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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体育盛会也是文化盛会，是
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的平台。北京冬奥会向世
界生动展示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展开了一幅幅
中华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交相辉映的美丽画卷。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以二十四节气倒计时开始，
传递出独特的文化韵味。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先
民智慧的结晶，也是宝贵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体现了尊重自然、顺天应时的理念。一滴冰蓝色水
墨从天而降，幻化为波涛奔涌的黄河，演绎了“黄
河之水天上来”的豪迈诗情。绽放于鸟巢上空的

“迎客松”、迎接运动员入场的“冰雕中式门窗”、融
橄榄枝与中国结为一体的“大雪花”……一个个匠
心独运的设计，尽显中国人的热情、自信与开放。

在冬奥会闭幕式上，“折柳送别”的动人场景，
表现了中国式的浪漫情怀。初春的柳枝，柔嫩而富
有朝气，意味着生命、希望和成长。在中国古代，
柳树是寄托思念之树，折柳是送别的重要仪式。冬
奥盛会闭幕之际，通过折柳的形式，传达了与各国
友人依依惜别的深情厚意，体现了温厚悠长的东方
文化之美。

北京冬奥会赛场内外鼓荡着浓浓的中国风，让
参赛选手和世界各地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从彰显汉
字之美的冬奥会会徽，到以国宝熊猫、中国灯笼为
原型设计的“冰墩墩”“雪容融”；从展现东方神韵
的冬奥场馆建筑“雪如意”“冰丝带”“雪飞天”，到
融入长城、烽火台元素的滑雪赛道和跳台；从灵感
源自古代同心圆玉璧的奖牌，到采用非遗“海派绒
线编结技艺”编织的颁奖花束；从“中国龙”战

衣、“孙大圣”头盔、“千里江山图”花样滑冰比赛
服，到礼仪人员服饰上的“瑞雪祥云”“鸿运山水”

“唐花飞雪”……观看冬奥会，不仅享受了精彩绝伦
的视觉盛宴，同时还能领略悠久厚重的中华文化的
魅力。

彰显以人为本的奥运精神

奥林匹克精神的核心是积极快乐的生活哲学和
生命美学。奥林匹克运动强调所有人不论肤色不论
贫富不论地位，都能通过自我锻炼、积极参与，拥
有健康的体魄、乐观的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热爱。
奥林匹克追求人的精神和力量的自由实现，它对人
的身体极限的探索，对人类潜能的开发，对人的精
神的锤炼，都具有重要意义。正如国际奥委会前主
席萨马兰奇所说，它是“将身体活动、艺术和精神
融为一体而趋向一个完整的人”。对于每个参与者来
说，奥运会是一个盛大的节日，是一场快乐的体
验，是一种美的享受。奥运会的生命力在于大众的
参与，在于奥林匹克精神更广泛的普及。

“仁者，生生之德也。”中国人文精神的宗旨，
是对于生命的关怀。从2008年夏季奥运会到2022年
冬季奥运会，坚持以人为本的奥运始终是北京奥运
精神的核心。它关注人、热爱人、尊重人、提升
人，追求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
以来，中国着力推广冰雪运动，积极推进“南展西
扩东进”战略，使冰雪运动实现全国覆盖。截至
2021 年 10 月，中国参与冰雪运动的人数达 3.46 亿，
冰雪运动参与率超过 24%。这是中国推动体育强
国、健康中国建设的伟大成就，也是中国促进世界
体育事业发展的巨大贡献。巴赫指出，中国在冬季

运动方面取得的非凡成就，开启了全球冬季运动的
新时代，将使全球冬季运动参与度登上新台阶，让
中国人民和全球各地的冬季运动爱好者从中受益。

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
潮流，中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感受到对
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带来的人文精神的渴
求。2008年奥运会的一个重大成就，就是唤醒了国
人的健康意识、绿色意识、体育锻炼意识。2022年
冬奥会则促进了中国冰雪运动的推广和普及，弥补
了中国体育“夏强冬弱”“冰强雪弱”的差距。今
天，中国特色的奥运理念中，包含了当下中国人民
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奋勇拼搏的昂扬斗志、开阔
包容的胸襟气度，以及对人类共同文明的崇尚和发
扬、对民族文化的强烈自信。

凝聚“一起向未来”的伟大力量

奥林匹克奉守“和平、友谊、进步”的宗旨，鼓舞
大众参与体育运动，追求“更快、更高、更强——
更团结”，激励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为建设
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奋斗。

巴赫说，奥运会是全人类的一次伟大团结的聚
会，给全人类带来对更美好未来的期待。在今天充
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奥运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成为多元化世界中全人类希望、和平和团结的有力
象征。

