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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周双周双周 学术学术 传承传承传承 与创新与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物和文
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
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
优秀文明资源。要让更多文物和文
化遗产活起来，营造传承中华文明
的浓厚社会氛围。要积极推进文物
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
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
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
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近年来，各
地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亮点频
出，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
护，文化遗产蕴含的创新创造能量
被不断激活，赋能文化发展。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2月 18日公
布的2024年春节假期8天的文化和
旅游市场情况：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4.74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3%；国
内游客出游总花费6326.87亿元，同
比增长 47.3%。各地旅游收入相继
出炉：北京接待游客 1749.5 万人
次，旅游收入286.5亿元；上海接待
游客1675.95万人次，旅游消费交易
总金额191.22亿元；广州接待游客

超 1555 万人次，文旅消费总额超
112亿元；天津接待游客1383.94万
人次，旅游收入123.45亿元……

各种迹象显示，不但传统节日正
在火起来，而且端午、中秋、春节等
各种重大传统节日的经济表现，已成
为观察我国经济发展动态的一个晴雨
表。这些年来，笔者不仅观察和思考
传统节日与文旅产业发展的关系，而
且关注文化遗产是如何以自身能量促
进文旅产业发展的。

笔者认为，文化遗产可以分为
三种类型：物质性文化遗产、制度
性文化遗产、习俗性文化遗产，它
们各自有不同的能量和赋能方式，
进行资源配置和促进文旅产业发展。

第一类是物质性文化遗产，主
要指古城、古镇、古村、古建筑、
古寺庙、古长城等物质性文化遗
产。这类不可移动的历史文化遗产
通常有两种赋能方式：第一种主要
以古长城、古寺庙、古墓葬等为主
体，将其营造为一个名胜古迹或旅
游景区，供游人观光、游览、消

费、休闲等；第二种主要以一个地方
的古城、古镇、古村、历史文化街区
等为基础框架，将其发展成为一个具
有独特韵味的景点，或者成为都市中
一个独特的历史文化景区。

第二类是制度性文化遗产，主要
指传统节日节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些大型传统节庆活动流传了千百
年，所以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安排，即
它们有相对固定的举办地点、时间、
活动内容等，如广州传统迎春花市、
海口府城元宵换花节等。这些大型传
统节庆活动参加人数众多，少则几万
人，多则几十万人，形成吃、住、
行、消费和娱乐等需求。

第三类是习俗性文化遗产，主要
指一些地方长年累月流传下来的餐
饮、手工艺、歌舞、戏曲等非物质
文化遗产。比如，歌舞戏曲方面，
昆曲和南音都是世界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手工艺方面，浙江的东阳木
雕 和 青 田 石 雕 、 天 津 杨 柳 青 年 画
等，都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这些文化遗产，不
但可以发展成为服务于当地旅游的
各类企业，而且可以发展成为面向
游客的产业集群。

文化遗产赋能有力推动了地方文
旅产业发展。以冰雪文化遗产为例，
据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公布的
数据：今年春节期间 （2月10日至17
日），哈尔滨市累计接待游客 1009.3
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 81.7%；实现
旅游总收入164.2亿元，按可比口径同
比增长235.4%。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总
收入均达到历史峰值。哈尔滨市的

“冷资源”究竟是如何发展为“热产
业”的呢？冰雪文化遗产是如何作用
于冰雪产业发展的？

自然状态下的冰雪是寒地居民取
用最便利的资源，在早期冰雪资源开
发利用的过程中，冰雪文化得以产
生。目前，哈尔滨冰灯冰雕制作技
艺、冰雪雕技艺已经获批成为黑龙江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一定的
保护和重视，进一步提高了哈尔滨冰
雪文化的知名度。哈尔滨国际冰雪节

是冰雪文化的“集大成”之作，作为
全面展示冰雪文化内涵的重要平台和
窗口，其文旅融合发展是在文化的传
承、整合与创新过程中实现的，从地
方的狂欢转变为国内知名和国际性的
冬令庆典。

