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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不息 延续千年中华文脉
——河南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见闻

纪晞宇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木偶表演专业。毕业后，她进入上海木偶剧团，担任演员、导演，其作品在国内外多次
获奖。近日，共青团上海市委组织“上海青年社区达人”大赛，纪晞宇代表团队登场，讲述自己与木偶、与公益的不解之
缘，最终成功入选。据介绍，现在纪晞宇和团队开发的木偶戏剧公益课程已在上海9所小学落地；他们还在上海开展社
区活动百余场，并吸引了一批对木偶艺术感兴趣的青年人，以艺术志愿者的身份参与排练和表演。图为在上海上外静
安外国语小学的木偶戏剧课堂上，小学生们用自己制作的小手偶和纪晞宇进行即兴表演。 ■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据新华社 1400 多年前，隋炀帝
杨广下令开凿通济渠、永济渠，以洛
阳为中心、贯穿中国南北的隋唐大运
河体系随之建立，生生不息。近年
来，河南稳步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古老运河焕发出新的生机，越来
越多的人触摸到大运河所承载的中
华文脉。

守得住：丰厚遗产见证
昔日盛世

“2014 年申遗成功的中国大运
河项目中，洛阳回洛仓、含嘉仓两座
遗址入列。其中回洛仓粮食储量约
2亿公斤，是目前中国考古发现仓窖
数量最多的隋代‘皇家粮仓’，充分印
证了大运河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功
能。”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隋唐研
究室研究员王炬说。

粮仓只是大运河丰厚遗产的缩
影。在大运河河南段沿线，河道、闸
坝、堤防、驿站、码头、榷关、桥梁……
运河遗产丰富、类型多样。据统计，
在大运河流经河南的 40 个县（市、
区）核心区内，就分布有世界文化遗
产及遗产点 10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113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25处。

在通济渠商丘南关段，考古人员
曾清理出大量建筑砖、瓦，出土的青
瓷、白瓷、黑瓷等陶瓷器来自全国各
个窑口。“这表明唐宋时期宋城南汴
河两岸建筑密集，全国各地的大量物
资在此集散。”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院长刘海旺说。

为守住丰厚遗产，近年来，河南
先后明确了大运河文化遗产资源挖
掘、研究、本体保护、展示利用等系列
工程的工作思路，并安排资金用于大
运河沿线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建设，在
大运河申遗点段均建立遗产档案和
监测系统。

“监测监控的全覆盖，不仅便于
我们及时掌握大运河水质、水量、环
境等重要因素情况，还实现了移动跟
踪、客流量监测分析等，大运河遗产
本体保护能力大大提升。”滑县运河
遗产管理处遗产监测中心负责人王
国鸿说。

看得见：千年运河惠泽
现代生活

正值洛阳牡丹文化节，隋唐城遗
址植物园内的各品种牡丹花连片开
放，游客徜徉其中不亦乐乎。一千多
年前，这里见证了隋唐大运河沿岸的
繁华。今天，大运河仍惠泽现代中国
人的生活。

“隋唐城遗址植物园位于洛河以
南、隋唐洛阳城里坊区遗址之上，总
占地面积 2864 亩，其中水域面积 17
万平方米，1万多米长宽窄相宜的明
渠水系既可用于灌溉，也增添了园区

的灵秀之气。”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办
公室主任安瑞云说。

“作为市政府为保护遗址而建
立的大型公益性园林景观，沿河
公园的建设既保护了地下文物，
又美化了环境，给市民提供了休
闲娱乐的场所。”洛阳市文物局局
长余杰说。

在河南郑州的索须河畔，游园、
栈道、草坪和嬉戏的水鸟同样吸引了
不少市民。另一座大运河重要节点
城市开封，则利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进行宋代文化发掘研究，启动了新郑
门城摞城片区等规划，力图再现汴河
润城的文化风貌。

郑州大学大运河文化带课题组
专家认为，大运河不仅留下了河道、
码头、河堤、水工设施等物质文化遗
产，还孕育了许多与其密不可分的
文化与习俗，拓展大运河遗产从地
理空间向文化空间的延伸，创新传
承展示方式，可以让文化遗产“活”
起来。