作为疫情发生以来首次如期举办的全球综合性
体育盛会，北京冬奥会展现了中国人重信守诺的决
心和魄力，更向世界传递了不惧困难、战胜疫情的
宝贵信心。

北京冬奥会严格落实“双闭环”管理，完善场
馆防疫措施，有效防止疫情发生；“黑科技”铺就

“最快的冰”，促成了多项奥运纪录和世界纪录的诞
生；冬奥会志愿者们克服重重困难，以真诚亲切的
微笑和周到完善的服务赢得了世界的赞叹……中国
成功举办了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为
世界奥林匹克事业续写了新的传奇，也为疫情之下
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启迪。

奥林匹克新格言倡导的“更团结”，在北京冬奥
会上得到完美诠释。苏翊鸣赢得金牌，不忘感谢加
拿大名将马克·麦克莫里斯对自己的激励；谷爱凌夺
冠后，第一时间为失利的法国选手苔丝·勒德送上暖
心的安慰；中国冰壶混双选手凌智/范苏圆与美国组
合克里斯托弗·普利斯/维多利亚·珀辛格赛后互赠徽
章，唱响“友谊地久天长”……

北京冬奥会集中体现了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
内涵，表达了世界各国朋友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感召
下追求人类美好未来的共同愿望，展示了中华儿女
面向世界的博大胸怀。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国际社会应当
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团结应对风险挑战，凝聚携手
迎风雨、一起向未来的强大力量，谱写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新乐章。

（作者为北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
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近日，上海博物馆携手上海广播
电视台看看新闻推出“盛世芳华——
云赏上海博物馆受赠文物展”特别节
目。节目中，主持人跟随上海博物馆
馆长杨志刚走进不久前开幕的“盛世
芳华——上海博物馆受赠文物展”，带
领观众欣赏展览中的精品文物，讲述
捐赠人与上博之间的动人故事。

上海博物馆 70 年的发展历程，与
无数捐赠者的义举和厚爱密不可分。
截至 2021 年末，上海博物馆馆藏文物
102 万 余 件 ， 其 中 珍 贵 文 物 逾 14 万
件。馆藏文物中有8.8万余件来自各界
人士捐赠，其中珍贵文物 3.3 万余件，
捐赠品约占馆藏文物总量的 8.6%，占
馆藏珍贵文物总量的23.6%。

“盛世芳华”展是上海博物馆继去
年举办“鼎盛千秋”展和“高山景
行”展之后的又一受赠文物大展，也
是今年上海博物馆建馆 70 周年系列活
动之一。展览汇集 195 件/组文物，主
要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受赠的重
要文物，涵盖书画、青铜、玉器、印
章、竹刻、雕塑、陶瓷、钱币等多个
门类，仅国家一级文物就有 11 件，包
括商晚期牛胛骨刻辞、西周成王时期
小臣单觯、战国商鞅戟、北宋王安石

《行书楞严经旨要卷》、南宋张即之
《楷书待漏院记卷》、明代沈周 《临戴
文进谢安东山图轴》等。

走进展厅，一幅铺展开来的书法
长卷格外引人注目。杨志刚介绍，这
是王安石《行书楞严经旨要卷》，为王
南屏、房淑嫣于 1985 年捐赠。王安石
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其书法
作品有“清劲峭拔，飘飘不凡”之评
价。此卷摘录 《楞严经》 中 《观世音
发妙耳门》 一节，正书中间有行书，
淡墨疾书，笔画清劲，虽行次紧密，
少有空白，然无缭乱之感。其用笔似
不经意，却有闲和萧散之韵。根据卷后自署文字可知，此卷为王
安石去世前一年 （1085年） 所书，笔力仍然雄健。

文彭“七十二峰深处”牙章也是上世纪80年代上博受赠文物
中的珍品。文彭是明代书画家文徵明之子，这件牙章为文彭代表
作之一，也是中国文人篆刻史上的名品。印面文字布白匀整，线
条细挺圆润，典雅大方，牙章左侧有“文彭”两字草书款。“七十
二峰深处”牙章传抗战时期被发现，曾为杭州高络园旧藏，后归
华笃安。1983年 9月，华夫人毛明芬遵华笃安遗嘱将所藏 1500多
方明清印章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此为其中之珍贵者。

吴王夫差盉是上博馆藏青铜器中的“网红”文物，为何鸿章
于1996年捐赠。其肩部有铭文12字，记述此盉为吴王夫差用青铜
为一女子铸器。杨志刚介绍，吴王夫差存世遗物多为兵器 （剑、
矛） 和鉴等，以往此盉未见流传，弥足珍贵。盉的盖面与器腹满
布细密小龙交缠而成的蟠螭纹，与镂空的提梁相互辉映，形成华
丽繁复的视觉效果。盉的镂空提梁采用失蜡法浇铸而成，盖与器
上纹饰运用当时流行的印模技术，体现了春秋晚期吴越地区 （今
江浙一带） 高超的铸铜工艺。

