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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时英

2003年，时任浙江
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
来良渚调研，作为一名
现场工作人员，我有幸
亲耳听到他说：“良渚
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
年文明史的圣地。”我
的内心大受震撼，我暗
暗下决心：做好良渚文
化的守护者。

2007年首次发现良渚古城，2015年确认良渚古城外围水
利系统，良渚遗址的价值不断凸显。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
是，仅仅外围堤坝的总土方量就有288万立方米。试想，如果
没有完整、复杂的管理体系，良渚先民们怎能完成这么大的工
程量？

2019年 7月6日，良渚申遗成功。消息传来的那一刻，我
特别激动，不仅是因为脚下这片土地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更
因为良渚遗址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提供了最为直接、最
为有力的支撑，为提出判断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提供了最为
完整、最为有力的支撑。

对于良渚，我总有份别样的感情。我的祖父施昕更在19岁
时投身于浙江考古事业的发展，发现了良渚遗址。时光流转，
1994年，19岁的我选择从父亲手中接过接力棒。

这个选择并不轻松。我中专时学的是园林绿化专业，也曾
考虑过其他的就业方向。可当母亲动情地说：“你的祖父发现了
良渚，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为他多做一点事情。”作为他的孙
辈，保护脚下这方土地的使命感油然而生。

这些年来，在与村民协调沟通时，我反复传递这样的观念，
脚下有五千年的文明，不能乱挖乱建。有一些不理解的村民总
开我玩笑，说我像一块铁板，可当申遗成功之后，他们自豪地告
诉我：“这下良渚在全世界出名了，以后出门，我要说自己是‘良
渚人’。”

站在这片流淌着五千年厚重文明的土地上，我常常在
想，怎么让它有很多个五千年？保护是前提，是底线，一步也
不能退让。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做好宣传工作，做好参观旅
游的配套工作，让越来越多人来到良渚，感受绵延不绝的中
华文明。

【作者为2003年习近平同志调研良渚时的现场工作人员】

让更多人感受良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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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良渚申遗成功，我也来到杭州求学。这几年，
良渚就像我身边一个熟悉又古老的文化符号，总是深深地
吸引着我。特别是去年“杭州良渚日”发布了良渚色，在网
上看到这个推送时，我立刻就坐不住了，跑到良渚博物院一
探究竟。鸡骨白、琮黄、玉沁黄、璧青、雾灰⋯⋯这不仅是器
物的颜色，也是历史的颜色。看到它们，我的灵感也来了，
立马掏出画笔，把收集的素材整理成“灵感板”，用到自己的
设计里。就像这缤纷的色彩一样，良渚文化有满满的生机
和活力，它是一座五千年的色彩宝库，还有无尽的宝藏等待
着我去挖掘。

马来西亚留学生唐昕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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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文明之光 厚植文化自信
——从良渚遗址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杨建武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
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
秀文明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
重要组成部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极富前瞻
性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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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功申遗的基础上，浙江将
继续擦亮良渚作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圣
地的文明标识，在保护、研究、传承、利用上不
断创新突破，全面提升良渚的国际影响力，厚
植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自信与历史
底气。

像爱惜生命一样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是民族文
化的见证，蕴含着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价
值、思维方式和创造力、生命力、想象力。一
个没有文化遗产的民族和国家，很难说是有
真正实力的民族和国家。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就高度重
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指出要“从加快建设文
化大省的要求出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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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推动“文
化保护工程”纳入文化建设八项工程，并将其
作为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一项重要内容，在
省域层面进行了系统性、创新性的实践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摆
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就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了一系列
重要指示批示，反复强调“要像爱惜自己的
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要加
强文物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高文物
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让文物真正活起
来，成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
滋养，成为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
名片”，彰显出对赓续中华文脉一以贯之的
重视、关注和思考。

可以说，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不仅仅
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更是一项具有重大
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事关国家文化安全和中华文脉赓续传承，事
关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中华文
化的感召力，事关执政党的领导力。浙江作

为文化遗产资源大省，务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的殷殷嘱托，始终坚持保护第一，本着对历
史文化遗产的尊崇之心、敬畏之心、珍爱之
心，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好各类
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守护好传承好浙江历
史文脉。