再来看看传统节日。传统节日作
为制度性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型具有双
重意义：一方面，对节日文化遗产自
身来说，节庆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作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每个节日都有着特殊的历史文化
渊源，以传统节日为载体，传统文化
得以传承，并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
新，实现结构—功能的转变；另一方
面，对现代社会而言，传统节日有着
厚重的文化底蕴，以节日为核心，通
过文化资源的有效开发使文化要素与
旅游产业要素建立联系，带动相关产
业发展，实现以文促旅，文旅融合，
为地方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
力，推动当地形成以文化遗产为主要
内容的内源性竞争优势。

还有一个常见的文化遗产赋能形
式是，在一个地方 （如古城、古镇、
古村、历史文化街区等），人们将歌
舞、餐饮、手工艺等各种活化的文化
遗产集中在一起，以五彩缤纷的方式
呈现出来和发挥能量，吸引国内外游
客，不但集中展示当地历史文化遗产
和风土人情，而且给游客提供吃、
住、行、购物、观赏、游玩等各种各
样的服务项目。换言之，原有的古
城、古镇、古村、历史文化街区等物
质性文化遗产结构，与歌舞、餐饮、
手工艺等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融为一
体，由此产生多样性的功能，促进当
地文旅产业发展。

总之，文化遗产是可以赋能的，
是可以推动地方文旅产业发展的，不
仅有利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的继承与
创新，以文促旅，引导资源配置，而
且有利于当地文旅产业形成产业链和
产业集群并持续发展。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
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二级研
究员、民族社会研究室主任）

文化遗产赋能文旅产业发展
张继焦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流，与黄河一
起并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发源于唐
古拉山脉各拉丹冬雪山的长江，自西而
东横贯中国中部，沿途支流纵横，湖泊
遍布。千百年来，长江流域以水为纽
带，连接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
形成了社会经济大系统，更孕育了无
数的文明。《礼记》 中记载：“天子祭
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
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地者。”从
天子到诸侯都要对其所处领地的山川
进行祭拜，对自然资源中的水更是有
专门的职官来负责，“仲令之月，天子
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渊
泽、井泉。”自古以来，长江就不仅仅
是提供生活水源的自然河流，更是中华
民族的精神图腾之一。

文献典籍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
载体，以图文的形式记载了长江起源、
流域、江防、河工以及名人游记等，尤
其古地图中的长江图卷则是千百年来长
江文化的见证，为全面展示长江文脉，
为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提供了
详尽直观的历史资料。

关于长江源头，古籍中有多种记
载，儒家经典 《禹贡》 中记载岷山为
长江源，“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
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迆
北，会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但
也有人认为长江源头为金沙江。在有
关长江的地图中，鲜有专门绘制长江
源头的，不过大多会在长江起源处标
注地名并标注为长江源头。宋代 《禹
迹图》 中，长江源头处标注“岷山”，
并在“岷山”西北标注“大江源”，
《舆地图》 中则标注为“江源岷山”。
在 《华夷图》《历代地理指掌图》 中，
虽未标注“江源”“岷山”，但在成都
西北、威州西侧一条河道尽头标注了

“江水”。清代黄证孙绘制的 《大清万
年一统天下全图》 中也在“岷山”之
下标注了“大江源”。清光绪年间《江
源图》 中，绘制长江出自雪山，并标
注“长江万里人言出于岷山，而不知
自雪山万壑中来。”

长江源出雪山，向东奔腾，源远流
长，风光无限，历朝历代都有画家描
绘。明代章潢的 《图书编》 卷五十八
《万里长江图》是古代地理学家系统勾
勒长江流域全景的地图长卷，图中绘制
范围西起青城县东至江阴，其中水流激
荡、高山夹岸。图中江水、高山、城
池、楼阁虽仅用墨线简单勾勒，但长江
浩浩汤汤之走势，尽在眼前。清冯世基
绘制的《长江名胜图》是一幅描绘长江
下游风景名胜的游览图，绘制范围从荆
江起，流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
江苏五个省份，文字说明部分介绍了长
江沿途考迹。与《万里长江图》不同，
此图采用传统的山水画法绘制，用简单
的笔触勾出山水意境，并对一些名胜宫
殿楼阁采用大比例尺进行细节的描画，
更特别的是此图采用对景法，使两岸的
景物与江中行驶在船上的人的视角保持
一致，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同样还有
清丁应门绘制的《长江图》，采用中国
传统山水画法，形象生动地绘出自武昌
黄鹤楼至长江口的长江沿岸山川大势走
向，以及两岸省城、府城、县城、村
镇、险要、汛地、炮台及江中行船等，
并一一标注名称，城镇间详细注记里
程。图上还附有借地名为词的七言“路
程歌”24首，也是一幅反映长江全景
的巨幅画卷。

