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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霁翔

我长期在文化遗产保护行业中工作，深

刻地感受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是目的，利用

也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传承——传承的

对象是当代和未来。而青年，正是整个社会力

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时，感受最深的就是

年轻人越来越喜欢古老的紫禁城、正青春的

故宫博物院。古老与年轻，不再是沟壑相隔、

遥遥相望，而是爱敬相融、携手同行。沟通两

者之间的一股重要力量，也包括《我在故宫修

文物》《国家宝藏》《上新了，故宫》等年轻态节

目的助力。这些节目打开了我们和年轻人对

话的通道，让他们开始关注故宫、走近故宫、

享受故宫文化、把故宫文化带回家。

故宫只是中国众多世界遗产中的一员，

广袤中华大地上还遍布着熠熠生辉的遗产宝

库，它们也需要被关注、被发掘、被认知和被

理解。可喜的是，在今天，年轻人关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热情日益高涨、蓬勃奔涌。

让更多的年轻人透过世界遗产这扇窗口，

了解、认识、爱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成为坚

定的守护者和传承者，是时代交给遗产工作者

的命题，也是我们必须践行的时代使命。

摆脱“高冷范儿”，做文化创新者

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要让世界遗产融

入民众的现实生活，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中

华传统文化，让中国的世界遗产以鲜活的文

化姿态走向世界。为了这个愿景，几十年来我

在各地中学和大学校园巡回演讲了数百场，

写作了 70 多本书。但是，传播面到底有多大？

《我 在 故 宫 修 文 物》纪 录 片 一 上 线 就 有

9000 万人次的观看量，我们需要以多种形式

传播中华传统文化。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下决

心通过《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聚焦

世界文化遗产传承的原因——以适应时代更

新的信息技术和形式，来做面向大众特别是

年轻群体的文化传播。

世界遗产因其历史厚重性和专业门槛高

而鲜为人知，又因其所凝结的突出价值和独

特地位而亟待为人所知。如何使世界遗产摆

脱曲高和寡的“高冷范儿”，在知识输出和大

众理解之间建立桥梁，在历史追溯和当代需

求之间建立联结？这需要有立意、有创新。

这里面有三个关键词：一是“纪实”，即脚

踏实地地行走、交流、探访、体验和实践，深入

各具特色和价值的遗产地，真实地展示遗产

地的景观奇绝，生动地呈现人文图景，原本地

揭示历史秘境，思辨地探讨当下发展。

二是“互动”，通过互动来拉近与纪实

对象的心理距离，也就拉近了与大众之间的

距离。纪实对象包括世遗守望者、历史揭秘

者、考古发掘者、慕名旅游者、幸福居住者

等多种群体。

三是“综艺”，学术知识如何表达，互动过

程如何切入，怎么能让世界遗产可观、可读、

可赏、可品。我们通过棚内演绎、户外交流、互

动参与、沉浸体验和科技植入等综合艺术形

态，构建能吸引新时代年轻观众的语态语境。

我们知道，今天的年轻人有自己的知识

储备、思考方式、思维特点和信息获取渠道，

他们早已不满足于灌输和教科书式的说教。

所以，我们要开启的是他们遨游在世界遗产

中的文化趣旅、哲旅和新旅。

激发世界遗产的青春力

事实上，世界遗产领域一直都关注年轻

群体及相关话题。自 1995 年开始，每届世界

遗产大会同期举办一次世界遗产青年论坛，

聚焦年轻人的关注和思考。面向全球的世界

遗产教育项目、志愿者项目和各类奖项设置，

也都将年轻人作为主要目标群体之一，开展

活动，总结经验，推荐做法。

鉴于此，我们把遗产向导组合设定为“万

里少年团”。一方面，面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的中华文明，我们有着“我们都是少年”的敬