用得好：以线串点延续
中华文脉

“大运河流经的全国县（市、区）
核心区共150个，河南占到了40个，
是运河流经核心区最多的省份。”河
南省文物局局长田凯表示，目前河南
已启动大运河文化带、生态带、旅游
带等发展规划，要整合和展示运河资
源，让民众更了解历史，更享受大运
河文化遗产。

据介绍，河南将对遗产资源连
续集中、价值内涵丰富多样、保存状
况良好的河段进行重点打造，实施
一批传承运河文化、弘扬运河精神、
讲述运河故事、体验运河生活的文
化服务设施，构建集文化、景观、游
憩、生态等“多线合一”的运河文化
遗产线路。

“遗产保护应被摆在首要位置，
在此前提下合理开发。”郑州大学历
史学院院长刘庆柱认为，大运河文
化本身就是大排档的文化，是纤夫、
基层群众的文化。随着时代发展，
大运河沿岸的农耕文明印记、码头
文化元素正在消失，保护和传承刻
不容缓。

多位专家表示，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经济
抓手。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大卫看来，大运河
文化带的复苏仍需经济效益推动，将
历史文化遗产与现代消费场景有机
结合，才能真正盘活历史。

“以前的遗产保护都是一个个
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将把这些沿岸
散落的文化遗产串联起来，不仅有利
于遗产保护，也将助力沿线城市的可
持续发展。”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吕舟说。 ■桂娟 双瑞 李文哲

据新华社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
村研究院建设的中国地方志数据库
日前正式上线向社会开放，该数据库
收录量达 31483 册，计 82735 卷。访
问者可通过标签化处理，一键搜索获
取相关地方志资料，实现对资料的精
确查询。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院长邓大才介绍，中国地方志数据库
是在历经35年的资料搜集的基础上

建设而成，将珍贵的地方志资料向全
社会开放共享。该数据库目前已收
录的电子化地方志类型多样，包含地
方志、部门志、专业志三类，方便用户
从各方面了解一个地区的区域情况。

“存量大、资料全、时间跨度大、
功能多，目前该库电子化方志最早可
追溯到唐朝。我们的数据库免费对
外开放突出公益性，可为历史学、人
类学等多学科研究人员提供研究平

台。”邓大才介绍，该数据库明代及以
前的方志数量达到了4696卷，是了解
地方历史的重要途径。值得一提的
是，库内收录了港澳台方志1386卷。

地方志被誉为“一地之百科全
书”“一方之全史”，具有存史、教化、
资政等功能。据了解，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不仅广泛收录了电
子地方志资料的数据库，也有储藏地
方志原始资料的档案库。 ■李伟

据新华社 北京市文物局日前公
布《北京市长城文化带保护发展规划
（2018 年至 2035 年）》。规划遵循文
物遗产保护与生态涵养并重原则，首
次划定北京长城文化带，总面积为
4929.29 平方千米，为促进北京长城
的全面保护和科学利用、长城文化的
发展和传承提供重要遵循。

规划主要内容包括规模与空间
布局、保护长城遗产、修复长城生态、
传承长城文化、增进民生福祉、保障
措施与协同机制等9个部分。

规划首次界划了北京长城文化

带的空间范围，覆盖长城在首都北部
分布的6区，并细分为核心区与辐射
区。其中，核心区为长城的保护范围
和 一 类 建 设 控 制 地 带 ，面 积 为
2228.02平方千米。

规划还对长城文化进行了梳理，
按照资源与长城价值的关联程度，将
664处/片保护性资源的2873处资源
点分为长城遗产、相关文化和生态资
源3类。

为了更好整合资源，改变发展模
式单一、建设投资盲目等问题，北京
市长城文化带的空间布局确定为“一

线五片多点”：“一线”即长城线，是北
京长城墙体连续形成的遗存线，是保
护工作实施的主要对象；“五片”即5
个核心组团片区，作为疏解长城开放
景区游客压力的集中展示区；“多点”
即长城沿线指挥中枢及关口、城堡、
堡寨等，是长城相关文化传承、发展
的主要载体。

北京长城段自东向西蜿蜒经平
谷、密云、怀柔、延庆、昌平、门头沟等北
京6区，全长520.77公里，主要为明长
城，以保存完好、价值突出、工程复杂、
文化丰富而著称。 ■魏梦佳 孙琪