由于长江贯通我国东西部，且流量
大，全年可以通航，因此自周朝起，
长江就作为重要的航运通道，运输矿
产、漕粮、兵员物资等等。隋朝以
后，随着连通南北的大运河的开通，
加上横贯东西的长江航道，实现了全
国航运通道的贯通连接。绘制于清中
期的 《岳阳至长江入海及自江阴沿大
运河至北京故宫水道彩色图》 是一幅
表现长江及运河水道的长卷，高31厘
米，长 945 厘米。本图采用中国传统
的山水画法，绘制了长江自荆江以下
至入海口一段，大运河自绍兴经杭州
至瓜洲再北上至北京紫禁城的水道。
地图在长江段重点绘制了江中的沙
洲、滩涂、矶头、支流、湖泊等与长
江航运相关的内容，并贴签标注沿江
水势、地名、里程及运河闸坝等。图
中城郭、山峦采用形象画法，沿河重
要府县、河湖、闸口、关键航道均有
说明，各段河道分别标注里程。同类
型地图还有《长江运河图》，清光绪年
间绘制，绘制出从洞庭湖经长江、运

河至北京的水运路线。清末民初，大
运河渐淤，逐渐停航，但长江航运却
在险境中迎来变革，轮船招商局成
立，新的长江航线开辟，也刺激了长
江沿岸城市近代工业的发展。

长江既是航运的黄金水道，也是
军事攻守的天然通道，特别是长江下
游，历代兵家视其为防御要地。明清
时期，为了抵御外敌的入侵，政府设
置了专门的江防机构，并在沿江地区
建造防御工事。明初为了护卫南京，
在新江口设有水师，后于沿江地区设
立卫所、巡检司。嘉靖年间由于倭寇
的侵犯，也加强了江口的防御。明代
军事地理学家郑若曾编著有关江、海
防的地图和论说，其中 《江防图》 为
明代重要的江防资料。《江防图》 共
48 幅，图沿长江西起今江西瑞昌市，
东至上海金山区，图中详绘沿江地
形、居邑，并注记各巡江单位巡防范
围、哨所设置及兵将、战船数等。

清沿明制，设操江巡抚统领沿江
防务，并在镇江等地设置炮台、拦江
缆等军事设施。晚清，政府非常重视
江防，除了加强长江入海口及沿岸防
守外，还将湘军水师改建为长江水
师，维护沿江一带的稳定，并在长江
中下游沿岸大量修筑炮台，防线从吴
淞口沿江而上经江苏、安徽、江西，
至湖北，共建 28 处炮台群并部署兵
力。清同治年间马徵麟受长江水师提
督黄翼升所托，率队历时 8 个多月调
查测绘，编制了《长江图说》，内有地
图72幅，是当时绘制最精确、比例尺
最大的长江中下游河道军事地图。图
西起荆州，东到江阴，河流以双线标
识，地物、山体为形象立体描绘，文
字注记长江水师兵力部署、沿江津
要、湖泊地形等。除此之外，清周玉
生绘 《江阴南北两岸炮台附近防营全
图》，瓜洲镇总兵署绘制的《瓜标四营
江汛全图》，清长江水师节署绘制的
《江南长江计里全图》《安徽省城至九
江长江江防图》 等图标绘出了清晚期
长江沿岸修建炮台、兵力部署以及江
宽、水深尺寸等江防信息，另有 《江
西省九江四路炮台图》《江苏沿江炮台
图》 等详细绘制了长江沿岸炮台的俯
视、侧视平面图。

长江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中发挥
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前，13个省区
市大力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
设，开展历史文化研究，启动考古发
掘，进行文物资源调查。悠长深远的
长江文化从文物与古籍中走向人民大
众，走向世界。

（作者陈红彦系全国政协委员、国
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成二丽系国家图
书馆古籍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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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化传承发
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指出，中华文
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从
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
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
解冲突，凝聚共识。作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主干之一的儒家文化，其
基本哲理是形塑中华文明包容性特
征的重要力量，从儒家的基本经
典、基本哲理出发可以深入我们对
于文化多样性的认识。

