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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文化文化 传承传承

文博文博文博 随笔随笔 ⑦⑦

进入立夏，繁花似锦，小区栅栏边
的蔷薇花盛开得像晚霞、像朝云，其实
就像它们自己：夏花。如果把夏花前面
再冠以“灿烂的”三个字，我觉得更
准确。

入住小区十几年来，每到夏天，粉
红色、白色的一朵又一朵微笑着的蔷薇
花开心快乐地绽放着。它们恣情地向上
生长时，有的与栅栏外边高大的法国梧
桐在空中相逢，于是一个奇特的景观每
年都呈现在我眼前，花上树，树生花，身
高几乎有五六米。这些蔷薇朴素低调，
但又引人注目，我数过其中一簇蔷薇花
丛居然有30多朵怒放的小花。

院子里的花木很多，有三片牡丹
花区，姚黄魏紫好像都在其中，盛开时
让你目光里充满着惊喜。还有大朵大
朵的白玉兰和紫玉兰，这是一种对春
天的感觉最敏感、开放也最早的花，清
明时节雨纷纷，白玉兰花最动心，是它
们最与人相亲相伴的时刻了。

我还观察过院子里其他的花，比
如迎春、连翘，模样很相似，都是金黄
色的小花朵，但仔细看还是有区别。再
比如紫丁香，有数十棵之多，有的散种
在院子一角，有的集中在一个小山坡
上。丁香花瓣一般都是四瓣，五瓣以上
的叫幸运花瓣。去年4月份，我在院子
里居然找到了五瓣、六瓣，甚至八瓣的
丁香，我拍下照片发给几个儿童文学
作家的朋友，顺便写了一首打油诗：

“丁香情结浓似酒，一年一度觅枝头。
最忆男婴踏春日，重拈妙笔乐聚首。”
我的小诗和幸运花瓣引起了老诗人金
波的极大兴趣，他发来微信说道：“洪
波，我从未见过八瓣丁香花，太惊奇
了！由此我联想到‘儿童文学也是让人
惊奇、惊喜的文学——惊喜的发现，惊
喜的求索，惊喜的思绪，惊喜的记忆’。
当年我们在一起寻找幸运花瓣时，就
是为孩子们创作儿童文学时。（同时附
上三个开心笑了的表情符号）”“男婴
笔会”是我们五个专为婴幼儿写作的
作家的特殊称谓，是我以开玩笑的形
式命名的，金波为首，然后是葛冰、白
冰、刘丙钧和我，20年来的笔会时光，
每逢春天我们都在郊区小聚，在创作、
休闲之余寻找五瓣以上的丁香花瓣是
金波创立的极其开心的活动，所以才
有了上面这些文字。

我还曾经数过院子里的海棠花，
集中在三处竟然有12株之多。还有七
叶木所结的硕大如玉米棒子样的白
花，有人称之为“白玉塔”，高大的七叶
木举着一座座白玉塔形状的大花，显
示着乔木花朵一种特有的骄傲。

除了上述的花草，果树的花也很
漂亮。我闻过院子里山楂树的白色的
花，有一种奇特的香味，此外桃花、杏
花、苹果花也都灿烂地、淡然地开放
着，陪伴着每一个住户、每一个嬉笑着
的小朋友。院子里最多的花草应该是
二月兰和马兰花，它们在春季里最先
亮相，为人们送上花草特有的蓝色的
祝福。还有很多槐树和龙爪槐，法国梧
桐也不少，它们树干粗壮，叶片硕大，
投放在地上的阴凉慷慨而无私。

