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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云冈石窟第 9 窟，脚手架上

多台设备正监测石窟本体和微环

境。20 余名技术人员有的拿毛刷，有

的拿注射器，还有的手持超声波测试

仪，对石窟内厘米级的空鼓、裂隙、起

翘等病害及其诱因进行“诊治”。

“修复并不是让文物恢复如新，

而是帮助它们保持稳定、‘祛病延

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十分珍

惜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珍贵文化遗

产，坚持保护优先的理念。这也是我

们文物工作者始终坚持的根本遵

循。”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

测中心工作人员孙波说。

如今，石窟寺预防性保养工作科

技含量十足，应用稳定性强的新材

料、无损检测的新设备，整个过程更

科学、更安全。

薪火相传，功成共勉。云冈研究

院数字化保护中心主任宁波介绍，云

冈石窟的探索也为其他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提供帮助。例如，数字化保护

团队曾帮助山西芮城永乐宫壁画实

现三清殿巨幅《朝元图》1：1 原真复

制，不仅创造了国内最大体量的原大

复制壁画，更使不可移动文物能够异

地鲜活呈现。

“未来，多学科合作和新技术手

段介入，将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发

挥更大作用。”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

说。

千里之外，在三星堆博物馆文物

保护与修复馆，游客透过玻璃墙可以

清晰看到修复师们正使用仪器观察

文物残片。大屏幕上，30 多个分散的

数字青铜残件逐渐聚拢、拼对，最终

组合成一株 2.88 米高的完整的数字

青铜神树。

“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一些暂时

难以修复实体的文物实现了‘数字重

生’。”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余健介

绍，对于一些文物来说，采用传统的

物理加固方式复原，难度大、耗时长，

文物本体也易损伤，先数字模拟复原

更稳妥有效。

“通过全面扫描文物残片、数字

建模，再在电脑上将文物拼接还原，

跨越 3000 多年的文物再次亮相在世

人眼前。”余健说，组合文物残件就像

在拼接历史文明图景，“拼图越完整，

就越能帮助我们了解三星堆文明的

历史，帮助我们读懂文明绵延不绝的

基因密码”。

【记者观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

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

位。无论是云冈石窟“科技问诊”，还

是三星堆“数字重生”，都揭示出文化

遗产保护的新范式：既要遵循“修旧

如旧”的敬畏之心，也要善用科技手

段破解实际难题。这种守正创新的

保护理念，让沉睡的遗产真正“活”在

当下、传之久远。

中华文化瑰宝“向新记”
新华社记者

散落在广袤中华大地上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
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文脉连绵，弦歌不辍。从科技赋能文化遗产焕新、人与文化遗产深度互动，到古老文化遗产讲述当代中国故事，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的科学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其承载的文化内涵更加可及可感。

“先做模具，再浇灌铜液……原

来鼎是这样铸造的！”小学生王雨涵

一边“铸器”一边兴奋地向同伴分享。

在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基本

陈列“青铜铸文明”展厅中的“青铜工

坊”，前来研学的学生们不仅能通过

视频了解西周青铜器铸造的全过程，

还可以亲手“铸”出属于自己的青铜

器。

今年以来，已有全国各地 1300 多
批次、15 万余名中小学生来到宝鸡青

铜器博物院参观。同时，青铜文物还

“走出”博物院，“走进”校园课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

五千年，还要进一步挖掘，深入研究、

阐释它的内涵和精神，宣传好其中蕴

含的伟大智慧”。

博物院周秦文化宣讲队今年 5月
来到宝鸡高新第一小学，为四年级

190 余名学生讲授了一节有趣的金文

课。围观 3D 打印的西周文物“何尊”

