家文物局在河南洛阳举办了文

化遗产与“一带一路”论坛。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

代表，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驻华

使馆及相关部委的代表，各省（区、

市）文物部门负责人，丝绸之路沿线

遗产管理机构代表等参加了活动。

加大保护利用力度
强化国际合作交流

古老的丝绸之路是各国友好往

来、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丝绸之路

上的文物、遗迹也成为沿线遗产保护

与文化交流的重点内容。国家文物

局局长刘玉珠在论坛的主旨报告中

表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

不断扩大文物对外交流与合作。通

过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

行等国际组织的深度合作，提高文化

遗产相关领域的国际参与能力，向世

界传递遗产保护的中国声音。

“不久前，我有幸参加了在塞尔

维亚举办的中国—中东欧文化遗产

论坛，见证了相关国家之间文化遗产

合作的不断加强。”刘玉珠说，近年

来，通过跨国申遗、文物外展、援助修

缮、联合考古等途径，开展了一系列

富有成效的文化遗产国际交流与合

作。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千余件

文物赴坦桑尼亚、希腊、土耳其、拉脱

维亚、立陶宛、塞浦路斯、摩洛哥等 20

余国展出；俄罗斯、沙特、阿富汗、马

来西亚、柬埔寨、韩国、墨西哥等国家

的精品文物也来到中国展出，促进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互相认

知、互为借鉴、互通有无，为“一带一

路”建设搭建了文明对话的平台。

据介绍，目前，海上丝绸之路遗

产研究、保护和申报工作也在加紧进

行，将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更加密切

的合作，促进古老丝绸之路焕发新的

生机与活力。

开展国家联合项目
促进文化间对话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办事

处主任欧敏行认为，世界遗产当下面

临着来自经济、城市化和旅游业的冲

击与挑战，而部分遗产地缺乏资源和

保 护 经 验 ，以 及 训 练 有 素 的 专 业 人

员，直接影响了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

进行。为此，有必要加强跨文化交流

与国际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一

带一路’倡议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

文化交流架起一座桥梁，发出了促进

文化对话、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共同

发展的强烈号召。在世界文化遗产

的保护和管理方面，我们希望继续加

强与中国的对话，在可持续发展与和

平共处的道路上携手前进。”欧敏行

表示。

5 月 22 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

格莱德举行了中国与 16 个中东欧国

家的首届文化遗产论坛。论坛期间，

刘玉珠代表国家文物局和塞尔维亚

文化信息部部长弗拉达·维科萨夫维

奇签署了文化遗产交流与合作谅解

备忘录。“我们相信这是未来发展的

一个模式。社会科学间的合作是‘一

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关

于文化遗产的合作是其中最具潜力

的领域之一。”塞尔维亚驻华使馆公

使衔参赞塔特亚娜·帕娜由朵维奇·
茨维特科维奇说。

在意大利驻华使馆代理文化参赞

伊丽德看来，意大利和中国都有为数

众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遗

址，同时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和

推广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在一些世

界文化遗产点开展了许多联合项目，

从常规行动、联合修缮，到对非法交易

的预防和打击的调查研究，双方都作

出了重要贡献。我们非常高兴看到

‘一带一路’文化遗产保护为双方合作

再次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伊丽德说。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长期致力

于丝绸之路沿线大遗址的保护与研

究工作，积极投身于国际文物保护与

考古合作实践，曾参与柬埔寨吴哥古

迹保护国际行动、乌兹别克斯坦花剌

子模州历史文化遗产遗迹保护工作，

援助尼泊尔震后文物抢救工作，承担

蒙古国科伦巴尔古塔保护工作和肯

尼亚拉穆群岛地区考古项目监理工

作。“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正与国家

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合

开展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研究，并

积极与国际机构和海上丝绸之路沿

线国家的专业机构进行沟通交流，推

进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申

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国际合作。”中国

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乔云飞表示。

推进宣传工作
使遗产保护成果惠及于民

新疆位居丝绸之路的中枢要道，

古代先民在这里共同创造了灿烂辉

煌 的 文 化 ，留 下 弥 足珍贵的历史遗

迹。随着“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

的路网”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新疆北庭

故城遗址、高昌故城、交河故城、苏巴

什佛寺遗址、克孜尔石窟、克孜尔尕哈

烽燧6处古迹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副局

长李军表示，自治区文物局以“保护

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

理”方针为指导，以世界文化遗产保

护管理为重点，推动新疆世界文化遗

产 保 护 管 理 工 作 不 断 取 得 新 成 果 。

在“文化遗产日”“文物保护宣传周”