这是关于小区植物的花名册。
下面我要展示另外两个花名册，

或者叫另类花名册。第一个是小区孩
子们的花名册。由于我是儿童文学作
家，同时也是小狗大咖和牛妞的主人，
所以好奇的孩子们经常跟在我身边。
我注意到他们的名字非常有意思，比
如水果类的，有的叫桃子、草莓、柠檬，
这是三个小女孩的名字；还有食物类
的，身边有一个小男孩叫地瓜，他家的
小狗叫土豆，这个名字有些奇怪，但他
的外公是著名的农业专家，所以起了
这两个农作物块茎的名字，非常自然
和亲切。其他围绕我的小朋友有的叫
一鸣，有的叫一飞，这无疑是“不鸣则
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
是父辈们对自己孩子寄予了远大理想
和希望的名字。还有个小朋友叫桑尼，
是英语“太阳”的意思。小太阳桑尼是
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男孩，他曾经想象
自己是一个考古学家，在院子里挖来
挖去。他饲养的两只小乌龟，有一只曾
经逃跑过，于是全院子的小朋友都帮
他捕捉“逃犯”。小太阳桑尼最近最骄
傲的事情是他当哥哥了，刚诞生的小
妹妹的成长过程成了他和我之间交流
的重要话题。不久前他开心地告诉我，
小妹妹长出了两颗牙。桑尼说着自己
小妹妹的时候，眼睛里满是灿烂的笑
意，的确是一个暖心的小太阳。

我熟悉的一个爱打篮球的男孩叫
阿宝，有一天傍晚他叫住我，拿着一本
我新出的散文集《拔笔四顾》让我签
名，这个举动深深地震撼了我，这是一

个爱学习、爱读书和热爱生活的男孩子。
和他年龄相近的一个少女的名字充满诗
意，叫子衿，出自《诗经》“青青子衿，悠悠
我心”。子衿是小朋友们里的领袖人物，
她酷爱动物，会骑马，而且长跑极佳，有
好长时间她成为我家小狗大咖的权威引
遛者。子衿的理想是长大以后开一家宠
物医院，她的确喜欢宠物，养过小鹦鹉
等，还曾企图收养一只流浪小狗，然而这
一切都因为功课的繁忙变成了过眼云
烟，有着“子衿”名字的少女现在已经是
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了。

小区孩子们各种各样的名字都显示
出时代感和长辈们浓浓的爱意，每当叫
起这些小朋友的名字，我脑海里便立刻
浮起他们未来可能发展的空间。一个叫
桃子的小女孩，曾经是班上的中队长，那
个时候她二年级，等到三年级的时候，我
又问她：“你还是中队长吗？”她毫不犹豫
地告诉我：“我退休了，这次不当了。”“退
休”这个词出自九岁小女孩的口中让我
乐不可支，因为我才是一个真正退休的
老人哪！

孩子们的花名册说完了，该讲一讲
动物的花名册，具体而言，是小狗的花名
册。我粗略数了数，小区里大概有十几只
狗。除了我家的狗大咖和牛妞外，旁边的
邻居有一只小狗叫土豆，它的女友叫可
乐，是两只日本柴犬。他们隔壁单元里有
四只小狗，其中三只小泰迪是一家，两个
狗爸狗妈和它们的狗儿子，狗儿子名叫
小弟，还曾经在军犬队被军训过，但好像
没有多少军犬的本事。这个狗家庭每当
被主人牵出来的时候都活蹦乱跳，而且
喜欢“群殴”所碰见的任何一只小狗，哪
怕是大狗。它们“群殴”的方式只是围着
大声地吠叫，因为它们体型很小。

另外一座楼里有两只小狗，一只叫
鲁鲁，一只叫灰灰。鲁鲁的主人和我家大
咖非常熟悉，正是这只鲁鲁喜欢捡拾院
子里落下的桑葚，而桑葚在去年被大咖
发现是一种美味，于是它每次经过桑树
下都要毫不客气地寻找桑葚，鲁鲁应该
是有些遗憾，因为这原来是它的专利。鲁
鲁和我家小狗大咖几乎同龄，它们很熟
悉，堪称青梅竹马。

院子里还有几只小狗，一个岁数最
老的叫咪闹，十六七岁了。还有一只小狗
叫查理，是非常小的一种约克夏，但是小
狗大气场，对一切都无所畏惧。个头最大
的狗是一只巨型贵妇犬，名字叫赳赳，它
像一个雪白的棉花球一样滚动了出来，
活泼调皮，对所有人都非常友好，特别喜
欢我家的斗牛犬牛妞，因为牛妞是唯一
对它淡然处之的体型最小的狗之一。

