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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

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为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5 月 31 日，大国

陶瓷文化交流研讨会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朝阳

门办公区成功举办。

研讨会以“推动文化强国建设 彰显大

国陶瓷辉煌”为主题，由 《城市漫步》 杂志

社、中国商业史学会、国家文博文旅数字应

用重点创新实验室联合主办，宜兴市紫泥春

华博物馆、北京新影响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创

新发展研究院承办，北京长城国际文化交流

促 进 会 、 北 京 中 天 华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责 任 公

司、北京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中

心、中国商标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支持，吸

引了 30 多名专家学者、企业代表、新闻媒体

齐聚北京，共同研讨大国陶瓷文化产业高质

量发展新路径。

北京新影响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李

激涛，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古陶瓷研

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学系陶

瓷鉴定专业硕士生导师王健华，《智慧中国》

杂志社副总编赵嫣艳，中国商业史学会常务

理事、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师、宜兴市紫泥春

华博物馆馆长耿春华，国家文博文旅重点创

新 实 验 室 丁 梅 ， 中 外 智 库 执 行 主 任 吕 晓 光 ，

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公司合伙人、资产评估

师韩朝，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公司高级项目

经理、资产评估师路天祥，北京长城国际文

化交流促进会会长高玉家，中国联合国采购

促进会副会长李东，北京文化产业投融资协

会文博专委会会长刘永利，法中文化艺术事

业促进会名誉主席、西安美术学院教授杜星

云，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中传文旅商务合作中

心主任芦兴勇等出席活动。

传承千年文明 彰显大国陶瓷
——大国陶瓷文化交流研讨会侧记

紫泥春华博物馆 《中华龙瓶》

陶中天地宽，壶里乾坤大。

耿春华从紫砂陶源起、紫砂陶与

人类、紫砂陶原矿、紫泥春华博物馆

及紫砂陶“一带一路”走向世界五大

篇章讲起，将宜兴丁蜀镇紫砂文化的

历史和独特魅力娓娓道来。

“宜兴丁蜀镇紫砂特有的双气孔

结构，使得宜兴紫砂壶泡茶既不夺茶

真香，又无熟汤气，能较长时间保持

茶 叶 的 色 、香 、味 。”耿 春 华 说 ，1995

年 ，顾 景 舟 大 师 亲 笔 题 写“ 紫 泥 春

华”，并对她寄予厚望，望其能将紫砂

文化发扬光大。她也由此筹建“紫泥

春华博物馆”，为我国陶瓷艺术创新

发 展 创 造 了 新 思 路 、新 模 式 和 新

平台。

杜星云做了 《大国陶瓷 丝路神

韵》 主题发言，从大国陶瓷讲到大国

文化：“我国陶瓷文化拥有悠久的历

史和丰富的内涵，对世界的影响力不

可忽视。中国宜兴紫砂展现了中国古

老文明的智慧和创造力，在国际舞台

备受欢迎。”

会上，王健华和耿春华为“紫泥

春华数字博物馆”揭牌，以线上平台

赋能打造数字化、智能化的博物馆数

智化运营新模式。同时，为加强数字

资产领域的服务能力，北京新影响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和北京中天华资产评

估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共建“数字资产

评估综合服务平台”。

会 议 现 场 ， 耿 春 华 原 创 艺 术 品

“紫砂长城砖”被北京长城国际文化

交流促进会收藏。高玉家表示，“紫

砂长城砖”是当代艺术品，是我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中具有代表性

的时代精品，有着重要的文化研究价

值与收藏意义。

国 声 智 库 执 行 主 任 徐 蕴 峰 总 结

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

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

精神标识。大国陶瓷文化传承发展

工程将推出纪录片、图书出版、课

题 研 究 、 学 术 研 讨 、 文 博 人 才 培

训、文化交流之旅等系列活动。以

陶 为 媒 作 为 面 向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 ”

国家开展人文交流文明互鉴，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文化

符号与载体，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

的 闪 光 点 ， 向 世 界 展 现 真 实 、 立

体、全面的中国，增强国家文化软

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为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与力量。

（文 赵东科 孔黎明）

创新引领，向未来共绘陶瓷新画卷

李激涛在致辞中表示，新影

响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推

动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讲好中

国故事。推开世界的门，往往是

“小故事大切口”，宜兴紫砂作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是独

特的文化符号，可以向世界展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宜兴市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

表示，当前宜兴陶瓷行业规模在

持续壮大。在规划和政策上，文

化和旅游部发布了 《“十四五”

