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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国际观察

北京，广渠门内大街磁器口地铁站东北

角，曹雪芹故居纪念馆，原汁原味的清式三

进四合院，古色古香，绿意盎然，青砖、灰

瓦、窗棂、砖雕……处处透着古韵。

清雍正六年 （1728 年），曹家因亏空获

罪被抄家，是年，曹雪芹随家人归籍北京，

住在崇文门外蒜市口十七间半曹家老宅。

据 《刑部移会》 上记载：“崇文门外蒜

市口十七间半房、家仆三对，给予曹寅之妻

孀妇度命。”曹寅是曹雪芹的祖父，档案中

所说的“十七间半”房，是现在东城区广渠

门内大街 207 号或邻近的两个院落。经考

证，原广渠门大街 207 号院就是“崇文门外

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曹雪芹随祖

母、母亲从南京回到北京后的第一处居所。

“这里是唯一有皇帝御批历史档案记载

的曹雪芹在京生活过的故居，同时也是文学

巨著 《红楼梦》 诞生之地。”十三届北京市

政协常委、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副主任宋慰

祖告诉记者。

宋慰祖出生地就在东城区 （原崇文区）

广渠门大街上的观马胡同 18 号。小时候，

他常到蒜市口一带玩耍，在那一带生活了

30 多年。

“在广渠门蒜市口‘十七间半’的生活

经历，让曹雪芹了解到北京民间手工艺和市

民生活，因此 《红楼梦》 里制作技艺的相关

描写才会那么精准生动。”宋慰祖说，比如

书中多次出现的风筝，就是曹雪芹在这里居

住时所学。如今，“曹氏风筝”已作为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保护传承起来。

“ 《红楼梦》 中的很多地名如今在广渠

门附近都能找到。书中提到的卧佛寺，就是

曹雪芹寄居过的崇文门外东花市卧佛寺，如

今寺庙已不复存在；第三十二回中所提到的

兴隆街，是北京最长的一条胡同，一直从崇

文门外大街延伸到前门大街。此外，书中提

及的还有‘鼓楼西大街’‘花枝巷’等，都

可以找到对应的地方。”宋慰祖介绍。

记者了解到，1999 年“两广路”扩建时，

“十七间半”正好处于道路规划线路上，被迫

拆除。现在的“曹雪芹故居博物馆”是在原址

靠北区域，按照原有建筑格局复建的。

而曹雪芹故居的成功复建与宋慰祖密切

相关。

18 年前，宋慰祖在担任北京市崇文区

政协委员时，就通过提案呼吁复建曹雪芹故

居，保护好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延续城市

历史文脉。此后他在东城区政协委员、北京

市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协委员等多重身份转

换间，始终致力于推动复建曹雪芹故居，仅

相关提案就提交了 40 多件。

“将曹雪芹故居复建并展现给公众，搭建

起一个能够与世界文明互动和交流的平台是

繁荣新时代文化、丰富人民精神、展现北京作

为文化中心底蕴的优质窗口，对于弘扬红楼

文化、扩大红学的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这是

我坚持推动这件事儿重要原因。”宋慰祖说。

2021 年起，北京市文物局围绕曹雪芹

在京遗迹开展立项调研，提出对“主题散点

串联式文物”曹雪芹在京遗迹，实施统一标

识工程。北京设计学会会同北京印刷学院成