等节点，自治区文物局组织动员全疆

各级文物部门开展世界文化遗产专

题 宣 传 活 动 ，普 及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知

识。通过与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

媒体合作，编辑出版《新疆世界文化

遗产图典》及明信片，拍摄百集纪录

片《让历史告诉未来》及相关影视作

品等。龟兹研究院举办“丝路文化进

校园——丝绸之路上的克孜尔石窟

文献展”系列巡展活动，走进中国美

术学院等 4 所高校。通过广泛宣传，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走近群众、走进

生活。

针对“一带一路”沿线文化遗产，

自治区文物局组织实施克孜尔石窟

保 护 展 示 项 目 ，加 快 推 进 北 庭 故 城

遗 址 、苏 巴 什 佛 寺 遗 址 等 遗 产 地 展

示 项 目 。 除 配 套 设 施 逐 步 完 善 ，遗

产 地 管 理 日 趋 成 熟 外 ，文 化 遗 产 逐

渐成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

动力。如交河故城 2016 年直接门票

收入为 2172 万元，占吐鲁番公共财

政 收 入 的 0.6%，使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惠

及于民、反哺社会。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

魂。习近平总书记到安徽金寨调研

已一年有余了，谆谆教导犹在耳畔。

为了解金寨大别山红色文物保护利

用情况，日前，安徽省文物部门相关

人员和媒体记者驱车前往大别山深

处的金寨县实地调研。

安徽大别山红色文物主要分布在

金寨县、六安市和岳西县，尤以金寨县

最为集中，号称“红色金寨”。而金寨县

中又以汤家汇镇红色文物最为突出。

在一座小山上，古树浓阴掩映着

清代古庙接善寺，这里是大革命时期

豫 东 南 道 委 、道 区 苏 维 埃 政 府 的 旧

址，徐向前元帅曾在这里指挥红军。

调研团到达时，汤家汇实验小学六年

级师生正在这里举行活动，听讲解员

讲述红军故事。学生吴心坤说，重温

革命历史故事让他受到感动和教育，

红军的英雄事迹让自己下定决心，天

天向上。从整洁的环境、讲解员和文

保员的训练有素等方面，可见这里的

红色旅游已初见起色。

深山中的一个名叫李家湾的小

村，坡上有座青砖灰瓦的古民居，堂

屋、茶楼、戏台、公房和绣楼等一应俱

全。77岁的李经富老人热情地陪调研

团参观了老屋的每个角落。他介绍，

这座古民居是李家五世祖在清代道光

年间修建的，共有 75个房间，供李家世

代聚族而居。“老屋先后走出 40多名红

军战士，红二十五军还曾在此驻扎。”

老人希望老屋能得到修缮，让红军后

代回“老家”看看当年革命前辈留下的

遗迹。调研团注意到，入村的道路正

在进行艰难的拓宽工程，宣告着这个

小山村联通外界的愿望即将达成。

汤家汇镇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历史文化底蕴

丰厚，革命遗址有 58 处之多。然而，

由于地处偏僻，经济不够发达，红色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尚未成气候。但

汤家汇镇党委书记邵先成对今后的

发展信心满满。调研团跟随他来到

镇上的“红军街”参观，刷有革命标语

的红军政治保卫局旧址、蜡像还原战

地手术抢救场景的红军医院、复原历

史旧貌的苏维埃邮局等，给调研团留

下深刻印象。邵先成介绍，“红军街”