下面我要说另一只有意思的狗，它
的真名叫嘎嘎，是一只米黄色的泰迪犬，
它有另外一个名字，我们都叫它“叫星”，
为什么？因为它永远激情洋溢、几乎是无
休止地吠叫着，向这个世界宣示，它对一
切狗们充满不信任。我问过嘎嘎的主人，
它为什么这么爱叫，他说它曾经被一只
大狗咬伤过，所以害怕所有的狗。小狗的
世界有时候也充满悲剧和喜剧色彩。

“花名册”的由来是旧时登录户口的
册子，那时把人名叫作“花名”，把户叫作

“花户”，这是元代产生的一个名字，在清
代也一直沿用。“花”是讲其错杂繁多，在
现代语言中，人们普遍把它称之为点名
册，取代了旧称花名册。在《红楼梦》里这
三个字屡次出现，它最早应该出自《元典
章·圣政二·均赋役》。

花名册，一个有趣的，甚至美丽的名字。
（作者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作家协会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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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文化遗产的足迹遍及全国，一次
又一次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作出指
示、批示，号召人们让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今
天，文化遗产事业已经成为社会各界
广泛参与的民族复兴伟业，成为文化
自信自强的动力源泉，成为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

在火热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可以
发现文化遗产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主要构成，其传承创新价值表现在
方方面面。

文化遗产成为我国当代特色化城
市、城镇、乡村、区域建设的重要依托。
它让许多城市、城镇、乡村找到灵魂，
找到根脉，找到魅力，找到影响人、吸
引人的理由。如云南丽江、山西平遥、
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安徽固镇、杭州
西湖、山西五台山、南京紫金山等等。

文化遗产成为旅游业、服务业的
重要推手和文旅融合的核心资源。各
地重要的文化遗产及文博场馆几乎都
能成为文化旅游的热点。这样的态势

既有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也传播了优
秀传统文化和知识，丰富着人们的生活，
充分发挥了文化遗产对那些拥有和保护
遗产的社区民众“回报”的作用，为社会
创造了经济的繁荣和持续，让付出劳动
的人们得到了感恩和回报。

文化遗产成为创造现代城市、城镇、
乡村的公共文化设施的核心资源。如国
家文化公园、各类博物馆、遗址公园、大
遗址区、风景名胜区、文化生态保护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民俗村、水文
化风景区、工业或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区
等等。可以说，离开文化遗产，这些现代
生活不可或缺的文化创新项目将无从依
托、无法产生，文化遗产的这种创新作用
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心灵更丰富，
环境更优越，发展更持续。

文化遗产作为传统手工制造业资
源，在现代生活中可以成为特定生活方
式的参与者，从而赢得新的发展动力和
消费市场。如宜兴紫砂、南京云锦、江宁
金箔、龙泉青瓷等制作工艺都在当代人
的生产生活中大放异彩，各地非遗工坊
创作的特色工艺品、旅游纪念品等走向
全国，走向世界。

文化遗产成为文创的“富矿”。如近
年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
乃至全国博物馆界兴起的文博文创业方
兴未艾，前途无量，文博机构的文创产品
深受观众欢迎。

文化遗产还可以成为现代创新产业
的重要资源。如中医药、民族饮食业、民
族建筑业及装潢业、民族包装业、民族设
计业等都需要文化遗产的直接参与。

文化遗产能够为科技创新服务。如
屠呦呦的“青蒿素”实验成功就曾经得到
过东晋的中医药文献遗产的启迪，一系
列的科技考古、基因考古、环境考古、科
技遗产研究等等为人类科技创新提供了
诸多启迪和方向。

文化遗产作为电影、电视、互联网、
动漫、文学创作等几乎所有的文艺工作
摄取信息、捕捉灵感及多样性创作的资
源，为当代和未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
神文化支持和供给。离开文化遗产，我们
的精神创新会变得来源贫乏，失去深沉
的力量，失去过去、今天和未来的思想链
接，失去文化生命与文明生命持续发展
的能量聚合。