《临戴文进谢安东山图轴》是“明四家”之一沈周现存作品中
仅见的一幅大轴青绿山水画，为翁万戈于2019年捐赠。此图是沈
周54岁时所作，临摹的是浙派画家戴进的《谢安东山图》，描绘东
晋名相谢安隐居东山时出游的情景。沈周的山水画师法元代黄公
望与吴镇，远溯五代董源、巨然，而戴进宗法南宋马远、夏圭，
以风格而论，一为南方山水与水墨画的传统，一为北方山水与宫
廷著色画的传统。图画设色明朗鲜润，融合了南、北方山水画的
皴法特点。沈周画多仿元人，此画在他的作品中既是一件孤品，
也是一件奇品，堪称绝无仅有。

雕工精湛的周文枢犀角雕赤壁图杯、庄重典雅的景德镇窑黄地
三彩双龙纹鼓凳、造型别致的宜兴窑陈鸿寿“延年”铭紫砂壶……展
览中有不少精美雅致的古代工艺品，令人大饱眼福。

杨志刚说，此次展览将持续至今年9月，待疫情平稳、恢复开
馆，欢迎大家再来现场看展。

清晨，云南丽江古城渐渐醒来，五
一街迎来第一批游人。街畔，阿六叔推
开了“恒裕公”古朴的大门——

这是一座“四合五天井”格局的典
型纳西民居院落，青瓦屋顶，四角重
檐。走进宅院，雕刻精美的木质门窗映
射着往日的辉煌，斑驳的鎏金花纹述说
着百余年的沧桑……

阿六叔本名李君兴，家中排行老
六，朋友们喜欢叫他阿六叔。“恒裕公”
这座古宅就是阿六叔四代人的家。

古宅建于1875年，正值茶马古道的
兴盛时期。茶马古道是蜿蜒在西南地区
崇山峻岭间的重要商道，彼时，阿六叔
的曾祖父在此创立“恒裕公”商号，积
累了不菲的家资，建起了这座精美华贵
的宅院。

古宅见证了丽江古城的风雨变迁，
几经波折却从未易主。改革开放后，常
有外商涌入内地，阿六叔记得，有位德
国商人出高价购买古宅和正厅六合门上

的雕花，被父亲断然拒绝。1997年，丽
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古城
内不少祖宅易手、庭院出租。阿六叔家
门口也来了不少想要买房的外地商人，
而作为古宅掌门人的他和父亲一样坚
定：不卖！

阿六叔说，这座古宅承载了他和家
人们珍贵的记忆，“家族的根，要牢牢保
住，要保留古宅的原貌，其中蕴含的文
化价值比金钱更重要。”

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推动下，2010
年，阿六叔决定把老宅打造成恒裕公民
居博物馆免费开放，而这需要不小的开
销。最困难的时候，他和妻子靠着卖一
块块粑粑、一碗碗米线艰难支撑。即便
如此，他也没有拆下块砖片瓦拿去换钱。

2016年，阿六叔的坚守得到了丽江
古城保护管理局的支持，来自政府的拨
款资助和保护修缮让这座百年古宅重焕
光彩。

像恒裕公民居博物馆一样带有丽江

元素的文化院落还有很多。近年来，丽
江古城保护管理局不断推动文旅融合发
展，加强对民族文化的挖掘和弘扬，实
施名人故居遗迹修复、人文景观建设和
民俗文化展示等项目建设，目前已经打
造27个文化院落和12个文化体验点，让
一度因过度商业化而受到诟病的丽江古
城提升了文化内涵。

“ 我 们 要 用 文 化 厚 度 稀 释 商 业 浓
度。”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副局长张育根
说。政府每年安排丽江古城民族文化保
护专项基金，用于古城传统民族文化的
挖掘、整理、传承和展示。

如今，民族文化在丽江古城的印记
越来越深：95岁的民族音乐家宣科坚持
每晚 8 点亲自到场，揭开纳西古乐演奏
的序幕；75岁的和学光为古老的纳西族
民歌填词，赋予传统文化新的内涵；39
岁的和秀昌坚持用荛花树皮手工制作东
巴纸，立志将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下去……

北京冬奥会的人文遗产
金元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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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王安石《行书楞严经旨要卷》（局部）。上海博物馆供图

春秋时期吴王夫差盉。 上海博物馆供图春秋时期吴王夫差盉。 上海博物馆供图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胜利闭
幕了，留给世界数不尽的美好记忆
和无穷回味。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由衷赞
叹：“这是一届真正无与伦比的冬
奥会。”2008年在北京举办了一场
无与伦比的奥运会，2022年又举办
了一届无与伦比的冬奥会，“双奥
之城”创造了双重的无与伦比，在
人类文明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
笔，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绿色节能的办会理念，完善、
精美的场馆设施，优异精细的赛事
管理……而更令人难忘的是，北京
冬奥会突出展示了中国奥林匹克的
人文境界、人民情怀，更展示了宏
阔的全球视野和人类大爱，它是奥
林匹克积极快乐的生活哲学和生命
美学的完美体现和创新成果，为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磅礴
力量。

2月20日晚，2022北京冬奥会闭幕式在国家体育场举行。图为闭幕式场景。 本报记者 蒋雨师摄

2月27日，小朋友在山东省青州市一处滑雪场练习滑雪。 王继林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