经过修整，整体上保持了大革命时期

的 风 貌 ，目 前 正 在 进 行 街 区 立 面 改

造 ，并 打 算 引 进 电 商 ，搞 活 旅 游 经

济。“镇党委、政府把红色文化保护利

用看作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机遇，不断加大资金项目投入，新

建了镇游客接待中心，对 31 处濒危革

命遗址进行了抢救性保护。”他说，目

前，“红军街”革命遗址群已经成为县

委党校现场教学点和 18 家单位挂牌

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接待省市

县党校学员和外地游客 2万余人。

当天下午，调研团赶到金寨县革命

博物馆。正值六一国际儿童节活动期

间，一群孩子围着广场前摆放的战斗

机、坦克和大炮吵闹奔跑。但当他们

走进展览大厅，听着解说员的生动讲

解，面对珍贵的红色文物，立刻肃静下

来，围着展柜认真参观学习。馆长汪

家广介绍，从年初至 5 月，该馆已接待

观众 15 万人次，接待团队 1100 多场。

“金寨县革命博物馆于 1983年开馆，馆

藏革命文物 4000 多件，能够展出的只

有 1000 多件，无法满足观众的参观需

求。好在 4 万平方米的新馆已经开始

规划和筹建了。”他告诉调研团。

金寨是红色文物大县，全县共普

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319 处，其中红

色遗址 204 处，约占 2/3。金寨县政府

高 度 重 视 文 物 保 护 工 作 ，2010 年 以

来，累计争取上级文物保护资金2350万

元，县政府投入近 5 亿元，筹集社会资

金 225 万元，对全县文物点进行了全

面维修或抢救性维修，确保了各文物

点安全。今年初，为加强红色文物保

护，编制了《安徽金寨革命旧址文物

保护规划》，计划总投资近 2 亿元，对

全县革命旧址及相关文物进行系统

保护，目前已开始组织实施。

金寨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

局长林兴合说，金寨县积极打造三个

“地”：打造红色教育基地，以安徽金寨

干部教育学院、红军广场、金寨县革命

博物馆、红军纪念园为主体，开展革命

遗址集中展示，打造全国一流的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打造红色旅游目的地，

推出一批红色精品旅游线路，争创红

色等级景区；以红色旅游带动经济发

展，建立示范基地，推动红色景区与绿

色生态、养生基地等融合发展。

据悉，不仅金寨县，六安市和岳

西县都在加强红色文物保护，研究科

学保护利用的新方案，安徽大别山红

色文物保护利用将在“十三五”期间

呈现一抹亮色，显露全新的面貌。学生们参观接善寺 吴文兵 摄

世界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包括33处遗迹，中国境内有22处，图为中国境内遗产点河南新安汉函谷关遗址。