文化遗产作为特定人群和地域的创
造物与共同记忆、文化认同载体、精神标
识，可以成为地域社会重建、文化复活与
复兴的重要资源。如长江三峡库区的文
化遗产在移民社会重建、城乡聚落文化
记忆复活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成为重要
的力量。

文化遗产的社会科学研究价值值得
高度重视。它包含着人类特别是特定人
群的文化运动规律，能够引导我们在当
代依据文化运动的规律进行思想创新和
实践创新。如对人类石器时代、青铜时
代、铁器时代“三个时代”的生产力运动
规律的认知即是从考古遗产中得来；古
老的丝绸之路也为中国当代“一带一路”
倡议的践行提供强大的文化力量。

文化遗产可以成为全球化时代和互
联网时代不同国家、民族、人群的共享资
源。它可以为不同文化共同体和文明共

同体的互相学习、互相欣赏、互相提升提
供无穷的文化创造、样式、美和灵感，让
不同文化共同体和文明共同体的人们走
出孤独，摆脱唯我独尊的狭隘意识，进而
生发出相互理解、尊重、分享、共荣的美
好感情、深切认知、合作意愿，从而让世
界变得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当然，对每个个体而言，文化遗产构
成了人们生活的基础。我们的语言、文
字、神话、宗教、农作物、家养动物、文学、
艺术、工艺、服装、信仰、价值观、家庭制
度、城乡体系、心灵世界等等，它们或者
是来自若干万年前的创造，或者是来自
数千、数百、数十年前的成就，如果没有
这样系统的文化遗产的滋养、维护、支
撑，我们的人文世界将会变得单调和
枯竭。

总之，人类实践反复证明，没有能够
离开文化遗产而健康成长的个人，没有
能够离开文化遗产的“现代化”。随着人
类物质生产能力的不断提升和丰富，人
们渴求能够拥有丰盈心灵的文化资源，
而文化遗产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数字化时代将会让那些不可复制的优秀
文化遗产变得更加珍贵，并走向千家万
户。文化遗产虽然是先人的创造，但它们
都是现代人的生存基础，与自然遗产共
同构成我们生命延续的充分条件。文化
遗产是历史的，但更是未来的，它是创新
资源，是发展基础。为此，传承文化遗产
就是传承创新资源，就是筑牢发展根基，
就是把握我们共同的幸福之门。

（作者系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南京
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江苏省文史馆馆员）

文化遗产在传承中展现创新的力量
贺云翱

中国陶瓷生产历史悠久，考古发
掘所获得的资料证明，我们的祖先早
在距今约两万年以前，就能制造和使
用陶器，我国因此成为世界上最早烧
造和使用陶器的国家。在长期烧造陶
器的基础上，经过不断积累经验，到了
约3000多年前的夏、商时代，以浙江
省德清县为中心的浙江东苕溪流域和
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已开始烧造原始
瓷。此后，历经周、秦、西汉的发展，窑
工们不断改进原料拣选和窑炉建造技
术，至1800多年前的东汉时期，终于
完成了从原始瓷向普遍意义上成熟瓷
器的过渡，在世界上率先发明了瓷器。

因此，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不
仅是世界上最早烧造和使用陶器的国
家，而且还在世界上率先发明了瓷器。
瓷器是中国独享的一项重大发明，是
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作出的杰出贡献
之一。

陶瓷是土与火的艺术，中国陶瓷
悠久而灿烂的历史，是一部“变土为
宝”的华丽篇章。加之陶瓷本身具有的
产量大、流传地域广、影响大、耐腐蚀、
不怕火烧、美观实用等特性，使之成为
中国物质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
一，堪称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常
重要的资源。我们要从中汲取营养，促
进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谱写
陶瓷文化传承发展的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清楚中
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
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
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
和人文底蕴。这些都涉及中国古陶瓷。
下面就选择4件陶瓷分别讲述其所蕴
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清代康熙五彩十二月花卉图题诗
句杯。此套五彩十二月花卉图题诗句
杯由12件组成，高约4.9厘米，口径约
2.7 厘米，足径约 2.6 厘米。均胎体轻
薄、釉面光亮。外壁一面以青花五彩装
饰，分别描绘代表12个月的花卉，另
一面题写与花卉相对应的诗句。分别
为：一月迎春花，题“金英翠萼带春寒，