据新华社 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
协会组织编写的《如何讲好中国故
事》一书，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
行。该书用案例结合专家点评的方
式，系统梳理总结向世界介绍中国、
促进民心相通的经验与方法，提出
新时代做好公共外交的新思路和新
方法。

据介绍，2018 年 1 月起，全国对
外友协启动了“讲好中国故事”公共
外交研究项目，向全国对外友协系统
征集好的做法和经验，从各地117个
案例中精选出 33 个代表性案例，分
成文化、故事、情缘三部分，形成《如
何讲好中国故事》一书，提炼出新时
代讲好中国故事的经验和启示。

专家表示，需要向世界展现真
实、立体、全面、开放、和谐的国家形
象，也需要向世界展示当代中国的
发展与进步以及当代中国人的精
彩生活。书中案例鲜活，对如何向
世界介绍中国具有借鉴意义，同时
也给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践
参考。 ■史竞男

据新华社 第 32 届德黑兰国际
书展4月23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会
展中心举办，中国是这届书展的主
宾国。

本届书展为期 11 天。中国主
宾国代表团汇集国内 94 家出版单
位，带来各类图书 1.5 万余册，并
特 别 推 出《习 近 平 谈 治 国 理 政》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等反映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
中国人民奋斗圆梦以及中国坚持
和平发展和合作共赢理念的主题
图书。

据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
司副总经理林丽颖介绍，此次德黑兰
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展区面积达
600 平方米，其中 500 平方米主要为

图书展区和活动区域，另外100平方
米为中国插画展区。

此外，中国主宾国代表团邀请国
内20多名知名作家、学者、插画家与
当地出版企业联合举行中伊作家交
流会、中国好书推介会等 50 多场业
界交流活动。

德黑兰国际书展创办于 1987
年，广受当地民众欢迎，是伊朗一年
一度的重大文化盛会。2017 年，伊
朗作为主宾国参加了北京国际图书
博览会。

据了解，除中国出版商外，此
次书展还吸引伊朗国内 2400 家书
商以及 800 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展
商，展出各类图书共 44 万册。

■穆东 马骁

第32届德黑兰国际书展开幕

中国为主宾国

北京首次划定长城文化带

总面积近5千平方千米

中国地方志数据库上线开放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出版

向世界展示精彩中国

志于文，游于艺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衣若芬教授最近推出的《书艺东坡》
主要是通过东坡的书法和著作来解
读东坡的人格精神、文学典范和品味
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在本书序言中，衣教授提到：“汉
字的视觉呈现，例如书法，便具有‘文’
与‘图’的双重面向。书法的文字意
蕴是可解读的‘文本’，但是其外形的

笔墨线条又是图像式的造型。”东坡
书法具有绘画般的观感，其实已见于
宋人笔记，米芾曾概括当世各家书
法，言：“蔡京不得字，蔡卞得笔而乏
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
字，苏轼画字。”（宋·张邦基撰《墨庄
漫录》卷六）故以“文图学”的视角来
考察苏轼这样一位身兼文人、书家、
画家于一身的通才，确实是独辟蹊

径，得天独厚。
首先，《书艺东坡》改变了传统仅

以书法史的视角来看待书法墨迹，而
带入了一种“文图学”的视角，注重文
本的考察与历史的影响。书法研究
者在面对一件书法作品时，最重要的
工作便是鉴别真伪，而伪作往往被认
为没有价值。但在“文图学”的视角
中，伪作依然有可以利用的价值。如
书中讨论的《天际乌云帖》。《乌云帖》
曾经翁方纲收藏，是最多后人题跋的
一件苏轼墨迹，但现代书法研究者多
认为其为后人伪造。然而衣老师没
有拘泥于书法的真伪，而是关注其文
本价值，比较其记录的诗歌轶事与

《东坡志林》《东坡题跋》等收录的苏
轼丛语，发现二者行文方式相似。而
记录知名与不知名的作者作品，也体
现了苏轼“好奇尚趣”“反常合道”的
艺文观念。

其次，关注墨迹创作过程，探索
作者心理世界。“《寒食帖》的书写”
中，衣教授结合诗意与作者心态来解
读诗帖文字书写的变幻跌宕，透笔见
人，“‘乌衔帋’句的‘帋’字末笔刻意
拉长，穿刺挤压‘君’字，开合自如。
这凝重的心情，如不能复燃的灰烬，
连像阮籍一样无路可走时痛苦的力
气也没有了”。

