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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河辉映——中原与江南青
铜时代考古文物展”在无锡博物院开
展。展览分为“礼定中原”“战车上的和
平”“玉饰陶饮”三部分，展出青铜时代
的文物 110件 （套），包括青铜器、原始
瓷器、陶器、玉器等，展现了以中原为
代表的黄河文化和以江南为代表的长江
文化交汇融合的历史进程。

中国青铜器最早出现在石器时代末
期，兴盛于夏商周，衰落于秦汉以后。
青铜时代则起源于夏代，在商周时期达
到顶峰，战国以后，随着冶铁技术的推
广，青铜时代结束。夏商周时期，青铜
器主要作为礼器和兵器。春秋时期，青
铜礼器僭越现象增多，很多诸侯王开始
使用天子才能使用的九鼎。到了战国时
期，青铜生活用器比重增加，世俗化倾
向明显。青铜器从产生、兴盛到逐渐衰
落，其背后反映的正是中华文明从多元
发展向一体化融合的代表性阶段。

展览中的王子午鼎 1978 年出土于河
南淅川下寺2号楚墓。当时出土的鼎共有
7件，采用失蜡法铸造，造型与纹饰完全
相同，由大到小依次排列，这样成组排
列的鼎被称为列鼎。此次展出其中的一
件鼎，高67厘米，口径66厘米，腹径68
厘米。宽体、束腰、平底、斜立式耳，
口部有一圈厚边，腹部饰满浮雕蟠龙和
窃曲纹、弦纹。器身周围攀附着6条浮雕
夔龙，兽口咬着鼎的口沿，兽足抓着鼎
的腰箍，仿佛即将腾空而飞。此鼎为分
铸后焊接而成，采用了榫卯等先进工
艺，内壁刻有84字“鸟虫篆”铭文。铭文大意为：王子午自铸铜
鼎，以祭先祖文王，进行盟祀；我施德政于民，因而受到尊重，
望子孙后代以此为准则。铭文中提到鼎的主人王子午，又叫子
庚，当时任楚国的令尹，是楚庄王的儿子。

鼎有方鼎和圆鼎两种形制。王子午鼎虽为圆鼎但底部却是平
的。一般圆鼎腰部浑圆外凸，王子午鼎却是束腰收腹，展现了楚
国“细腰”的独特风韵。

中原地区青铜器主要作为礼器，而江南地区的青铜主要用于
剑、戈等兵器的铸造，这是江南特别是吴越地区青铜时代显著的
地域文化特色。

此次展出的吴王僚剑，通长41厘米，最宽处2.7厘米，整体呈
窄长扁条形，扁茎，无剑格、剑首。剑两面通身饰有斜“王”字
形暗纹，两纵近脊处有铭文12字。青铜器专家吴镇烽认为，此剑
是目前仅见的一把吴王僚即位后的自铭剑。

无锡鸿山邱承墩越国贵族墓出土的乐器体现了中原文化与江
南文化的融合。编钟是中原地区礼乐文化的重要代表，鸿山墓出
土了大量成套成组的编钟，全为青瓷或硬陶质地。尽管器型仿效
中原，但钟钮的造型和戳印纹饰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例如
甬钟长柄上的圆钮悬虫为虎形或蛇形，纹饰大多是用竹签类尖状
器物手工戳印的C形纹或由双C组成的S形纹。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提到“秦王为赵王击缶”，缶是一
种古老的民间打击乐器。《说文解字》记载，缶为瓦器，是用土制
作的。长期以来，考古未发现陶缶实物。鸿山越国墓出土的青瓷
三足缶是中国首次发现的瓦器缶。此缶内外施以泛青或泛黄的
釉，整器作深腹盆形，底部有3个矮蹄形足。口下贴有对称的兽首
状耳，耳上戳印C形纹，腹部饰S形纹，另两侧有对称的蜥蜴匍匐
在缶的上腹部至口沿，两前肢攀在口沿上，口咬住缶沿。

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宝山说，从“天下万国”到秦
统一中国，以分封制度和礼乐制度为特色的中原文化辐射到大江
南北，与当地文化碰撞、融合，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此次
展览所展现的正是这一壮丽的历史进程。