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宜兴市发

布了 《宜兴市文化产业高质量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将紫砂陶瓷

产业列为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

此外，宜兴市还专门出台了 《关

于进一步促进紫砂文化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新增了鼓

励支持兴办数字紫砂博物馆、开

展紫砂陶瓷艺术展览等内容，新

增了紫砂文化版权的保护，推动

紫砂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新业态。下一步，宜兴市还将聚

焦陶瓷文化品牌的塑造，激活陶瓷

产业的新动能。

艺 术 品 是 民 族 文 化 的 一 种 载

体，更是展现民族精神的重要艺术

形式，它是全民族的，也是全世界

的。

王健华在主题报告中介绍了宫

廷紫砂的收藏历史，在明代万历以

后，故宫就开始收藏紫砂。“‘宫

廷 紫 砂 ’ 无 论 造 型 、 泥 质 还 是 装

饰 ， 均 代 表 当 时 最 高 工 艺 美 学 水

平。我们需要以现代的方式传承和

创新，将具有文人气息的、具有中

国文化传统韵味的紫砂文化传播出

去。”王健华说。

赵 嫣 艳 表 示 ， 做 好 紫 砂 文

化 ， 积 极 推 动 中 华 文 化 走 出 去 ，

需 要 构 建 立 体 宣 传 格 局 ， 积 极 加

强 国 际 媒 体 的 合 作 与 交 流 ， 学 习

借 鉴 国 际 先 进 传 播 理 念 和 经 验 ，

更 好 地 向 世 界 展 示 国 家 形 象 和 民

族文化。

紫砂为媒，向世界书写文化新篇章

大国陶瓷文化交流研讨会现场

“紫泥春华数字博物馆”揭牌仪式

耿春华创作 《使者》

广告

近日一档拍摄于 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初，讲述大陆风土民情的电视专题

节目《八千里路云和月》被岛内民众重

拾热追，有台湾网友为此感慨：“跨越 30

余年，收获了几代台湾人的心，可见大

陆的人文、风景多吸引台湾人。”

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的一系列

重要论述中特别强调要探索海峡两岸

融合发展新路，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

以情促融。文旅领域在联结两岸民心，

以情促融，探索海峡两岸文化融合发展

新路方面有哪些可着力探索的点？文

旅类影像作品在为台湾民众建构“真实

的大陆观”方面能承载什么独特的作

用？本报就此话题采访了长期关注两

岸青年与文化交流的厦门大学台湾研

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

记者：您怎么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被岛内民众重拾热追这一文化现象？

唐桦：这个现象耐人寻味。我们

都知道上世纪 90 年代的电视拍摄画

面今天看来是不够清晰的，习惯高清

品质和猎奇的当下年轻人愿意回头去

追老纪录片，恰好说明关于大陆风土

民情的内容足够独特，足够有料。无

论是当年看了这部专题片种下了对大

陆向往的台湾青年，还是当下刚刚接

触到这部片子，从而好奇大陆到底是

什么样的台湾青年，都说明了虽然两

岸在地理空间上有分隔，尤其是在民

进党当局这些年变本加厉阻碍两岸民

众的正常交流交往的恶劣环境下，作

为母体的中华民族精神脐带却一直联

结 在 两 岸 民 众 的 内 心 深 处 ，难 以 割

舍。人如果不了解自己的文化归属与

精神归属，就容易成为“精神与文化的

流民”。因此，这一文化现象，看起来

是台湾青年透过这部专题片表达对大

陆的好奇，实际上是台湾青年在这些

节目中逐渐了解真实的两岸关系史和

大陆的真实发展状况，汲取中华文化

的养分，突破民进党当局“去中国化”