立了北京文化产业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设计

研究中心，专门开展“主题散点串联式文

物”的保护、利用的研究，确定了通过统一

标识、逐点认证挂牌的形式，运用数字识别

系统，设计绘制曹雪芹在京遗迹标识地图形

成参观导示，将散落于北京城市上的“曹雪

芹在京遗迹”主题不可移动文物形成统一识

别，统一宣传的形式。

今年 5 月 8 日，北京文物保护协会、北

京设计学会、中国红楼梦学会、北京曹雪芹

学会等组织联合为包括曹雪芹故居纪念馆的

7 家单位颁发了“曹雪芹在京遗迹”标识。

宋慰祖介绍，目前，被颁发标识的单位

有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 （今曹雪

芹 故 居 纪 念 馆）； 石 驸 马 大 街 克 勤 郡 王 府

（今北京实验二小）；辅国公府 （今鲁迅中

学，原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西单牌坊

北右翼宗学 （今蒙藏学校）；朝阳半壁店村

水南庄、通州张家湾古镇、西山正白旗 （今

曹雪芹纪念馆），共 7 处。

“这标志着又一轮‘红楼梦热’‘曹雪芹

热’在京华大地的再度升温。与曹雪芹生平

相关的多处场所也成为首都文旅事业发展的

新文化地标，成为众多红楼梦研究者、爱好

者的‘打卡地’。”宋慰祖言语中透着欣慰。

“不同的生活场景见证着曹雪芹丰富的人

生经历，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目前，还有多处

遗迹有待发掘。”在宋慰祖看来，将这些散落各

处的遗迹串联并“组团”保护起来，可以让参观

学习者踏访文豪曹雪芹在北京生活、工作、学

习、创作的历史遗迹和不可移动文物，参观完

整的“曹雪芹在京遗迹文物游径”，从而走近曹

雪芹、了解曹雪芹，更加感受到人生际遇给他

的文学创作带来的深刻影响。

如今，“十七间半”里的“红楼遗梦”

还在述说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宋慰

祖希望更多的人通过串珠成链的曹雪芹在京

遗迹更深入地了解曹雪芹，更加深入地体味

北京这座历史名城的文化内涵。

“十七间半”里的“红楼遗梦”
本报融媒体记者 崔姝音 杜晓航 许义甫

据新华社电（记者 江宥林 刘恺）

“一！二！三！……”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

尚别的一处武术馆，埃列奥诺拉·法伊佐

娃正和十来个 10 岁左右的孩子练习武

术，发出的中文口令干脆有力。

20 岁的法伊佐娃是塔吉克斯坦共

和国武术联合会学员，也是塔吉克斯坦

民族大学孔子学院 （塔民大孔院） 学

生。对她来说，练习武术和学习中文

“一个都不能少”。

小时候，法伊佐娃常看成龙主演的

功 夫 电 影 。“ 他 们 的 一 招 一 式 让 我 着

迷 。” 从 拳 脚 套 路 到 剑 术 刀 法 ， 转 眼

间，法伊佐娃习武已有十年。

法伊佐娃所在的武术联合会多次受

邀到塔民大孔院表演。“我很羡慕那里

的学生能用中文自由交流。我也想学中

文，更多了解中国文化。”她说，于是

四年前她开始在塔民大孔院学习中文。

法伊佐娃已申请去华东师范大学法

学专业读本科。“我希望将来成为一名

法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同时利用业

余时间开一所武术学校，向更多人介绍

中国文化。”

