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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 魂 聚 气 铸 自 信
（上接2版）

良渚文化，被誉为“中华文明之

光”，自 1936 年发现遗址后，便持续不

断开展考古发掘和研究。著名考古学

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先生曾经

说：“从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来看，如

果我们要谈中华五千年文明，只有良渚

文化的遗址能拿得出来。”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

只有从来路中认清自己，才能从历

史中获得自信。习近平深刻认识到挖

掘、保护良渚文化的意义，深刻认识到

其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提高民族凝聚

力的价值。他指出：“良渚遗址是实证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

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

2003年7月，习近平赴良渚遗址调

研，当了解到“影响遗址安全的湖州市

德清县6家石矿关停困难”后，次日就赶

到湖州调研。很快，这6家石矿被关停。

习近平的高瞻远瞩被考古成果所

证明。

2007 年 ，良 渚 发 现 古 城 遗 址 ，

2009 年后，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坝遗

址陆续出土。考古学家还发现，大约距

今 5000 年前，良渚先民就开始使用文

字，这些刻画符号将中国的文字史向前

推了1000多年。

良渚遗址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提供

了重要的依据。

2017 年 3 月，继江郎山、西湖、京

杭大运河申遗成功后，浙江正式启动良

渚遗址“申遗”准备程序，朝着申遗的目

标全力推进。良渚文化国家公园一期

也已开工建设。

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的觉醒；

文化的觉醒，始自对文化根脉的保护。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

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

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

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

2017年8月28日，央视播出大型政

论片《大国外交》第一集，片中习近平总书

记的一段话深深打动了观众。习近平总

书记访问德国时，在柏林同德国汉学家、

孔子学院师生代表座谈。习近平总书

记说：“我作为国家主席，有一些老前辈

就跟我讲，作为中国的领导人要干什么

呢，就是不要把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文化

搞丢了，还应该在你们手里传承下去。”

良渚文化同殷墟文化、河姆渡文化

一样，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和深

厚的感情。守护住历史，就是守护住了

文脉，守护住了民族的根和魂。同样，

也见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不忘根本才能开辟未来

“三山夹湖迎宾客，半月钩城映运

河”。大运河开凿以来，沟通南北，货畅

其流，成为经济大动脉，与此相映，大运

河也成为中国重要的文化纽带。

然而，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

大运河两岸诸多历史文化遗存湮没在

钢筋水泥的丛林中。

2006年6月10日，习近平在“文化

遗产日”调研时语重心长地说：“城市化

率的提高往往意味着‘建新拆旧’，意味

着农村变城市，意味着现代化的过程。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隐藏着对文化遗

产进行破坏的危险，在现实中就存在着

城市文化个性的轻视甚至埋没，造成文

脉的断裂。”

对大运河的保护，成为习近平心头

的牵挂。

2006 年的一天，杭州水上巴士西

湖号迎来了一位特殊的乘客——习近

平。从拱宸桥到艮山门码头，船行运

河，他仔细询问运河的保护和建设情

况。听到工作人员介绍说，杭州运河正

进行综合保护，习近平频频点头，并提

出“希望杭州能再接再厉，继续做好运

河综保工作，使杭州的经济和自然环境

和谐发展”。

文化保护，从宗旨到细节，从内涵到

外延，习近平都有着持续、系统的思考。

按照习近平的指示，杭州市精心保

护、管理运河，不断挖掘、保护沿线遗址

遗迹，并在此基础上创建起一座座运河

特色文化小镇。2012 年，运河杭州景

区成功创建国家4A级景区。2014年，

大运河成功申遗。

如今的大运河已成为一条“文化之

河”。运河游也迅速升温。2006年，水

上巴士只有 6 条船，现在已增加到 58

条。22公里长的亮灯景观遵循古运河脉

络轨迹，由南往北，漫步运河沿线，恍若

重现南宋时期十里湖墅“人烟辐辏、商贾

云集”，“篝火烛照，如同白日”的景致。

西湖是杭州的另一张金名片。

许多杭州市民深情地说，西湖成为

世界文化遗产，习书记居功至伟。

2002 年，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启动。

这年深秋，刚刚履新浙江的习近平，将

考察杭州的第一站，放在了西湖。在热

火朝天的杨公堤新西湖景区建设工地

现场，习近平仔细看着规划图纸和周边

环境。听完报告后，习近平说：“把西湖

建设好，实施西湖综合保护工程，使西

湖的历史面貌得以还原，得到恢复，这

是德政，也是得民心的善举。”时任杭州

市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主任的张建

庭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此后 3 年，习近平考察了西湖天

地、杨公堤景区、新湖滨景区和梅家坞

茶文化村等工程。考察中，他多次表

示：“省里积极支持西湖综合保护与环

境整治工程。”