底部铭文、用毛笔描摹金文字帖……

在近距离感受的过程中，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种子悄然在孩子们心

中播下。

“我们希望依托丰富的馆藏资

源，创新方式方法、讲好文物故事，激

发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对伟大祖国

和中华文明的热爱。”宝鸡青铜器博

物院院长宁亚莹说。

伊水潺潺，亘古的风吹过龙门，

也拂过“十三朝古都”洛阳城。

距龙门石窟不远的龙门古街上，

《无上龙门》沉浸式三维影像空间让

人一秒“入画”；热门打卡地洛邑古城

景区内，“龙门金刚”从线上“走入”现

实；来自全国各地的传统文化爱好者

身 着 汉 服 ，穿 梭 于 老 城 、石 窟 之

间……

“太震撼了，仿佛置身历史长河

中，这 13 分钟，就像过了 1300 年。”来

自山西太原的游客李明泽走出《无上

龙门》体验馆，激动地说。

龙门石窟作为洛阳文旅“金字招

牌”之一，持续激起新的时代涟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旅融合

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

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

业、幸福产业。”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局长李振刊说，“总书记的话给

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当前，洛阳着力

打造高品质古都文化体验区，龙门 IP
正与全市各大景区深度融合，持续丰

富文旅消费场景。”

【记者观察】“把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一代一代传下去”，习近平总书记

的嘱托，激励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工作

者不断探索文化传承新路径。这些

探索的价值不仅在于请文物“开口说

话”、让历史“触手可及”，更搭建起古

今对话的桥梁——文化传承已从单向

输出变为双向奔赴，情感共鸣正在激

活 文 化 基 因 ，千 年 智 慧 照 进 现 代 生

活，愈发深入人心。

遍布全城的 150 多处老窑址、108
条老里弄，与 6万多家制瓷作坊、陶溪

川文创街区交相辉映，构成了景德镇

的古镇新韵。

中国陶瓷博物馆展品“沉思罗

汉”表情包在网上流行，御窑博物馆馆

藏修复件文物“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

薰”开发出各类“网红”文创……在景

德镇，一件件博物馆里的陶瓷作品在

现代语境中找到“认同感”，以诙谐有

趣的方式被年轻人关注，掀起传播、购

买热潮。

千年窑火，点燃了创业者的热

情。

“我们先在陶溪川摆摊卖瓷板

画，因为创意独特很受欢迎，被园区

选入了中心展厅‘邑空间’，并安排专

业主播帮我们卖作品，现在每个月都

有万元左右收入。”从黑龙江来到景

德镇创办陶瓷工作室的“95 后”王南

浩说。

202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

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考察时指出，要

集聚各方面人才，加强创意设计和研

发创新，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

强，把“千年瓷都”这张靓丽的名片擦

得更亮。

如今，新生事物的引入、新鲜血

液的注入，让古老瓷都在传承中“潮

起来”，悠久的陶瓷文化被更多人了

解。

曾经“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文化

遗产，以年轻化的表达、创新的精神

为更多人知晓，也逐渐凭借独特魅力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以敦煌石窟、藏经洞出土文物等

为研究对象的敦煌学发轫于 20 世纪

初。20世纪 80年代，“敦煌在中国，敦

煌学在国外”的说法刺痛着中国学者

的心。一批学者奋起直追，随着《敦

煌研究文集》等一批学术成果涌现，

“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被扭转。

在全球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敦煌

学这一“国际显学”更具生机。“学者

们更加注重开展跨学科研究，以全球

史的眼光观照敦煌，聚焦古代丝绸之

路多元文明交流互鉴。”中国敦煌吐

鲁番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荣新

江说。

前不久，第四届文明交流互鉴对

话会在敦煌启幕，再现丝路文明交汇

融合盛景。外国嘉宾近距离欣赏了

莫高窟洞窟壁画、彩塑艺术后纷纷表

示：“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欣赏不同

国家的文明，是当今世界各方平等对

话的前提，敦煌为更好的对话提供了

样本。”

【记者观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

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

扬光大。千年古韵融入当代脉搏而

生生不息，亦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彰显智慧。从瓷都新面貌到敦煌

新视野，创新传播的故事告诉我们，

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不仅在于守护

历史的原真，更在于激活其与时代共

鸣的精神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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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赋能“延年益寿”

古今对话深入人心

破壁出圈绽放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