畏之心；另一方面，考虑到各成员的年龄、阅

历等方面的差异，为了让代际间的对话有增

强共鸣的契机，我们鼓励年轻人用自己的视

角表达对世界遗产的看法，也为世界遗产文

化的话题传播带来更多可能。

同时，我们策划了一些兼具大众参与性、

文化仪式感、艺术表现力的事件。比如，洛阳

的“五朝华服复原秀”、景德镇的“瓷之宇宙

展”、扬州的“多米诺骨牌大运河”，将传统文

化转化为时尚的视角、创新与匠意的结合和

现代装置的呈现；安阳殷墟的无人机表演、周

口店的隔空“对话北京人”、观看北京中轴线

的升旗仪式，将世界遗产精神转化为致敬当

代、致敬人类、致敬各行各业奋斗的人们。这

些激发好奇心、表现青春力的破圈表达形式，

吸引了更多年轻人的目光投向此处，展现了

传统文化的勃勃生命力。

世遗的烟火气与美学力

世界遗产不仅有古代的，还有现代的、当

代的，它不是凝固在一个历史阶段，而是经过

历代传承；世界遗产的价值要素不仅有物质

层面，还有与之互为表里的非物质层面；世界

遗产的保护和管理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有很

多文物工作者和当地民众，为这些遗产所付

出的努力和表现出的热爱。

所有这些，都让世界遗产富有“烟火气”，

呈现出最为鲜活的一面。所以，我们走进了世界

遗产所在地的市井生活，挖掘世界遗产中的生

活方式，探寻遗产原生地的前世今生，唤醒内心

深处的共鸣；还走进了世界遗产保护者的工作生

活日常，展示他们在世界遗产保护和管理上的家

国情怀、弘扬守土有责和大国工匠的精神。

每一处遗产都有独特的美，从美学的角度

发现遗产，全方位地透过“美”来呈现中华大地

的多彩景观和中华文化的魅力无穷，正契合于

文化传承正青春的寓意。武夷山的森林交响音

乐会、庐山的诗词大会⋯⋯文化遗产既诉说着

中国人至善至美、至真至美的朴素情感，也承载

着我们对美丽中国、美好生活的寄托。

我们通过行走、追寻和求索，呈现中国独特

的景观和历史文化脉络，讲述一代又一代中国

人寻找和守望中华文化根脉的故事，彰显自古

以来的文化精神，勾连历史与现实的价值，关注

当下的文化表达。

放眼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其中

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孕育了

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充分结合时代要求，继承

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其作为涵养当代青

年优秀品质的土壤和源泉。

我们以积极主动的传播动能，让观众特别

是青年群体，共情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

在认知、了解、感悟、喜

爱和传承的演进中，深刻

体会中国特色，更加坚定

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自尊

心和自豪感，产生绵延的

爱国动力。

（作 者 系 中 国 文 物 学
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学术
委员会主任）

单霁翔：走进世界遗产，我们都是少年

□ 刘悦笛

春 秋 冬 夏 ，四 时 的 变 化 与 轮 回 ，如 环 之

循，如轮之转，组成了中国人的四时之美。

有趣的是，春秋观念乃是早于四时观念

的，道理也很简单，因为春种秋收嘛，春种是

新年的开始，秋收是旧年的结束。商代与西周

前期，一年只分春秋两时，后来衍生出夏冬，

说一个春秋即一年。

古 书 当 中 常 说 春 秋 冬 夏 ，所 谓“ 制 为 四

时，春秋冬夏”（《墨子·天志中》），而不是按时

节顺序的“春夏秋冬”，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

因此，春秋并不是春夏秋冬的节略，因为春秋

本身就代表一年两时而非四时，汉族人关于

四时的明确划分，大约就是在西周末期，此后

形成了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时节节奏，诸

如春夏秋“三时”说，也是指其中的一种过渡

状态而已。

世界上最主要的时间观，大致两种，一种

是线性时间（时间延展而勇往直前），另一种

则是轮回时间（轮回往复而永无休止）。主编

《中国科学技术史》皇皇巨著的英国汉学家李

约瑟认为，中国时间观仍以广义的线性为主、

循环为辅，但其实二者仍是结合的。

从古至今，四季变换，中国人都在发出两

种时间感喟：一面是对春秋冬夏循环不已的

感喟，另一面则是对时光一去不复返的感喟。

这是由于，“古代中国一方面存在循环史观，

另一方面存在天地间万物去来、光阴一去不

复返这种直线性时间的概念。天地 （自然）

是 永 远 的， 一 直 存 在 于 那 里 。 时 间 无 始 无

终 。 但 是， 万 物 （所 有 个 物） 出 现 然 后 消

失，人生不会反复。就连某年桃花园的春夜

（时间线上的一刻）一旦逝去，就不会再回来。

因此，那一刻=‘现在’，非常宝贵”（加藤周

一：《日本文化中的时间与空间》）。

这里所指的“桃花园”，乃是李白的那首

《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里面的时间意识，其中

那句“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

客也”，恰恰说明直线性时间观在中国的存在。

中国人的诗词歌赋当中，充满了这种时

间性的感叹，也就是一种中国人都懂的“春江

花月夜”的存在感——“江畔何人初见月？江

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

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

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

四时的美感，大概在中国人的审美世界

里最为充盈。较早给四季赋诗的，有南朝乐府

民歌《子夜四时歌》，收录在宋人郭茂倩编《乐

府诗集》里，属“清商曲辞·吴声歌曲”，相传是

晋 代 一 名 为“ 子 夜 ”的 女 子 所 创 制 。现 存 75
首，其中春歌 20 首、夏歌 20 首、秋歌 18 首、冬

歌 17 首。

我们各举一例，以春、暑、秋、冬四字各为

开头。

春歌：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春风复

多情，吹我罗裳开。

夏歌：暑盛静无风，夏云薄暮起。携手密

叶下，浮瓜沉朱李。

秋歌：秋夜凉风起，天高星月明。兰房竞

妆饰，绮帐待双情。

冬歌：冬林叶落尽，逢春已复曜。葵藿生

谷底，倾心不蒙照。

这种四时模式，不囿于中土，在整个东亚

文化圈中皆有回响。最具美感的，我以为是日

本女子清少纳言的《枕草子》的开篇：

“春，曙为最。逐渐转白的山顶，开始稍露

光明，泛紫的细云轻飘其上。夏则夜。有月的

时候自不待言，无月的暗夜，也有群萤交飞。

若是下场雨什么的，那就更有情味了。秋则黄

昏。夕日照耀，近映山际，乌鸦返巢，三只、四

只、两只地飞过，平添感伤。又有时见雁影小

小，列队飞过远空，尤饶风情。而况，日入以

后，尚有风声虫鸣。冬则晨朝。降雪时不消说，

有时霜色皑皑，即使无雪亦无霜，寒气凛冽，

连忙生一盆火，搬运炭火跑过走廊，也挺合时

宜；只可惜晌午时分，火盆里头炭木渐蒙白

灰，便无甚可赏了。”