另外，《书艺东坡》也对一些苏轼
墨迹研究史上的难题做出了新解。
尤为精彩的是衣教授对于《寒食帖》
中黄庭坚跋语“于无佛处称尊”的解
释，此句向来解释纷纷，要之不过是
认为山谷自谦不如东坡或山谷欲与
东坡一较高下，但衣教授深究禅宗典
籍中“无佛处称尊”的使用语境，发现
其有指代“以有法说无法”方便行事
之意。山谷此段题跋试图建立东坡
书艺之渊源法脉，但又心知《寒食帖》
犹如太白诗之天纵之才，无首无尾，

难以捉摸，故末句自谑“于无佛处称
尊”。衣教授的解读见解高明，解释
圆融，也正是由于山谷的“机锋”，才
设想东坡展卷阅此时定会会心一笑，
故言“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
无佛处称尊也”，令人豁然开朗。

其四，《书艺东坡》展现了苏轼
相关文物对于后世“东坡热”的影响
与传播。东坡因其旷世绝代的文学
才能与高标百代的人格精神在东亚
一直有着较高的人气，这一点在文
献上已经有较多的研究，但衣教授
在书中的考察凸出了与东坡相关的
文物，在“东坡热”中所起到的物质
作用。无论是清朝的“寿苏会”还是
朝鲜王朝的“东坡热”，《天际乌云
帖》、翁方纲藏宋本《施顾注东坡
诗》、苏轼画像等文物都扮演了重要
的角色。衣教授将清代“寿苏会”概
括为“时间、物质、记忆”三方面的文
化意义，通过物质的观看和膜拜，使
得“寿苏会”具有神圣的宗教意味，
也使得持有真迹和文物的人具有了
正统性。视角新颖，使得我们对于

“寿苏会”这一纪念东坡的集会又多
了几分感性认识。

苏轼真迹流传至今者皆已被各
大博物馆视若拱璧，平时难得一见，
以书中所介绍的五件苏轼墨迹为例，

《天际乌云帖》真迹难觅，《寒食帖》收
藏于台北故宫，《李白仙诗卷》收藏于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洞庭春色、中
山松醪二赋》合卷收藏于吉林省博物
院，《答谢民师论文帖卷》收藏于上海
博物馆，天各一方，真容难睹。但《书
艺东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欣赏苏轼
墨迹的绝佳途径，全书图文并茂，阅
读本书，如同经历了一段跨越千年的
艺文之旅，既可体会东坡的文学才
情，又可欣赏其书法艺术，与东坡为
友，志于文，游于艺！ ■任哨奇

《书艺东坡》
衣若芬
上海古籍出版社

这是一部习近平同志上世纪
80 年代在河北省正定县任县委副
书记、书记三年的忠实记录。通过
当年与习近平同志一起工作、交往
的干部、群众、记者等的口述，展现
了一位对党忠诚、善正为民、深入调
研、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勇于担当
的优秀年轻领导干部的形象，展现
了习近平同志“心中有党、心中有
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坚定信
仰、公仆情怀和担当精神，还原了习
近平同志在正定三年从政起步的奋
斗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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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极的500天》
作者：李航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习近平在正定》
作者：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500 个南极的日日夜夜，一名
科考队员眼里的极地奇观。他在这
里生活，也在这里工作，直击人心的
自然影像初次公开。在深达千米的
南大洋上测量海冰，在观测站里仰
望天空的一万种颜色。领略过极地
的壮美和辽阔，也感受过自然的伟
大与脆弱。

《火星孤儿》
刘洋
人民文学出版社

科幻的“软硬”和对现实的观照

对于文学作品来说，不管是科幻
题材还是其他题材，首先它应该是一
个文学作品。它的思想性如何，批评
家可以做学理的分析讨论，但就一般
读者来说，总得先读着好看。刘洋的
长篇小说《火星孤儿》就非常好看，阅
读的过程是很有意思的。

在中国科幻文学中，《火星孤儿》
具有非常重要的特殊之处。以往不
管是《三体》还是其他，涉及的都是我

们比较常见的关于天体，关于宇宙、
空间、时间、相对论、高维等科学内容
的讨论。《火星孤儿》则是一些凝聚态
物理的概念和理论，这可能跟刘洋原
来学的专业有关。这大概是凝聚态
物理首次作为核心在当下科幻小说
里出现，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凝聚态
物理是研究固体、液体等由大量粒子
凝聚而成的物质的性能和微观机制
的一门学科，其涉及的物质种类繁