“三个有利于”：文化遗产
保护和申遗的强有力指引

在众多文化遗产中，良渚遗址具有突出
的重要价值和独特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
很早便认识到挖掘、保护良渚遗址的意义。
2003年7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
首次到良渚遗址调研，就提出了“良渚遗址
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的重大论
断。他两度亲赴良渚，多次就良渚遗址保护
和申遗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尤其是关于世
界文化遗产申报“三个有利于”的重要批示
精神，不仅直接推动了良渚申遗成功，更为
此后全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提供
了新的强有力的指引。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大力谋划
推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2005 年 5 月 11
日，他在批示中指出，“我省在世界遗产申报
方面尚属空白。‘申遗’是有许多条件的，也
要下决心、花代价”。2016 年 6 月 13 日，著
名考古学家宿白、谢辰生、黄景略、张忠培联
名致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关于良渚遗址申
报世界文化遗产、标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建
议。1个月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批示，指出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要统筹安排，申报
项目要有利于突出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价值，

有利于体现中华民族精神追求，有利于向世
界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
良渚申遗工作由此迈入快车道。2019 年 7
月6日，在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
产委员会会议上，“良渚古城遗址”获批入选

《世界遗产名录》。
良渚申遗成功，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自

此得到国际公认，中国位列四大文明古国的
地位不容辩驳。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新石器
时代文化遗址中，良渚古城遗址是唯一被列
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此外，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专家组依据良渚的考古发现，提出了判断
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良渚为建设中国
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提供了
典范，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
贡献。

世界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宝库中最为
珍贵的遗产之一。浙江将在全面提升杭州
西湖文化景观、中国大运河（浙江段）、良渚
古城遗址三处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水
平的基础上，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世界文
化遗产申报“三个有利于”重要批示的指引
下，以抢跑的姿态全力推进上山文化遗址
群、钱塘江古海塘、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等项
目列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努力推动浙江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化遗
产大省。

让良渚文物
和文化遗产活起来

后申遗时代，良渚面临着高位突破、续写辉
煌的考验。我们要深入学习践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精神，从思
想上、行动上推动良渚遗址保护、研究、传承、利
用实现创新突破，持之以恒打造文物保护标杆
地、中华文明展示地、文旅融合样板地和共同
富裕示范地，努力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守望
者、释读者、弘扬者、先行者和开拓者。具体而
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在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体制机
制上进行创新突破。探索社会参与的方式
方法，重点加强干部群众对良渚遗址重要性
的认识，营造全社会爱护文物、保护文物的
良好氛围。

二是在文物和文化遗产价值深入挖掘研
究上进行创新突破。一方面继续加强对良渚
玉器、古城、刻画符号、稻作农业、水利系统的研
究，挖掘文物价值；另一方面更要跳出良渚看
良渚，以全面系统的理念，强化良渚王国长三
角地区一体化研究和同时期世界文化遗址比
较研究、跨学科研究。

三是在加大文物宣传、讲好良渚故事上
进行创新突破。围绕“讲什么，谁来讲，怎么
讲，给谁听”等基本问题，通过多媒体多形式
结合、专业性通俗性兼具的宣传演绎方式，
讲好良渚的文明故事、文化故事，以求家喻
户晓、广为人知。

四是在良渚文化产业集聚化发展上进
行创新突破。发挥良渚古城遗址的辐射溢
出效应，强化与杭州国家版本馆、之江文化
中心等文化地标的联动，加快推进浙江省考
古与文物保护基地、良渚博物院二期工程等
重大项目建设，增强良渚古城遗址中心区的
核聚变能力。同时，带动小古城等周边文化
遗址的联动开发，创新与西湖、大运河这两
处世界文化遗产的互动发展。

五是在文物惠民、惠及百姓上进行创新突
破。坚持以人为本，优化生态环境，大力发展
文化旅游、乡村旅游，鼓励发展民宿等业态，以
人流带动物流、信息流、现金流，让生于斯长于
斯的良渚人成为既富脑袋又富口袋的受益者。