《周易》 是“五学之原”，是中
华文明哲理的重要基础，其第十三
卦为“同人”，象征人与人之间“同
心同德”，并特别强调真正的“同心
同德”不是完全一样的“齐同”，而
是异中求同、包容差异。《同人·

彖》 言“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君子是要通晓世界上不同人的志
向，而不是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
人。《周易》 认为如果只和自己想
法、意见一样的人“同”，反而会有
不好的结果。《周易》“咸卦”也强
调，圣人要能认识并感通不同的事
物，只有如此才能“天下和平”。由
此可见，儒家对于世界大同的追
求，不能理解成是消解了不同文
化、文明自身特性的结果。

不仅仅 《周易》 体现了以包容
的态度看待世界、尊重世界多样性
的立场，儒家的众多基本典籍都将
其哲理的这一特征展现出来。如
《诗经》有“十五国风”，记录了当
时15个不同地区的人民的乐歌，多
角度反映了当时的文化现状。在解
释者看来，只有透过这不同的民
情，才能真正理解人心。又如 《左
传》 是解释 《春秋》 的重要文本，
其 中 有 不 少 讨 论 涉 及 “ 和 同 之
辩”，都强调包容差异的“和”的
重要性，认为不同的要素的合理组
合，造就了世界的多彩，也使世界
生 生 不 息 。 此 外 ， 儒 家 特 讲

“礼”，而礼的精神则有“从俗”，
有“礼时为大”，都是强调根据不
同的人情、时代特征去制礼作乐，
而不是用一套绝对的规则强制要求
所有人。

可见，对包容的强调、对多样
性的尊重，渗透进了儒家的经典世
界，成为儒家重要的思想底色。

而在哲学上将这一点讲得最为
明确的当属孟子。在 《孟子》 中，
许行的逻辑主张人要在社会中采取
相同的行动模式，而孟子讲“物之
不齐，物之情也”，认为万物的最真

实的存在样态就是“不齐”，差异是世
界的“实情”，事物的差异是天道的展
现、是造化的必然结果，而强制性的

“同”会导致世界的混乱。儒家所追求
的“平等”不是“齐同”，而是在尊重
差异性的基础上，让万物各尽其性，
将自己的本性充分发挥出来。

儒家哲理对包容性、多样性的强
调，还体现在儒家的正义观。在对

“义”的理解上，儒家并不采取教条主
义的僵化姿态，而认为“义者，宜
也”，也就是要在不同的、具体的场景
中判断某种行为是否正义，而不是用
某种不兼容具体性的抽象原理作为正
义的标准。对“宜”的强调反映了儒
家对于事物具体性的尊重，即要内在
于具体的情景，理解正义原则，而不
能脱离具体性而看待道德法则。

儒家始终以“仁爱”为追求，“仁
者爱人”是儒家的价值基准。但儒家
并不认为，实现仁爱的方式是单一
的、绝对的，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
的区域，有其实现仁爱的不同路径。
但不管路径如何，都要尊重人民的意
愿。可见，儒家对于多样性的强调、
对包容性的突显，是立足于其对仁爱
的理解的，而不是无原则的包容与多
样，这也是我们今天理解文化多样性
的应有之义，否则多样就会变成完全
无序的杂多，最终使人类历史脱缰。

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形成儒道互
补、三教和谐共处的格局，与以儒家
为代表的思想流派的哲理特征密不可
分。同样，正是在这样的理念的影响
下，中华文明始终以开放的胸襟对待
外来文化，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也
正是秉持着这样的理念，中华民族才
能逐渐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各民族
和谐相处，共同追求中华民族的美好
未来。

朱熹《春日》诗云：“等闲识得东
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人类文化的
春天需要不同的色彩，而参与人类文
化的色彩，其基本立场也应当是塑造
人类社会的美好春天。儒家对于差
异、多样的强调，是中华文明突出的
包容性的哲理注脚，也是理解文化多
样性的重要视角。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就得益于
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
的胸怀。”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
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
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
动力。中华文明的基本哲理是中华文
明气象的基础，中华文明必将以更加
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

（作者系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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