在塔吉克斯坦，像法伊佐娃那样在

教育机构学习中文者为数不少。以塔民

大孔院为例，自 2008 年 8 月成立以来，

孔院累计培养中文学习者近 3.9 万人。

由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和塔吉克斯坦技术大学共建的塔吉克斯

坦鲁班工坊，致力于为当地培养城市热

能应用技术和工程测量技术专业人才，

来 此 上 课 的 学 生 同 样 渴 望 学 习 中 文 。

“我想去中国学更多专业知识，然后成

为一名大学老师教书育人，让更多人有

能力建设我们的国家。”塔技术大学测

绘专业大三学生巴赫季约尔·博佐尔佐达说。

“我有一个梦想：学好中文，去中国留学……”在塔

第二大城市胡占德，一场中文演讲比赛日前在塔吉克斯坦

冶金学院孔子学院举行，学生们倾诉着自己对中文和中国

文化的由衷热爱。拉博尼金·马哈茂多夫作为孔院优秀学

员代表出席活动，聆听着每一位选手的讲述。

今 年 28 岁 的 马 哈 茂 多 夫 八 年 前 开 启 了 中 文 学 习 之

旅。当时，他在胡占德市一家旅行社做英文导游。他告诉

记者，尽管塔中相邻，但在接待的游客中，中国人不多，

于是他产生了学习中文、接待更多中国访客的想法。

2017 年，获得孔院奖学金资助的马哈茂多夫，来到中

国学习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留学期间，他通过汉语水平考试

6 级，还在胡占德开办了旅行社，并在济南设立办事处。

近年来，随着中塔往来日益频繁，马哈茂多夫也越来

越忙，仅今年他就接待了 2000 多名中国访客。“中国访客

除了来旅游，还会考察塔吉克斯坦市场，寻找投资和合作

机遇。”他说，“能帮助中国朋友，还能为扩大塔中交往作

贡献，我的工作很有价值。”

塔吉克斯坦冶金学院孔子学院中方院长任耕田说，随

着中塔关系不断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深化，

如今越来越多塔青年学习中文，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

成为两国友好的建设者和受益者。

“九年前，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与塔吉克斯坦冶金

学院合作共建孔子学院，推动中文教育在胡占德这座古丝

绸之路重镇扎根。迄今，学院通过多类奖学金项目，已累

计选送数百名优秀学生赴华留学深造，他们的命运由此发

生改变。”任耕田说。

（参与记者 关建武 张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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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 日，安徽港口集团芜