六是在面向世界、推进国际化上进行创
新突破。良渚不仅仅是浙江的良渚、中国的
良渚，也是世界的良渚。要有开放的心态和
宽广的胸怀，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
合，主动邀请国际顶级学术权威和考古专家
参与良渚文化的深度考古和研究，办好“良
渚论坛”、杭州良渚日、国际古迹遗址日主场
活动等重大活动，努力让良渚成为世界文明
交流互鉴的大平台。

【作者为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一级
巡视员，浙江省文物保护利用协会会长】

胡俊超

我是杭州市余杭区“新时代创客说”理
论宣讲团成员，也是土生土长的良渚人。这
些年良渚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它已不仅是
我的家乡，更是中国的良渚、世界的良渚。

习近平主席在2024年新年贺词中提
到，“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
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特别是听到贺词里提到良渚的那一刻，我
既激动又自豪，因为良渚文化的力量一直
伴随着我成长。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良渚还只是一个靠
山吃山的普通浙北乡村，石料开采是良渚安
溪的主要产业。当地流传着一句话：良渚、
勾庄千厂万厂，不如安溪石炮一声响。当时
可谓炮声隆隆，灰尘漫天。家里的桌子一天
擦三遍都还是灰，道路因为拖拉机、运输车
常年进出，也总是坑坑洼洼。当时的我怎么
也不会想到，在这样一片土地底下竟然有一
座五千多年前的古城。

怎样处理良渚遗址保护利用和经济社
会发展之间的矛盾？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习近平同志到良渚调研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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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解到影响遗址安全的湖州德清6家石矿厂关
停有困难，他第二天就赶到湖州调研，很快
石矿厂彻底关停。在习近平同志的推动下，
文化保护工程被纳入文化建设八项工程，成
为“八八战略”中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基本

要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迎来新的春天。
在良渚遗址的保护发展中，有舍

就 有 得 。 虽 然 反 山 制 动 材 料 厂 停 建
了，但保护了已知良渚时期等级最高
的反山王陵；虽然瓶窑的 104 国道改道
了，但保护了权力与信仰中心的莫角
山宫殿；虽然杭州西复线绕行了，但保
护了震惊中外的中国最早水利工程。
青山还绿，遗址重生，当看到五千多年
前的繁华重见天日的那一刻，我心中
无比震撼。

如今，良渚遗址的保护范围越来越大。
时代在进步，良渚的保护手段也紧跟时代步
伐。作为当代青年力量与良渚文化的薪火
传人，我会继续努力前行，把家乡文化传播
好，把良渚遗址守护好，把中华五千多年文
明传承好。

【作者为余杭区“新时代创客说”理论宣
讲团成员】

在良渚，感受“保护第一”的力量在良渚，感受“保护第一”的力量
周思晴

第一次去到良渚博物院时，我和一件
名叫“刻鸟立高台符玉璧”的展品不期而
遇。彼时，我的目光恰好穿过玉璧中间的
圆孔，那一瞬间，我的视线似乎透过这只充
满神性的“眼睛”，穿越了千年的时空，定格
在五千年前的良渚古国。良渚玉器十分精
美，繁密的纹饰、神秘的符号，仿佛在向我
诉说五千年前古老文明的传奇故事。

很难想象在五千年前，人们如何制造
出如此精美的器物。透过这些文物，我想
象着良渚先民是如何耐心地在玉器上加
工每一道线条，他们眼中的这些符号该是
怎样的神灵或人物模样，具有怎样的意
义，它们又是如何被深埋地下沉睡千年。
千年一瞬，玉器表层的泥土已经全然褪
去，但每一件器物的一呼一吸，便是五千
年的悠久历史长卷。

深埋在历史尘埃中的良渚文明，没有
文献记载，完全依靠考古学家的手铲一寸
一寸地发现、一点一点地探知，我们才得以
穿过时间的迷雾认识五千年前的文明。良
渚先民用智慧创造了伟大的良渚文明，考
古工作者则用智慧揭示了伟大的良渚文
明，这何尝不是一次跨越千年的对话。