的围墙，重新自我养育的过程。这个

现象和过程既源于台湾青年对中华文

化的精神守望，也根植于台湾青年对

台湾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反思，是

一条文化和精神上的“回家之路”。

记者：大陆近两年制作的多档文

旅类节目同时也受到台湾民众的喜

爱，比如《航拍中国》、《跟着唐诗去旅

行》《典籍里的中国》等。行走、体验、

沉浸类的文化类电视节目在呈现“真

实的大陆观”方面，您认为能承载什么

独特的作用？

唐桦：优秀的行走、体验、沉浸类

文旅类纪录片是从中国人的立场出

发，从中华文化的美学和思考方式出

发，透过时空场域交叉与情境打造，使

台湾民众感同身受，催生他们中华血

脉里的文化觉醒，激发出共同价值观

下的情感体验。这里有奇观异景的风

光、丰富辽阔的地貌、积淀深厚的历

史、和谐共生的民俗与健康发展的当

代场景，充分展示了丰厚的中国人文

地理之脉与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价

值。这些文旅类文化节目既给台湾民

众带来了关于真实大陆的知识和场

景，又提供了中华文化的新鲜表达和

体验，最终指向了中华文化传承的价

值感。

当《典籍里的中国》中写出《天问》

的屈原看见中国首个火星探测器“天

问一号”发射升空以及中国人首次进

入自己的空间站，竹简和宇宙都是中

国人浪漫表达的载体；当《航拍中国》

里“宁夏篇”中干旱地区修建泵站和水

渠改变了人们靠天喝水的历史，曾经

贫瘠的荒滩由于有黄河水的灌溉生长

出宝贵的瓜果；“四川篇”中国古老的

水利工程都江堰与高原上的风力发电

代表了古代与当代的杰出工程……这

些节目全方位展示了神州的沃土是如

何滋养了华夏儿女，两岸民众尤其是

台湾民众看到的是一个鲜活的飞速向

前迈进的现代大国，以及隐藏其中穿

越千年的属于中华文化的人文关怀。

文旅只是一个引子，台湾民众透过这

些鲜活的有生命力的故事，重温过去、

了解当下、迎向未来，以个人的自我体

察为轴心，空间上连接了个人、自然与

社会，时间上交融出曾经与当下，一起

照亮未来，在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传

承中，形成对中华文化和自我的认同。

记者：今年的海峡论坛上，有台湾

地区民意代表也表示，不管台湾政局

如何变，都没有影响海峡两岸影视作

品多年来的交流持续热络，这说明无

论台湾局势如何变化，两岸人民对中

华文化的认同是不会改变的。你如何

看这一问题？

唐桦：台湾地区的社会文化本身

就来源于中华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

机组成部分，并且台湾民众一直以来

都对中华文化抱有很深的认同。民进

党当局这些年，为了阻止大陆影视剧

入岛，封禁爱奇艺、腾讯视频等可谓是

用尽手段，但依然降低不了两岸影视

作品的交流热度，削弱不了台湾民众

的中华文化认同。无论是在岛内讨论

了十年的《甄嬛传》，到这两年岛内讨

论度很高的《繁花》《庆余年》等都是中

华文化的美学表达。而引起大陆民众

共鸣的《周处除三害》《不够善良的我

们》《俗女养成记》等台湾影视剧本身

就展现了来自中华文化且依然在台湾

社会沿袭至今的语言文字、节庆风俗、

道德理念、宗教信仰。中华文化始终

是两岸关系中的“最大公约数”。

中华文化的集体记忆在两岸的日

常生活和影视剧中以节日、习俗和建筑

在持续发挥着作用，也以族谱、传说、历

史记载、古墓、祠堂、手札、碑刻等种种

面貌存在着。中华文化的根基始终深

埋于两岸中国人的血液中，民进党当局

任何“去中国化”的行径，都改变不了深

植于台湾社会的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华

民族认同，也割裂不了两岸的历史联结

和两岸同胞的血脉联系。

记者：文化在联结两岸民心，以情

促融，探索海峡两岸文化融合发展新

路方面，您认为还有哪些可着力探索

的点？

唐桦：海峡两岸文化的共性是建立

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变历程中，由此所形

成的地缘、血缘、物缘、商缘、文缘、俗缘、

神缘的多方面的文化传承和契合的共

性，是今天践行“两岸一家亲”的最坚实

的社会基础和文化保障。探索海峡两岸

文化融合发展新路方面应是在日常交流

中逐渐形成“集体记忆”，“润物细无声”