这番美的描述，将四季与一天的天气结

合了起来，说春天曙时为最，夏天夜色最佳，

秋天黄昏好，冬日则是晨朝为妙，并将欣赏天

气的感受一并写出，微妙而准确。

东亚的画家们，无论是中、韩、日，最能感

受到不同季节的天地之景 。所谓“画山如真

山，真山如画山；人皆爱真山，我独入画山”。

北宋大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当中的描述最

为著名，所谓“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

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这

是拟人化的描述；再如“春山烟云连绵人欣

欣，夏山嘉木繁阴人坦坦，秋山明净摇落人肃

肃，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所说的是人面对

春山、夏山、秋山、冬山时的感受。

在韩国教书的时候，在博物馆看到了朝

鲜李朝时代大画家赵熙龙。韩国作为半岛三

面环海，所以那里的画家更关注海山的四季

变化，说得也相当绝妙，但显然是从郭熙四

时山景那里转化出来的。赵熙龙认定，郭熙

春夏秋冬四种山的论述，“此语一出，古今

看山眼目，尽废矣。非深于画山之理，无以

透到妙境也。余居海上，已二岁，阅尽四时

之中，海山于他山，大有异焉 。春山溟濛如

烟，夏山沉郁如积，秋山沓拖如流，冬山炼冶如

铁。此意，可赠画海山者，而不看海山，不知，虽

看不得起意者，未能”。

大陆画家看春山如笑，半岛画家看春天的

海山如烟；前者看夏山如滴，后者看海上的夏山

如积；前者看秋山如妆，后者看海上的秋山如

流；前者看冬山如睡，后者看海上的冬山如铁。

实际上，这是建基在最切身的观察之上的，

比如春季海山往往被缭绕烟水所围绕，所以看

似如烟，再如冬季海山被寒气侵蚀如僵硬的铸

铁一般，所以看似如铁。我曾在冬天看中国最北

方的海岛时，正有此感，只有曾看过冬日的海山

的人，才会对那种色彩的浑厚感与质地的冰冻

感记忆犹新。可惜，中土文明对于海景的探索，

始终没有朝鲜半岛与日本孤岛那么深入。尽管

赵熙龙屡屡感叹没有纵游中原山水，但是他对

于海山的描摹可谓相当准确。

四季不仅是属于自然的，在东亚已经被生

活化了，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四季文化。在日本的

城市社会中，四季的这类“生活形式”至少出现

在三个基本的半仪式化层面上：首先，以一年一

次的仪式的形式出现。这些仪式经常有诸如辟

邪、长寿、好运等护身的目的，在日本，很多谷物

和动物都与神相关，被视为会给人带来福祉。

其次，对自然的文化利用在人际层面上起

着向客人、朋友或社会上层人士打招呼的作用，

在插花活动形成的交往里，会插上季节性的花

或植物，并附上必要的诗歌、纸张和花朵，所有

这些都与季节性的场合相匹配。

最后，自然作为一个公共的、社会认可的

娱乐对象，在观赏樱花、秋月、秋叶和下雪的

行为中得到了体现。比如著名的观赏樱花活

动，在日本最早开始于奈良时期的贵族圈，在

室町时期逐渐蔓延到平民社会，后来成为江户

时期城市平民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总 之 ，对 于 四 季 的 审

美感受，在整个东亚都是相

当丰富的。这种四季美学发

源于华夏大地，并影响到周

边地区，三种文明在四季审

美气质上基本是一致的。

（作 者 系 中 国 社 会 科
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
生导师）

春秋冬夏，中国人的“四时”美循环

江苏省无锡市太湖鼋头渚樱花谷樱花季。 视觉中国供图