2003 年 9 月，习近平在浙江日报

《之江新语》专栏《加强对西湖文化的保

护》一文中指出：“西湖的周围，处处有

历史，步步有文化。对这些历史文化遗

存，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利用好，传承下

去，发扬光大。”

在习近平的关怀指导下，西湖综合

保护工程共修复重建了 180 多处人文

景点，逐渐恢复明代历史上西湖西部水

域。同时，挖掘和恢复了许多西湖周边

的历史文化景观，将杭州西湖的园、亭、

寺、塔与吴越文化、南宋文化、明清文化

相结合，丰富了西湖风景区的历史文化

内涵。

“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好是杭

州”。2011年，西湖申遗成功。移步皆

景、处处文化的西湖，成为全国人民最

喜爱的文化旅游地之一。2012 年，杭

州市实现旅游业总收入 1392.25 亿元，

国内游客达 8236.88 万人次，入境游客

331.12万人次。

对历史文化的珍视，对传统文物的

呵护，渗透在习近平的点滴言行中。

2005年4月8日，习近平调研萧山

跨湖桥遗址。当时，他站在有 8000 年

历史的独木舟一侧，对面是遗址现场，

有摄影记者为了取景，跑到遗址保护区

拍照。正饶有兴趣听讲解的习近平发

现记者的无意之举可能会对文物造成

伤害，便示意拍照记者避开。

他说：“拍照是小事，文物保护是大

事。”这种强烈的文物保护意识，给现场

参观者留下了深刻记忆。

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

当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的历史阶

段，应从什么视角认识文化，又如何让

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

展？习近平有着深入的思考、独到的见

解。

2006 年 6 月 10 日，习近平在调研

浙江文化遗产保护时提出，“正确处理

文化遗产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

系。正确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管

理、利用的关系。”

省文物局局长柳河当时在现场，

“习书记站得高，看得远，对如何创新保

护传统文化有独到的观点和战略思想，

点出了很多那时候大家还没有意识到

的问题。”

在提到保护古村落时，习近平高度

肯定了兰溪诸葛村。他说，“有的新农

村恰恰是要保持历史原貌的古村落，如

兰溪的八卦村等，就是要保护它的原

貌，体现它的历史美。”

兰溪诸葛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诸

葛亮后裔最大的聚居地。2003 年 9 月

19 日，习近平在考察诸葛村时，就点赞

过该村的古村落保护方式。

那天，烈日炎炎，习近平风尘仆仆，

到达时已近中午。

天一堂是诸葛村的制高点，习近平

站在那里，看着村里白墙黑瓦、错落有

致的全貌，仔细询问诸葛村村支书诸葛

坤亨有关保护情况。“在诸葛村，人人都

是文保员。”诸葛坤亨对习近平说，“村

里每幢古建筑都要挂牌，住在里面的村

民要签订保护责任书。每个村民都是

股东，也都是古村保护的受益者。”习近

平边听边点头，夸奖这是一种很好的保

护模式。

在村落保护地图前，习近平看得很

仔细。当时的诸葛村是全国第一个实

施整体保护的古村落，1.2 平方公里的

村庄都划入了古村落核心保护区，连村

落外围辐射开的 3 平方公里，也被纳入

外围景观保护区。习近平对这种保护

力度给予了肯定。

“习书记的认可，给我们吃了定心

丸。”诸葛坤亨说，在保护诸葛村的过程

中曾有过争议，“现在，我们保护古村落

的决心更强了，方向更清晰了。”

如今的诸葛村，完好保留着大量明

清民居。古村落保护的不仅仅是村庄

的面貌，还有村民的活态文化传承。近

年，诸葛村门票收入都有 2000 万元左

右。文化底蕴深厚的诸葛村，以润物细

无声的方式，引导村民礼敬历史，呵护

文物，自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发展中保护、创新中传承。文化的

生命力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不

断增强。

习近平十分关心乌镇的保护和发

展。在浙江工作期间，他五次赴乌镇调

研指导。按照习近平的要求，古镇文化

遗存与江南水乡风光在完美保护中传

承创新，独具魅力，成为世界互联网大

会永久举办地。

除了可触可感的物质文化遗产外，

习近平也非常关心散落在民间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

2005年5月到6月，习近平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了 6 次批示，涉及

“浙江民间工艺传承保护”“浦江县高登

山古村落抢救”“民间艺术保护工程”

“抢救振兴永嘉昆剧团”等文化遗产保

护与传承。 （下接4版）

2005年8月3日，习近平在乌镇调研古镇保护工作。 浙江日报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