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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传承激荡隽永“中华韵”
新华社记者

襟江带海，通衢八方。在中国辽

阔的版图上，东部地区控扼河海交汇

之枢，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千年

文脉绵延不绝，开放胸襟兼容并蓄。

如今，潮涌东方，气象万千。传统

文化与时代脉搏同频，千年文韵为现

代经济赋能，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动

实践正在东部地区的创新发展中浩荡

铺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生生

不息的精神动力。

匠心保护，永存历史记忆

千米长的涂门街上，府文庙、清净

寺、关帝庙比邻而居；古村老巷里，官

式大厝、南洋小楼、蚵壳厝星罗棋布；

市井乡间，闽越遗风拍胸舞、奇而不俗

的惠女服饰、“行走的花园”簪花围等

民俗传承至今……

行走在泉州的港口码头、街巷村

落，仿佛打开一扇扇“任意门”，产生时

空、地域的交错感。

泉州作为宋元时期中国的海上商

贸中心，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在这里

“邂逅”，缔结出东西文化和谐共生的

城市景观，也积淀了刺桐城多元包容、

爱拼敢赢的文化底色。

“多元包容的文化基因融入泉州

的城市肌理，至今闪耀着融合之美。”

泉州市博物馆馆长黄明珍说。

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

保存历史，保存城市的文脉，保存历史

文化名城无形的优良传统。

“泉州的遗产是鲜活的。老百姓

生活在遗产里，遗产就在身边。”泉州

文旅集团宣讲队队长颜静怡说，作为

“活着”的古城，古老的建筑、艺术、风

味与现代的生活方式在泉州相得益

彰，碰撞出无穷魅力。

发源于燕山深处的大石河，蜿蜒

淌进京西南的辽阔平原，在房山区琉

璃河镇拐出一个 L形。

三千年前，周初“三公”之一的召

公来此地主持营建封国燕的都城。如

今，考古人在这堆积的地层间挥动手

铲，一铲一铲揭示出北京的“城之源”。

今年 4 月下旬，北京琉璃河遗址入选

“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发掘仍未结束——“五一”假期

后，负责人王晶重返考古现场，与工人

们一起清理一处城壕附近的遗迹。

“这轮发掘进一步揭示，正是在西

周初期，处在边地的北京逐渐融入中

原文明。”王晶说，遗址见证了北京逐

渐从一隅之地发展为一国之都的关键

转变，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

过程中的重要例证。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院长郭京宁表

示，此轮发掘利用最新的测绘手段、信

息记录手段和文物保护技术，对文物

进行了精细化发掘，弥补了几十年前

现场文物保护技术的不足。

杭州城北、良渚港畔，“文润阁”

如同一幅古典山水画，尽显古韵之美。

在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修复

工作室，修复师袁辉为记者展示了一

件修复完成的清代契约。

“它刚到我们手里时就像手风琴

一样粘合在一起，而且絮化严重，部分

纸面疏松得就像棉絮一样，修复花了

一个星期。”袁辉说，抢救珍贵纸质版

本藏品，就是在抢救重要的社会记忆。

按照百年乃至千年的存放标准，

杭州馆开展对不同介质版本的分级分

类保护，已完成对 23 批次 4 万册（件）

重要藏品的消杀和上千件古籍、拓片、

契约文书的修复。

“我国历来重视文献和古籍的收

藏保护，这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重

要原因。”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副

馆长陈瑜说，“当观众看到这些藏品历

经沧桑依然保存完好，会生发出更为

坚定的文化自信。”

恒久传承，赓续中华文脉

立夏时节，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馆

内，72棵杏树青果累累，一群身着汉服

的学生踮起脚尖，轻触树枝上毛茸茸

的青果。

“古人将‘杏坛’作为孔子兴教的

象征，后人用‘杏坛’指代教书育人之

所。”讲解员许泽坤指着枝头青杏说，

“这 72 棵杏树，既致敬孔子开创教育

之先河，也代表着孔门七十二贤的精

神传承。”