《中国人的生活美学》 刘悦笛/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扫一扫
听刘悦笛为你读书

□ 程遂营

在喜欢旅游的人的朋友圈里，流

传着这么一句话，“不到新疆不知道

中 国 之 大 ， 不 到 喀 什 等 于 没 到 新

疆”。第一句话容易理解，新疆地域

辽阔，160 万平方公里，占我国总面

积的近六分之一，可为什么“不到喀

什就等于没到新疆”呢？

我 们 先 从 发 生 在 2000 多 年 前 的

一段传奇说起。

班超与喀什：愿得此身
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史书记载，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

曾在喀什停留。那时，喀什名叫疏勒，

意为水草丰美的地方。那时就已经形

成一座疏勒城，城市已经形成交易的

市 场 。所 以 ，喀 什 至 今 已 有 2100 多 年

的建城史。不过，因为是出使，张骞在

那里停留的时间很短。

到了东汉，又有一位传奇人物来

到喀什，他的名字叫班超。当时正值东

汉的多事之秋，匈奴势力又起，丝绸之

路受阻。班超主动提出出使西北，“投

笔从戎”这个成语典故就是这样来的。

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 年），41 岁

的 班 超 被 任 命 为 假 司 马（即 代 理 司

马），后委派到新疆。经过长途跋涉，班

超 在 汉 明 帝 永 平 十 七 年（74 年）沿 着

丝绸之路南道，经鄯善、和田，最终抵

达喀什，并在距离喀什 40 多公里的地

方住了下来。

早在班超出使西域 100 多年以前

的西汉时期（公元前 60 年），汉朝政府

就在新疆设置了西域都护府，开始对

新疆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由于新疆地域辽阔，所以，西域都护府的政治、军

事核心有两个，新疆东部的吐鲁番，和西部的喀什、龟兹（今库车）一带。

从地理位置看，喀什的南边是昆仑山、西边是帕米尔高原、北边是天山、

东边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发源于昆仑山的叶尔羌河流经喀什，形成了依山

傍水的喀什绿洲，生存环境良好。

帕米尔高原就是我国史书上所说的葱岭，是丝绸之路向西必须跨越的

障碍。所以在古代，从中亚、西亚甚至遥远的地中海西来的商贾、旅行者经过

千辛万苦，翻越帕米尔高原后，一定要在喀什进行休整，然后进入新疆腹地，

最后进入中原地区；反方向，准备西去的商贾也往往在喀什稍做停留，做好

翻越帕米尔高原的物质和心理准备。

这就使喀什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是新疆最早的国际贸易商埠。

要想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必须保障喀什的安定。

据史书记载，班超前后在疏勒生活 17 年，主要做了几件事：第一，重新

使喀什、龟兹一带归附汉朝，恢复丝绸之路畅通；第二，帮助喀什当地发展农

业，向喀什传播中原文化；第三，加固喀什古城。

公元 91 年，由于功绩卓越，班超被朝廷提拔为西域都护，迁移到龟兹办

公。当他要离开喀什的消息传开后，人们都舍不得，甚至抱住班超的马腿挽留

他。后来，班超在龟兹又驻守了 13年。直到 70岁（102年），他自觉年事已高，向

朝廷上书“但愿生入玉门关”，得到允许，从玉门关进入敦煌，回归中原。

班超的事迹得到了后人的一再颂扬，如唐朝诗人戴叔伦所作《塞上曲二

首》其一：“军门频纳受降书，一剑横行万里余⋯⋯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

入玉门关。”