世界变革带来的风险与挑战

在一个变化和不确定因素成为常态的世界，从
地缘政治冲突到气候环境变化，从社会思想变迁到
科学技术革命，都会给文化遗产带来风险与挑战。

国际秩序的变革和冲突的加剧，导致文化遗产
在战争或恐怖主义事件中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尽
管半个多世纪前即有《海牙公约》对战争期间古迹
遗址的保护做出约定，但时至今日我们仍看到大量
文化遗产在炮火中损毁。

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对文化遗产的冲击也很
大。今年土耳其大地震导致土耳其、叙利亚的许多
文明遗迹遭到严重损坏，让我们震撼于天灾的摧毁
力量。一些自然灾害并非纯粹的天灾，而是与人类
活动有关。气候变暖和环境恶化，加上此前开发的
影响，导致澳大利亚大堡礁的生态系统受到严重威
胁，险些成为濒危世界遗产。越来越多人认识到，
自然灾害呈现愈发频繁的态势，与人类不加节制的
碳排放有着密切关联。

经济社会的变革也会影响人们对文化遗产的认
识和态度。西方国家近年来遇到经济发展和转型的
瓶颈，许多历史古城面临保护和发展之间的抉择。
威尼斯、布达佩斯、维也纳等世界遗产城市都受到
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警告，要求正视过度开发对
文化遗产的威胁，英国“利物浦海上商城”甚至被
移出 《世界遗产名录》。历史城市保护的理念原本
诞生于欧洲，然而，在当下欧洲很多地方，经济发
展和遗产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美好的理念与残酷
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当我们看到那些曾经的“模
范生”也无力改变困局，对文化遗产在世界变革中的
脆弱性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更好应对时代变革的挑战

在理解变革给文化遗产带来冲击的同时，我们
也要切换视角，看到文化遗产本身就是变化的结
果。当我们的目光扫过《世界遗产名录》时，会发
现许多文化遗产是人类回应变革的历史结晶。世界
从来就不是稳定不变的，见证变化、记录变化正是
文化遗产独特的价值。

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在不断的变革中积
累了丰厚的文化底蕴。从古代军事运输补给的渠
道，到承担国家税赋功能的漕运体系，再到维系国
家政治文化安全的命脉，大运河是政治和历史变迁
的晴雨表。从隋唐运河到京杭运河，其空间格局变
化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
铸就历程。大运河作为一项水利工程，也是古人适
应自然、利用自然以及不断改变自然的杰出案例。

丝绸之路则是沿线国家文明交流互鉴、变革创
新的代表性遗产。人们在这组路网之间行走，文化
和思想不断碰撞、交融，多元共生，共同维护着丝
绸之路的繁荣发展。古波斯帝国的雄伟城址不远处
矗立着古希腊的优雅雕塑，孔雀王朝的记功铭刻毗
邻着莫卧儿帝国的花园，交河故城层层叠叠的夯土
积淀着一次次文明交融的时代印记。丝绸之路告诉

人们，延续至今的伟大文明，无不是以开放的胸襟接
纳变化、适应变化而赓续发展。

人类适应变化、应对变化的智慧，在多项世界
文化遗产中都有体现。古人面对自然环境的复杂多
变，总结出变化的规律，努力探索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方法，巧妙利用自然资源创造美好生活。2000多
年前，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率众修建都江堰，
利用自然地形和水文特点，实现引水、泄洪、排沙
的功能，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的“天府之
国”。这一伟大的古代水利工程 2000 年被列为世界
文化遗产。

杭州西湖是利用古潟湖不断营造而成的景观，
是利用自然改善人居环境的典范。西湖的自然进
化、功能演进及强烈的社会属性，充分体现了人与
自然的共生共荣。如果没有一代代人不断探索革新
治水方法，就不可能有安宁雅致的西湖十景。主动
拥抱变革、大胆创新，才能迎来岁月静好。我们应
从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传统智慧中汲取力量，获得经
验与启示，更好地应对时代变革所带来的挑战。

以开放胸怀推动国际交流合作

尽管世界局势存在很多动荡和不确定因素，但
应该看到，全球文化多样化发展和持续进步是不可
逆转的大趋势。文化遗产不仅要适应和应对变化，
还要在变革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
会主席特蕾莎·帕特里西奥呼吁国际社会重视文化
遗产在经济、社会与科技变革中的驱动作用，充分