站在时间的纵轴上，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
史的良渚遗址增强了历史纵深感与文化厚重

感，赋予我们更为坚定的文化底气与文化自
信。展厅里的每一件文物看似沉默不语，却已
经道尽千言万语，它们在中华文明历史轴线的
五千年坐标上有力地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它
们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久远的记忆，承载着中华
先民的智慧、中华民族的基因。在良渚，我仿佛
看见了中华文明的曙光，透古观今、生生不息。

站在空间的横轴上，良渚的成功申遗，
让世界认识了这个东方的古老文明，亚运
会上活泼可爱的琮琮，更是让世界见到了
中华文明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现代力量。这
让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中华文化不仅有
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底蕴，更有着旺盛
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创造力，涵养着我们心
灵深处的文化自信。

【作者为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

透古观今，生生不息

国际留言板

玻利维亚留学生张庆华

我已经到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参观过两次了，这里不仅是历
史的记录者，更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璀璨辉煌的见证者。良渚古
城遗址公园以其宏大的规模、丰富的遗存和严格的保护，令我叹
为观止。那巍然屹立的莫角山宫殿区，揭示了良渚社会高度发
达的组织结构与权力中心；庞大的水利系统，让我深刻理解到良
渚文明在农业灌溉、防洪等方面的先进理念与卓越成就，它的科
学性与实用性即便是在现代社会也具有启示意义。良渚文明深
深震撼了我的心灵，让我领略到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独特魅力，
更激发了我对中华文化的深度探究热情。

匈牙利留学生唐梅

良渚文化让我再次体会到中华文明的神奇。我的爸爸
是中国人，我小时候他就告诉过我，中国是唯一的文明没有
中断过的国家。但我只是有印象，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直到我了解到良渚文化，我才明白，原来五千年前，中国就已
经有这么完备的社会体系。生活在良渚的人，有对美的追
求，可以用繁复的工艺在玉器上雕刻出比头发丝还要细的线
条，他们还能召集起很多的人力，造古城、修河道，简直令人
难以想象。更重要的是，良渚的玉器还体现了他们对礼仪的
追求。我觉得，这些都证实良渚进入了文明社会。现在，春
光正好，快约上自己的小伙伴，来一场良渚的踏青之旅吧。

印度尼西亚留学生余铭儿

对良渚文化的探索，让我深刻领悟到中华文明的悠久
辉煌。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获得世界公认，揭开了中华
文明起源之谜，是具有说服力的实证。它的社会制度、城市
建设和农业发展，与古埃及、古印度文明等同样璀璨，让人
惊叹不已。遗址中发现的玉器、漆器、陶器等展示了良渚先
民的高超工艺，让我认识到 5000 多年前的他们也曾享受过
器物之美。古城遗址值得我们国际学生深入学习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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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良渚论坛”有来自91个国家和

地区的300余位政要、艺术家、青年汉学

家以及丝绸之路六大联盟代表出席。人民

日报、新华社、央视等70余家主流媒体进

行了集中宣传报道，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155 家媒体采用转发，全球网络传播总

量超10亿次。

举办“良渚讲堂”“良渚沙龙”“良渚

与世界”等良渚系列学术交流活动 48
场，邀请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敦煌

研究院院长苏伯民、中国博物馆协会理

事长刘曙光等大咖分享交流，线上参与

人数达100余万人次。

申遗成功以来，良渚博物院累计参

观数量 463 余万人次，其中外国游客

达 1 万余人次；良渚古城、瑶山、老虎岭

三大遗址公园累计参观数量 477 余万
人次。

作为一名来自韩国的留学生，这两年我体验了许多中
国传统文化。在担任杭州亚运会志愿者期间，我了解到亚
运会吉祥物“琮琮”的设计灵感便来自良渚文化，这也更加
吸引我参观良渚古城遗址。

韩国留学生金多娟

良渚古城遗址南城墙与水城门展示区良渚古城遗址南城墙与水城门展示区

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

我来讲故事我来讲故事

《良渚》纪录片和《良渚微讲坛》系列

短视频作品译配成多语种全球播出，海

外总覆盖人数近2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