黄色花中有几般”。二月杏花，题“清香和
宿雨，佳色出晴烟”。三月桃花，题“风花
新社燕，时节旧春农”。四月牡丹花，题

“晓艳远分金掌露，暮香深惹玉堂风”。五
月石榴花，题“露色珠帘映，香风粉壁
遮”。六月荷花，题“根是泥中玉，心承露
下珠”。七月兰花，题“广殿轻香发，高台
远吹吟”。八月桂花，题“枝生无限月，花
满自然秋”。九月菊花，题“千载白衣酒，
一生青女香”。十月月季花，题“不随千种
尽，独放一年红”。十一月早梅，题“素艳
雪凝树，清香风满枝”。十二月水仙花，题

“春风弄玉来清昼，夜月凌波上大堤”。
这些诗句基本都取自《全唐诗》所收

录的唐代诗人作品。除了十月和十二月
的诗句待查以外，其他均已查明出处。此
种成套瓷杯属于御用酒杯，在清代宫廷
留存瓷器中数量较大，而且品质一致。杯
的造型、画面布局、诗句内容、款识字体
等，均与康熙青花十二月花卉图题诗句
杯一致，两者应出自同一画样，烧造于同
一时期。但与青花品种相比，五彩杯需要
两次烧成，制作工艺更显复杂，难度更
大。

康熙五彩或青花十二月花卉图题诗
句杯，反映了人们对一年中每个月代表
性花卉的赞美和喜爱，是中华民族宇宙
观中道法自然意识的反映。从遵循季候
更替、星辰运转等自然规律而萌生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到利用自然界物产创造
玉石器、青铜器、陶瓷器、丝织品等工艺
品，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中
华民族逐渐养成道法自然的高度自觉。
这种对宇宙本质的深刻理解，根植于中
国古代农耕文明的沃土，孕育出“天地与
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仁民而爱物”
的生态意识，揭示出个体、社会同自然万
物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紧密联系。

唐长沙窑青釉釉下褐、绿彩花草纹
碗。碗高5.7厘米、口径14.9厘米、足径
5.2厘米。敞口，深弧腹，浅圈足。内外施
青黄色釉，外壁施釉不到底。口部涂抹4
组均匀分布的褐彩，每组都在口内外略
呈半圆形。内底以褐彩、绿彩描绘抽象花
草纹，线条流畅。

长沙窑是我国第一个大规模烧造釉
下彩绘瓷的窑场，其做法是：先分别用含
氧化铜和氧化铁的彩料，在坯胎上描绘
纹饰，然后施青釉，入窑经1220°C以上
高温一次烧成。

长沙窑是唐代主要烧造外销瓷的著
名瓷窑，产品曾远销朝鲜、日本、泰国、斯
里兰卡、巴基斯坦、伊朗、沙特阿拉伯、肯
尼亚、坦桑尼亚等国，为中外文化交流作
出了重要贡献。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
里洞岛海域一块黑色大礁岩附近发现了
一艘唐代沉船，被命名为“黑石号”沉船，
在从船上打捞出水的6万多件中国唐代
瓷器中，有5.7万多件长沙窑瓷器，其中
即包括大量青釉釉下褐、绿彩瓷，与这件
碗相类似者即有很多。中国陶瓷不但外
销数量巨大，而且影响广泛、深远，几乎
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瓷器生产，都是从模
仿中国瓷器开始的。

以此碗为代表的唐代长沙窑瓷器，
是中华民族天下观中“胸怀天下”理念的
反映。在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史上，
与外部文明不间断地交往交流交融，尤
其是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及其他贸易
线路的开辟与建设，是胸怀天下的中华
民族与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惠、经济协
同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在这种交往中，
中华文明持续、多方面地对外传播并产
生广泛影响，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
超越文明优越，对促进区域乃至世界经
济、文化共同进步作出了许多有益探索。