马可·波罗看喀什：商人遍布世界各地

元朝初期，1271 年，时年 17 岁的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跟着父

亲和叔父，从家乡意大利威尼斯出发，沿着张骞和班超开辟的丝绸之路，经

过叙利亚、伊朗，翻越帕米尔高原后，来到喀什。

在《马可·波罗行记》中，喀什被称为“喀什噶尔”。“喀什”是玉石的意思，

“噶尔”是集中的意思，“喀什噶尔”就是玉石集中之地。玉石主要产自和田，

喀什并不产玉，但因其所处的便利交通位置，而成为玉石贸易的集散地。这

也说明至晚到宋末元初，喀什噶尔的名字替代了原来的疏勒。

《马可·波罗行记》中写道：“他们有美丽的花园、果园、葡萄园。⋯⋯国中

的商人遍布世界各地。”

结合历史记载，我们可以推断，当时的喀什虽然气候干燥、降水量少，但

由于有高山融水形成的喀什噶尔河等河流的滋润，灌溉条件优越，所以，不

仅适合发展农业，种植麦子、水稻等植物，还适宜种植西瓜、葡萄、大枣、哈密

瓜等水果，到处瓜果飘香。喀什人还特别爱用花草装饰自己的庭院，在喀什

古城，街道两边和民居院落里，都种满了花卉。所以，在马可·波罗眼里，喀什

是一座依山傍水、环境优美的“花园城市”。

“国中”指的是喀什城内，当时的喀什是南疆的政治、经济中心，它所包

括的范围要比今天的喀什大很多。一方面，喀什市场繁荣，来这里经商的商

人来自世界各地，各种肤色、各种语言的人都有；另一方面，喀什本地的商人

也沿着丝绸之路经商，足迹遍布世界各地。

这充分说明，元朝初期的喀什是一座国际化的商业都市，并没有因为宋

元丝绸之路的主要方向转向海上而受到很大影响。

一座活着的千年古城

喀什的传奇不只这些，它还是一座“活着的千年古城”。

马可·波罗描述的热闹市场，已经变成了各色各样的巴扎。水果巴扎、皮

货巴扎、乐器巴扎、玉器巴扎，甚至还有帽子巴扎，琳琅满目。巴扎成为人们

购物交流、会亲看友、娱乐休闲的好地方。

喀什古城里，有几家还在开张的马掌铺（或叫骡掌铺）。喀什三面环山，

当地的交通工具并不是骆驼，而是马、骡和驴。由于要翻山越岭，牲畜的蹄子

特别容易磨损，到了喀什，需要更换一套新掌。

古代的马掌铺生意十分红火，如今虽然有了汽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但

仍然有人偶尔用马车、驴车，马掌铺的生意可以勉强维持。当然，现在的马掌

铺不一定只为了赚钱，更多的是把他们代代相传的手艺延续下去。

马掌铺的存在让人惊奇，而千年沿袭的传统茶馆更让人感到轻松和愉

快。喀什的茶馆史可追溯到唐宋时期，当时停驻在喀什的商人，把茶馆当成

洽谈生意、交流信息、休闲娱乐的场所。今天的古城里仍有不少传统的茶馆，

当地人和旅游者，三五成群围坐在地毯上，泡上一壶茶，买几个馕或者烤包

子，还有艺人来表演当地的歌舞，一时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世世代代生活在喀什的人，听着丝路故事、伴着丝路上的驼铃和马蹄声

长大；喀什的巴扎、喀什的马掌铺、喀什的茶馆都一直生动地活在当地人的

生活中。丝绸之路给了这座城市血和肉、智慧和财富；只要丝路故事还在延

续，古城就永远年轻。

（作者系河南大学教授，《百家讲坛》“六大古都”“黄河上的古都”“丝路
上的古城”主讲人）

喀什

：
马可

·波罗来过的丝路重镇

，

两千年后依然鲜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古代丝绸之路石头城遗址

和金草滩湿地。 视觉中国供图

城 事

青年是国家事业和民族复
兴的希望和未来，他们的使命和
担当，承载着强国新征程的前途
和命运。在年轻人成长成才的过
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
和浸润不可忽视；文化的血脉赓
续、精神的弘扬传承，融于中华
五千年文明的基因密码中，代代
永续，绵延不绝。

单霁翔 受访者供图

拾 遗

扫一扫 看视频
看单霁翔“万里走单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