齐鲁文化，如泰山般厚重深沉，在

礼乐传承与杏坛讲学中，淬炼出崇德

尚义、经世致用的精神品格。

12 岁的学生朱若琳说，她曾在书

本中读过杏坛讲学的典故，如今参加

“杏子青了”研学课程，对典故的现实

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

从儒学课程到汉服体验，从非遗

研学到创意手工，“五一”假期，孔子博

物馆开设了 15项特色研学课程。

“在真实场景里学习，能让抽象概

念变成具体实践，使传统文化以更鲜活

的方式走进孩子们的心田。”许泽坤说。

文脉弦歌不辍，薪火世代相传。

“五一”假期期间，海南省五指山

市毛纳村游人如织，不少游客与身着

传统黎锦服饰的村民共跳竹竿舞，深

度体验浓郁的民族风情。

“从起初游客只是好奇地看看，到

现在踊跃购买黎锦元素文创产品、体验

黎锦制作技艺，我深刻感受到黎锦文化

‘火’起来了。”返乡创业青年陈孟丽说。

黎锦逐步“出圈”背后，是持之以

恒的保护与传承。

“压两根，提四根，这图案叫甘工

鸟……”一针一线，经纬交错。在黎锦

非遗工坊内，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刘香兰一边介绍

黎锦的制作工艺和历史渊源，一边指

导织娘编织图案。

多年来，非遗工坊通过开展技能

培训、产品设计、提供订单式就业等方

式，带动数百名乡村织娘就业增收。

刘香兰也常年奔走于当地中小

学，向孩子们传授黎锦技艺。“我希望

能带动更多人学习、深造黎锦技艺，让

老祖宗的文化和手艺得到更好保护传

承。”她说。

非遗传承，关键在人。黎族传统

纺染织绣技艺保护发展五年行动计划

出台，“非遗项目进校园”积极推进，

“黎锦学堂”设立……黎锦技艺的保护

传承和创新性发展进一步加强。

如今，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传

承人已发展至 2万多名，全省 100多所

中小学开展黎锦技艺实践课，非遗瑰

宝不断焕发生机。

文明润泽沃土，精神辉映征程。

五四青年节当天，一堂“行走的思

政课”在津门大地开展。在烈士纪念

碑前追思先烈、追忆历史，在平津战役

纪念馆内围坐分享、畅谈感受……

30余名青年师生参加了平津战役

纪念馆与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联合开展的这堂思政课，用脚步“丈

量历史”，重温峥嵘岁月。

“行走在历史遗迹间，触摸斑驳的

历史遗存，就像与先烈开启一场跨越

时空的对话。”天津师范大学研究生张

勇深受触动，“我们要用青年声音讲好

历史故事，将英烈精神转化为‘强国有

我’的行动自觉。”

赓续血脉，传承荣光。平津战役

纪念馆近年来通过举办读书日活动、

红色艺术沙龙等，不断丰富教育形式、

创新传播方式，让革命历史故事更加

生动鲜活。

创新发展，激扬文明力量

初夏的阳光洒在雄伟的山海关长

城上，与青砖灰瓦交相辉映。

“五一”假期，河北山海关景区新

推出了实景演出《长城战鼓》，演员身

着铠甲，擂动巨鼓；游客穿梭其中，仿

佛置身长城古战场。

“这鼓声都和我自己的心跳同频

共振了！”赵先生特意从辽宁鞍山赶来

观看这场演出，“这一刻，我突然懂了

为什么说‘长城内外是故乡’。”

燕赵侠风，世代相传。在这里，长

城文化不仅是历史记忆，更转化为文

旅产品，推动着地方经济发展。“五一”

假期，山海关区接待游客 51.14 万人

次，同比增长 7.61％。

“我们要在加强保护的同时打造

更多特色项目，让古老的长城在新时

代焕发新活力。”山海关区旅游和文化

广电局局长蒋立彬说。

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东部地区

既保留着千年文明的细腻肌理，又涌

动着海纳百川的开放气象。

广东清远，江心岛书院在绿树掩

映下更显幽静，岭南的梅雨挡不住求

知若渴的读书人、高朋满座的读书事。

58 岁的陈卫红泡在书院 8 年，读

完了清远全部八个市县区志，正翻阅

《中华善本百部经典再造》寻找更多有

关清远的历史痕迹；清远市作家协会

主席李衔夏，正与三位作家展开关于

AI 时代文学创作的对谈，吸引了不少

文学爱好者……

“传统的书院肩负着学术研究、文

化传承、编书藏书等多种职能，新时代的

书院正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清远江心

岛书院执行院长秦鸿雁说，岭南文化如

珠江水系般，既沉淀着古老智慧的温润

底蕴，又奔涌着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

筑牢红色资源的保护根基，更要

实现活化利用。

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古朴

庄重的石库门小楼，已成许多人心中

独具魅力的城市文化地标。

“团结就是力量！”5月 1日早上，青

春高亢的合唱在纪念馆门前响起，来自

上海音乐学院和上海师范大学的青年共

同唱响革命歌曲，引发市民游客共鸣。

纪念馆内外，多种体验和展览传

递着红色精神：参观者可以通过汉字

解码、文物探索等闯关活动，全面了解

百年前的五卅运动，也可以戴上VR设

备，从“初心码头”登船，感悟新青年的

昂扬风采。

海派文化，在石库门的市井烟火

与摩天楼的玻璃幕墙间，淬炼出精致

务实、锐意求变的独特气质。

“我们将红色元素融入新时代城

市生活，希望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对

党的初心使命形成深刻记忆和情感共

鸣。”中共一大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

薛峰说。

千年文韵，不断赋能现代经济。

“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位

于苏州古城的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名

人故居、古老宅第比比皆是，苏绣、宋

锦、苏扇等非遗项目汇聚于此。

在这里，每寸肌理都彰显着江南

细腻美学的极致追求：缂丝匠人用纬

线织出水墨渐变，评弹艺人以琵琶演

绎百转千回。

“五一”假期，不少外地游客体验

了一次苏式生活：上午喝一杯早茶，中

午吃一碗苏式面，下午听一曲苏州评

弹，晚上坐摇橹船夜游平江河。

“文”火烹出“热”经济。据不完

全统计，今年“五一”期间，江苏省接待

游客人次和游客消费总额同比分别增

长 15.62％和 14.79％。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人文

经济学实现从理念到实践的关键环节。”

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杨志纯说，文

化创新创意在烟火气、文艺范、科技化的

邂逅中竞相迸发，丰富厚重的文化资源

优势正不断转化为新的发展优势。

在历史纵深中寻找答案，于现实

维度里把握脉搏，行走于祖国东部，我

们目睹文化根脉的千年传承持续激荡

出隽永的“中华韵”。

文化中华，风华长青！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