湖港朱家桥国际集装箱码头集装

箱船靠离频繁，泊位上集装箱装

卸安全有序，港口上下一派繁忙

景象。

芜湖港是全国内河主要港口

和国家一类开放口岸，安徽省唯

一 港 口 型 国 家 物 流 枢 纽 。 近 年

来，芜湖港不断推进与上海港同

港化建设，目前共运营 30 条集

装 箱 航 线 ， 其 中 内 贸 航 线 27

条、外贸航线 3 条，每周开航定

港 口 、 定 航 线 、 定 班 期 、 定 运

时 、 定 船 舶 的 “ 五 定 班 轮 ” 37

班次，经过上海可通达全球各个

国家和地区港口。芜湖至上海船

舶正常运行时间从原来的 5 天缩

短到 2 天以内，船平均在港停时

11.7 小时，周转效率提升，运营

成本降低。

王玉实 杨旸 摄影报道

通江达海运输忙通江达海运输忙

（上接 1版） 我们始终相互理解和支持对

方重大关切，始终乐见各自国家发展振

兴事业不断取得进步。双方建立起重点

领域合作机制，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重

要 机 制 保 障 。 我 同 拉 赫 蒙 总 统 15 次 会

晤，建立起良好工作关系和深厚个人友

谊，共同引领中塔关系向前发展。

——我们同心合作、互利共赢。中

国长期是塔吉克斯坦最大投资来源国和

主要贸易伙伴之一。2023 年，中塔双边

贸易额接近 40 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

今年 1－4 月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塔方是

最早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

之一。双方共同实施的亚湾水泥厂、哈

特隆州农业科技示范中心、丹加拉农业

纺织产业园等项目，帮助塔方提高了产

业技术水平，为当地创造了数千个就业

岗 位 。 中 国 企 业 修 建 的 中 塔 公 路 、 亚

湾－瓦赫达特铁路隧道等连接起塔吉克

斯 坦 的 东 西 南 北 。 塔 吉 克 斯 坦 的 樱 桃 、

柠檬、葡萄等优质绿色农产品也源源不

断 走 进 中 国 千 家 万 户 ， 备 受 消 费 者 青

睐 。 尤 其 令 人 高 兴 的 是 ， 5 年 前 我 和 拉

赫蒙总统共同启动的塔吉克斯坦议会大

楼、政府大楼项目即将落成，成为塔吉

克斯坦首都杜尚别的新地标和中塔合作

的新标志。

——我们友好交流、互学互鉴。从

孔子学院到鲁班工坊，我们培养了一大

批会语言、懂技术的生力军，他们投身

到两国发展和合作的热潮之中。从中塔

中医药中心到“健康快车国际光明行”，

中国传统医学借助现代技术，为两国人

民健康保驾护航。从文化日、研讨会到

互 派 留 学 生 、 翻 译 出 版 书 籍 ， 民 相 亲 、

心相通的涓涓细流持续汇入两国友好的

大 海 。 两 国 省 州 市 结 好 已 经 达 到 9 对 ，

中塔友好事业不断迸发出新活力。

——我们肝胆相照、同舟共济。新

冠疫情期间，面对肆虐的病毒，两国守

望相助、共克时艰。我们相互援助大批

抗疫医疗物资，中方还向塔方派出专业

医疗团队协助抗疫，铸就抵抗疫情的铜

墙铁壁。双方及时协商解决卡拉苏－阔

勒买口岸运行遇到的问题，让两国交通

物流大动脉始终畅通无阻。我们在国际

舞台上密切协调和配合，积极响应和支

持对方提出的重大倡议，坚定维护以联

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

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

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维护

国际公平正义贡献了中塔力量。

当前，中国和塔吉克斯坦都处在国

家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正着力推

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塔吉克斯坦也在实现“2030 年

前 国 家 发 展 战 略 ” 的 道 路 上 阔 步 前 行 。

我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同拉赫蒙总统共

商两国合作大计，推动中塔关系迈上新

台阶。

——做好顶层设计，把稳中塔关系

未 来 航 向 。 我 们 要 保 持 密 切 高 层 交

往 ， 深 化 治 国 理 政 经 验 交 流 ， 增 进 高

水 平 政 治 互 信 ， 让 两 国 关 系 始 终 行 进

在 正 确 轨 道 上 。 我 们 要 深 化 各 层 级 、

各 领 域 合 作 ， 以 钉 钉 子 精 神 推 动 高 层

共 识 逐 项 落 地 ， 为 中 塔 关 系 发 展 提 供

不竭动力。

——扩大务实合作，筑牢中塔关系

物质基础。中方愿同塔方推动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和塔吉克斯坦“2030 年前

国家发展战略”深入对接，助力彼此发

展振兴。双方要探讨进一步提升贸易规

模的新举措，同时加快推进中塔公路关

键路段建设，结合两国人员往来需求开

通更多直航航班，开展新能源汽车、太

阳能电池板、卫星通信等高新技术领域

合作。中方愿扩大进口更多塔吉克斯坦

优质农产品，鼓励有实力的中资企业加

大对塔投资，帮助塔方打造现代化工业

体系。

——深化安全合作，打造两国发展

安 全 屏 障 。 双 方 要 携 手 践 行 共 同 、 综

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加强执法

安 全 对 口 部 门 交 流 ， 坚 决 打 击 “ 东 伊

运”等“三股势力”，防范恐怖极端分子

渗透作乱。要旗帜鲜明反对外部势力干

涉两国内政、破坏地区稳定，为两国发

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

——推进人文交流，夯实两国世代

友好民意根基。我们欢迎更多塔吉克斯

坦朋友到中国旅游观光、留学深造、投

资经商、访问交流，愿同塔方不断扩大

文化、教育、卫生、体育、青年、地方

等领域合作，让两国人民像走亲戚一样

常来常往。我们要充分发挥在塔鲁班工

坊 、 孔 子 学 院 、 中 塔 中 医 药 中 心 作 用 ，

加快推进互设文化中心，扩大两国地方

合作，让中塔世代友好薪火相传、发扬

光大。

——加强团结协作，营造和平发展

国际环境。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上海

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平台

协 调 和 配 合 ， 共 同 践 行 真 正 的 多 边 主

义，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

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落实好全球发展倡

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坚

定捍卫两国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作出中塔贡献。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展望未

来 ， 中 方 期 待 同 塔 吉 克 斯 坦 朋 友 一 道 ，

绘就中塔友好新蓝图，谱写互利合作新

篇章，开创两国人民美好未来。

共创中塔关系美好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