多，如半导体、超导体、晶体、磁性物
质等。时空、宇宙等对读者很有吸引
力，其实跟过去的传播有关。《火星孤
儿》里面大谈磁性、磁滞等，这些都是
属于凝聚态的知识。能够在这样的
基础上去构想文学作品，对读者来说
可能会产生陌生感。这种陌生感有
得有失，由于这种陌生感，读者也许
会产生某种阅读压力，但也可能有的
读者就是喜欢有挑战的阅读。

把类似凝聚态物理的知识引进
科幻文学，除了对科幻文学的基础
背景本身的开拓有意义，对于广义
的科学观念的传播和普及也有重要
意义。现在不仅仅是科幻文学，就
是在科普领域里，绝大部分书也都
不是谈凝聚态、固体、材料的，涉及
这些基础知识的作品并不多见。所
以，《火星孤儿》这本书里的凝聚态
等科学原理，结合创造性的想象力
书写，对于科普知识的传播也具有
重要价值。

目前文学界经常有关于科幻文
学“软”“硬”的讨论，这确实是一个问
题。但如果用这样简单的标准对《火
星孤儿》做分类，可能不一定完全合
适，你说它是软科幻还是硬科幻？其
实在小说各个部分的阅读中，感觉是
不一样的。就小说前面的部分来说，
设置悬疑、各种铺垫，好像很“软”，但
真正读到后面，就相当“硬”。说到

“硬”还有一个感觉，现在人们经常谈
论科幻的想象力，科幻虽然不仅仅是
科普，但毕竟还是要以某种科学的知
识作为基础性前提，并在这个基础上
加入想象，再展开叙述。

从小说的结构上讲，《火星孤
儿》里“软”“硬”的结合，是不是有一
个比较均衡的分布会更好？因为这
样可以把“硬”科幻的压力在一个作
品的结构中进行分散。否则，如果

读前面很轻松很容易，突然间难度
提高了，有些读者就会在遇到困难
的时候放下，造成遗憾。因此，我认
为小说的前半部分也可以适度做一
些铺垫，避免后半部分一下子阅读
难度提高过大。

另外，除了“软硬”，一个科幻作
品也可以根据内容分成不同类型。
比如，有些作品是很纯粹的想象和天
马行空的、脱离现实的，但也有些作
品会让人联想到社会现实。后者又
有两类，一类是这个现实跟科学本身
带来的变化相关，比如王晋康的很多
作品。另一类，不一定是跟科学技术
带来的直接影响有关，更多是间接涉
及实际的社会现实，将它们在科幻小
说里做一些结合和体现。《火星孤儿》
讲的是高考，这个当今社会关注度很
高的、很让人揪心也有卖点和吸引力
的话题。学生肯定关心高考，学生的
家长肯定关心高考，家长的家长看着
孙子、外孙子也会关心高考。但对于
这个话题，大家又有那么多的焦虑，
这个焦虑涉及教育现状、一些耸人听
闻的社会新闻等。小说以非常极端
的方式设置了以高考为导向的学校，
更极端的是，还把这个学校放在一个
太空站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切
入点。

不管怎么说，刘洋的小说《火星
孤儿》确实很有想象力。它让我们知
道，科幻在科学的各门知识范围里，
除了大家熟悉的“穿越”，还有很多其
他的空间、方向是可以开拓的。这本
书为此做出了很有象征性的表率，不
仅仅是那些最前沿的、人们已经谈论
和关注的超弦、宇宙论、相对论等科
学背景，物理的其他分支、化学的其
他分支，同样可以作为科幻的背景，
并在其下建构一个很有想象力而且
吸引人的科幻世界。

《全球科技通史》书名虽然十分
硬核，但却粉碎了知识的硬核，从纵
览学科体系开始，分成远古科技、古
代科技、近代科技和现代科技四个
部分，详细描述了几万年来农业、数
学、天文、地理、物理、医学、工业、生
物等各个领域关键性的人物、事件、
发明及意义。

《全球科技通史》
作者：吴军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