发掘遗产内在的智慧和价值，推动社会创新，提升
人类生活质量，助力人类社会适应和引导变革。

中国文物工作多年来不断迎接时代发展变化，
在变化中创新进取。2022年全国文物工作会议确立

“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
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在强调保护
的前提下，深入挖掘和系统阐释文物所蕴含的文化
内涵和时代价值，让文物活在当下，积极融入时
代，拥抱变化，为今天的人们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
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
化进程中作用更加凸显。

保护文化遗产应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
“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的认识已经深入人心，共
同保护文化遗产的行动能进一步凝聚民众的共识，
使文化遗产成为当地人的共同记忆和精神纽带。
2016年浙江泰顺廊桥保护行动便是凝聚民众文保共
识的典型案例。廊桥被洪水冲毁后，许多人第一时
间加入保护廊桥的行动中，当地廊桥技艺非遗传承
人和文物工作者合作，组织当地居民参与廊桥修
复。公众积极参与保护赋予了文化遗产新的记忆，
这种齐心协力的行动是文化遗产面对各种挑战时最
坚实的保障。

有效利用文化遗产，最大限度发挥遗产的社会
功能，是新时代文化遗产适应变革、满足民众对美好
生活向往的应有之义。近年来，中国古迹遗址保护
协会开展“乡村遗产酒店示范项目”推介活动，探索
古村落古民居活化利用的新途径。示范项目以遗产
资源保护和有效利用为核心，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
务提升、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进而带动农村人居
环境改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民增收，促进乡
村经济与遗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科技手段助力文化遗
产保护已成为大势所趋。《“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
创新规划》要求提升文物科技创新能力和文物领域
科技应用水平，带动解决重点难点和瓶颈问题，支撑
引领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成立防灾减灾专委会、数字遗产专委会，专门研讨高
新科技在遗产保护中的应用。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
测预警体系在世界文化遗产的日常保护及应对气
候、环境变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遗产领域的
应用实践，也能推动相关技术不断更新进步。

在变化的世界中，文化遗产带给我们迎接挑
战、应对变局的信心。中华民族从波澜壮阔的历史
中走来，饱经沧桑仍保持生生不息的活力。保护文
化遗产，目的是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传承，构
筑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为今天的人们创造美好的
生活。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要有迎接变革的勇气和
适应变局的智慧，以开放的胸怀积极推动国际交流
合作，发挥文化遗产在促进社会和平发展方面的作
用，助力人类社会适应和引导变革，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时代变革中的文化遗产
宋新潮 燕海鸣

每年4月18日是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确立的“国际古
迹遗址日”。今年国际古迹遗
址日的主题是“变革中的文
化遗产”，旨在探索在充满变
革的世界中文化遗产所面临
的挑战及其应对路径。

“变革中的文化遗产”可
以从两个角度进行理解：一
是文化遗产在世界变革中所
处的位置、遇到的困境和解
决途径；二是文化遗产在世
界变革中所扮演的角色、作
出的贡献和创造的价值。当
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变革过程中必然充满风
险挑战，但变革也会催生新
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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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积极推进传统文化进校园工作，
在抓好素质教育和落实“双减”政策的同时，利用当地丰富的红色文
化、特色民俗等资源，将柏坡腰鼓、中山战鼓、霸王鞭、中医文化等
融入校园活动中，打造特色传统文化教育品牌。

图为4月13日，平山古月中学的学生在练习中山战鼓。
张晓峰摄 （人民图片）

4月8日，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开园。元代科学家郭守敬为解决大都的漕运
问题，引此处的白浮泉作为大运河北端上游水源，如今此地仍存都龙王庙、九龙池、“白浮之泉”碑
亭等历史遗迹。经修缮保护，承载白浮泉历史文化的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建成，向公众更好地展示大
运河文脉。图为4月6日拍摄的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 （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摄

河北平山：传统文化进校园▶▶▶新闻链接：北京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开园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小瀛洲。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供图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风光。 陈先林摄 （人民图片）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风光。 陈先林摄 （人民图片）

春秋晚期王子午鼎。 无锡博物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