本报讯 （记 者 刘 修 兵）近

日，记者在河南鹿邑采访时了解

到，作为老子故里，鹿邑县以“老

子立产、老子立事、老子立文、老

子立城”为方针，充分利用资源优

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打造特色

文化名城，推动全域旅游。

鹿邑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

厚，拥有“老子故里、道家之源、道

教 祖 庭 、李 姓 之 根 ”四 大 文 化 品

牌。2500多年前，哲学家、思想家、

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诞生于此。

至今尚留有太清宫、老君台等遗

产，并存有唐碑、宋碑、金碑等文

物，其中最珍贵的要属“唐开元神

武皇帝道德经注碑”，这是唐玄宗

对《道德经》的释文。而在金“续修

太清宫碑记”则明确了太极殿就是

老子故居并详细记载了太清宫的

历史兴衰，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明

道宫位于鹿邑县城东北隅，是老子

聚徒讲学、传播天下大道的地方。

据鹿邑县旅游局局长丁震介

绍，鹿邑县为了更好发掘、传承、

弘扬老子文化，着力推进老子文

化产业园区建设，逐步将园区打

造成老子文化传播基地、道学文

化体验基地、世界李氏宗亲寻根

圣地。近两年，鹿邑投资 21.2亿元

进行项目建设，2017 年总投资 50

亿元，构建老子文化全域旅游大

格局，将建成集“文化产业、旅游

产业、养生产业、工业产业、生态

农业、新型城镇化、教育产业、商

贸物流”八大类产业于一体的多

业态复合型产业园区。

本报讯 （驻湖南记者张玲）

6 月 19日，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湖南少数民族织锦文化创意与

工艺创新人才培养”高研班在湖

南艺术职业学院松雅校区开班。

本次研修班是 2016 年度国家

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由湖南艺术

职业学院主办，湖南省工艺美术

研究所和湖南设计艺术家协会协

办，面向少数民族织锦文化区、全

国艺术研究院（所）、艺术高校和

相关艺术机构等领域，招收 40 名

中青年学员，包括非遗传承人、高

校教师、一线技师和中国织锦工

艺大师等。授课教师由设计类、

手工技艺类和产业发展类的行业

专家、高校教授担任，包括宋锦织

造 技 艺 国 家 级 非 遗 传 承 人 钱 小

萍，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织锦专业

委员会主任委员、南京云锦行业

协会会长王宝林，中国织锦工艺

大师周双喜、范玉明等。

据了解，本次研修班的培训

时间为 155 天，包括集中培训 60

天，采风、考察、织锦技艺实践和

艺术创作 95 天。培训结束后，学

员们在学习期间创作的作品将面

向社会公开展览。

中国丝绸博物馆
“女红传习馆”挂牌

本报讯 日前，中国丝绸博

物馆“女红传习馆”在浙江杭州挂

牌成立。

中国丝绸博物馆女红传习活

动由来已久，养蚕、扎染、手绘等

手 工 传 习 类 社 教 项 目 一 直 深 受

社会公众、国内外游客以及专业

人 士 的 欢 迎 。 2016 年 展 馆 全 面

改扩建之后，中国丝绸博物馆专

门筹办了“女红传习馆”，积极举

办 各 类 培 训 、讲 座 和 交 流 活 动 。

杭州 G20 峰会期间，女红传习特

色 项 目 织 造 培 训 班 学 员 专 门 为

外国贵宾表演女红技艺，熟练的

技 法 与 创 造 性 的 图 案 令 其 赞 叹

不已。

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介

绍，“女红传习馆”的宗旨为培养

兴趣，对少年儿童进行寓教于乐

的教育；普及知识，传播经典女红

知识；较高层次的切磋技艺、研习

技法和设计，把传统女红作为推

动创新、创业的重要内容。

据了解，“女红传习馆”分别

在杭州市大关小学设立了校园教

学基地，在浙江省海宁市云龙村

建立了乡村实践基地。“女红传习

馆”还将制定全面的规划，组建专

家库、招募志愿者，并联合互联网

平台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为女

红文化传播与技艺传承注入生机

和活力。 （徐继宏）

沈阳故宫举办“清前三京特展”

据新华社消息 “清前三京

特展”近日在辽宁沈阳故宫博物

院开展，110 件兴京、东京、盛京 3

座都城的文物向人们讲述清代早

期都城变迁史的同时，也将清军

入关前的发展历程娓娓道来。

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白文煜

说，兴京、东京、盛京这 3 座都城，

分别代表了清代早期政权发展的

3 个阶段。展览通过 110 件文物、

考古资料及史迹图片，以建城时

间为序展示“清前三京”的特点、

宫殿建造规制，以及女真人的生

活、经贸活动等。

赫图阿拉城（兴京）位于辽宁

新宾永陵镇，为清朝开创时期建

造的首座都城，具有北方少数民

族初兴时所建都城的特点。辽阳

东京城建于公元 1621 年，后金占

领辽阳城后迁都于此，虽然规模

较小，但已摆脱了女真人建国初

期构筑赫图阿拉城的原始状态，

开始转入以砖石筑城。盛京沈阳

是清朝开创时期在关外建造的最

后一座都城。1625 年，清太祖努

尔哈赤从战略上考虑，将都城迁

到沈阳；清太宗皇太极时期，对沈

阳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拓建，

不仅完全脱离女真人原始的建城

状态，而且是吸收中原文化、兼具

满族民族特征的皇城典范。

此外，沈阳汗王宫遗址出土

的蓝釉滴水、脊兽，灰陶、绿釉、蓝

釉的莲花纹瓦当等建筑构件，以

及 原 放 于 清 昭 陵 隆 恩 殿 殿 脊 的

金、银、铜元宝等，均为首次对外

展出。

白文煜说，希望通过“清前三

京特展”，让观众从中体会其在崛

起过程中，既保留本民族的习俗，

又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特点。

（赵洪南）

河南鹿邑立足老子文化
打造全域旅游

高研班的学员在交流不同民族的织锦技艺 秦 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