康熙青花“丙吉问牛”图梅瓶。瓶高
18.6厘米、口径4.9厘米、足径7.5厘米。
瓶外壁以青花装饰，描绘一位头戴斗笠
身着短衫的农夫，正躬身立于一位头戴
官帽身着锦袍的官员面前，官员身侧立
有3名执仪仗的侍从。农夫右手执牛绳，
左手指向身后的耕牛，似在述说什么。画
面空白处以青花料书写楷体“斗伤何足
问，牛喘更堪虞”。

透过画面内容和所题诗句可知，此
瓶所绘纹饰内容为“丙吉问牛”故事。“丙
吉问牛”典出《汉书·丙吉传》，说的是西
汉宣帝时期，丞相丙吉十分关心百姓疾
苦，经常外出考察民情。一次外出时，见
一群人在斗殴，他没让手下的人去过问；
而看到一头牛在气喘吁吁地吃力拉车，
却停下叫人去问个究竟。下属说丙吉只
重畜不重人，丙吉解释说，行人斗殴死
伤，由地方官处理即可，我只要考察地方
官的政绩，有功则赏、有罪责罚罢了。宰
相是国家的高级官员，关心的应是国家
大事。现在是春天，天气还不太炎热，我
之所以关心牛喘，是因为如果牛是因天
热而喘，说明现在的节律不正常，阴阳失
时，势必会影响农事；若牛是因得了瘟疫
而喘，也势必会因牛瘟而影响民生，必须
想办法解决。此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工
作中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要善于观

察，见微知著；人人各司其职，干好本职
工作。

此瓶所绘纹饰是中华民族社会观中
“民惟邦本”观念的反映。《尚书》曰：“民
惟邦本，本固邦宁。”《管子》曰：“政之所
兴，在顺民心。”以民为本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以民生为本、百姓各
得其所、安居乐业的治国理想，是中华文
明延绵不断发展的重要基础，具有重要
意义，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对于弘扬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
人类共同价值的不懈追求。

康熙青花“翻羮不恚”图花觚。觚高
45.5厘米、口径21.3厘米、足径14.4厘
米。外壁通体绘人物故事图。颈部绘一官
员在厅堂内居中，面前一侍女跪地，地上
绘一打翻的碗，碗内汤羹洒了一地，屏风
后有一妇人偷窥。腹部通景绘婴戏图，5
位童子追逐嬉闹，其中一人手持官帽，寓
意“五子夺魁”。考此碗所绘纹饰内容为

“翻羮不恚”，典出《后汉书·刘宽传》。说
的是东汉名臣刘宽，待人宽厚，官至廷
尉，在朝中素有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更色
之誉。而他的夫人偏不信，一次，趁刘宽
上朝前，其夫人指使侍女端上一碗肉羹，
假装不小心，打翻肉羹，溅到刘宽的朝服
上，以考验其反应。不承想，刘宽非但没
生气，反倒问侍女曰：“羹烂汝手耶？”可
见其涵养绝非常人。画面中持笏板、着官
服者即为刘宽，屏风后偷窥者即其夫人。

此碗所绘纹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道德观中“养正毓德”观念的反映。《易
经》曰“蒙以养正”“果行育德”。养正而毓
德，可以为善。“德”“善”诉诸个人，是

“温、良、恭、俭、让”；对于家族、乡党，则
体现为“孝、慈、仁、爱”，“妻子好合，如鼓
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出入
相友，守望相助”。以道义、美德教化施
政，便如《管子》所言“畜之以道，则民和；
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
辑”，或可谓“臻于至善”。

深刻理解并传承弘扬中华民族道德
观，使之与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相适应、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相
融合，既彰显中华“和”文化，也契合中华
文明和平发展的时代诉求。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
器物部主任）

抟 泥 幻 化
——略谈中国古陶瓷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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