地推进两岸融合发展，在文化认同的基

础上实现情感融合，可以着力探索以下

三个重点：

首先要尽可能地展现两岸共享的文

化符号魅力，增强台湾民众对中华文化的

了解。中国五千年悠久历史，在不同时空

阶段创造了不同的文化符号，比如汉字、

瓷器、诗词、茶叶、戏曲、中医等。这些两

岸共享的文化符号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集

体记忆，应该适应当今多元化的时代语

境，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同时着眼于

能为青年群体尤其是台湾青年受众广泛

理解和接受，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其次要丰富文化载体，建构文化记

忆“讲述”新模式，增强台湾民众对中国

故事的认同。以中国原创文化类节目和

文化产品运用的媒介讲述、传播交互、仪

式嵌入、故事化演绎等方式，去建构文化

记忆“讲述”新模式，进而激发台湾民众

共同参与对文化记忆，进行媒介建构，由

此强化共同的情感基础和身份认同。最

终，通过两岸优秀的文化产品和两岸文

化交流累积的传播效应将中华文化这一

概念转化在两岸民众具象的日常生活、

生命体验、情感共鸣、文化理解、价值判

断与行为实践中，以实现媒介在私人空

间与公共空间中以重构台湾民众的文化

记忆、加强中华文化认同的使命担当。

再次要凸显价值共享，充分吸收台湾

文化，凝聚中华文化共同性。从观察到参

与，中华文化在两岸民众中的共享生发出

价值的共享，价值共享又催生了价值认同

与文化记忆。中华文化复兴应充分吸收

和融合台湾意识和台湾文化。这种两岸

文化共通共融的过程，将使两岸同胞构筑

起共同的精神家园和命运共同体。

台湾民众在主动找寻文化和精神上的台湾民众在主动找寻文化和精神上的““回家之路回家之路””
——访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

本报记者 修菁

6 月 21 日，国务院台办与相关部门召开联合专题发布会，

会上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

部、司法部印发《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

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通知。《意见》的公

布犹如一枚震撼弹，让民进党“台独”政客和岛内一些在两岸关

系上一直左右摇摆者感到不安。作为惯用伎俩，这些人不会放

过任何一次炒作和污蔑大陆的机会——他们将“台独”顽固分

子与 2300万台湾民众做联结，将与 2300万台湾民众极少数“台

独”顽固分子绑在同一个战车上，诬称《意见》将“2300万台人都

当成‘台独’分子”，更妄言《意见》将影响台湾民众的“自由民主

的生活”，企图混淆视听，进一步制造两岸对立。不过，民进党

“台独”政客和岛内那些在两岸问题上的“骑墙派”们歪曲《意

见》和拿《意见》恐吓台湾民众的伎俩，这一次可能要破功了。

首先，广大台湾民众已经注意到，大陆司法部门公布《意

见》只针对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而非广大台湾民众。

为两岸同胞谋福祉、共同创造全体中国人的美好未来，是

几十年来大陆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

点。近年来大陆出台的多个惠台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政策，

就是最好的证明。

同时，大陆从来没有也不会把大多数台湾民众与“台独”顽

固分子做联结。因为大陆知道，当前台湾多数民众在两岸关系

上的态度和愿望，只是希望维持现状，而非追求“台独”。这个

“现状”包括台湾地区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平的生活环

境、自由的生活方式和台湾地区现行所谓“宪法”规定的“两岸

同属一个国家，其领土包括台澎金马地区和大陆地区”等。

而台湾民众的这一愿望，在本次《意见》中得到了充分体

现。比如，《意见》在认定犯罪部分的第二条第二款“通过制定、

修改、解释、废止台湾地区有关规定或者‘公民投票’等方式，图

谋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法律地位的”的表述中，出现的“台

湾地区有关规定”，事实上指的就是台湾地区现行所谓“宪法”

及增修条文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中的“两岸同属一个国家，

领土包括台澎金马地区和大陆地区规定”。这一表述的出现，

不仅隐含大陆对台湾地区当前的社会制度、治权现实和民众生

活方式的尊重，更体现对台海和平的珍视与维护。因此，对于

此次《意见》的公布，多数台湾民众心里并不恐惧。

其次，经过民进党的 8 年执政，台湾民众越来越清醒地认

识到，“台独”是破坏台海稳定，威胁台海和平的“毒瘤”，只有

去除“毒瘤”，台海才有和平与稳定。尽管受到“台独”教育，岛

内很多人在国族认同上出现了偏差，但大多数台湾民众并不

赞同也不愿追求“台独”，这一点从 2024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

举赖清德只获得 40%的支持率便可窥得一斑。

2019 年 1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中强调，“‘台独’是历史逆流，

是绝路”，“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就会导致两岸关系紧张动荡，

损害台湾同胞切身利益”。

众所周知，当前，对两岸和平发展最大现实威胁是“台独”

势力及其分裂活动。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是血浓于水的一

家人。70 多年来，尽管两岸尚未完全统一，但中国主权和领

土完整从未分割。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

族的历史事实和法理基础从未改变，也不可能改变。《意见》的

公布，让岛内一些人和势力瑟瑟发抖，尽管他们在歪曲和炒作《意见》，但在强大的法律

面前，他们害怕了，焦虑了，想拉 2300 万台湾民众做垫背。

必须指出的是，严惩“台独”顽固分子，是我们坚守民族大义，捍卫民族利益、维护台

海和平稳定，维护两岸同胞利益福祉，促进国家统一的正义之举，是对数典忘祖、背叛民

族、分裂和煽动分裂国家者采取的必要惩罚措施，得民心，顺民意，将有利于两岸长期和

平发展稳定和祖国统一大业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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