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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守护文明根脉 促进交流互鉴

编者按：

一个国家对遗产的保护与发展能力，关系到文化脉络的延续、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话语权
的建设，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走向与可持续性动力。保护好、传承好文化遗产，使
其从历史的深处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焕发出新时代的新光彩，不仅是国家和民族永续发展的
长远谋划，也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期盼，更能为世界各国人民提供重要的精神文化滋
养。

守护文明根脉 促进交流互鉴
标题即观点，对偶句
和谐有致。

①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任何国家和民
族都在历史和文明的根脉上成长。历史文化遗产是物质遗产，更是
精神遗产。无论是印刷、刺绣等传统技艺，还是文物、古迹等物质
实体，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下的文化遗产，凝结了人类智慧和精神财
富，是人类文明的传播载体，也是一个民族认识自我、认识世界的
重要工具。

开篇由张澍《姓氏寻
源》中的言论引出历
史文化遗产的话题。

②历史文化遗产是古老的，也是现代的。这些古老的文化符号、
文化密码，启迪着科技文化的创新灵感，深刻影响着当代人的物质
生活和精神世界。保护和传承好文化遗产，不仅彰显历史智慧和人
文情怀，而且能够惠及当下和未来。

③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通过建
立健全各层级博物馆、展示馆、传承保护基地、国家文化公园或遗
址公园，加强历史文物征集，改善文物藏品保护条件，让历史文化
遗存遗址得到了较为科学、更为妥善的保护并留存后世；通过运用
新兴媒介和数字技术，设置互动性强的传统技艺体验活动，切实让
“文物活起来”，让观众更直接、更深入地感知文化遗产的历史魅
力和现实意义；通过培养非遗传承人，扶持传承人创办文化创意产
业，让历史文化更好地融入经济发展大局，增强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历史文化遗产的特点
一：历史文化遗产是
古老的，也是现代的。

④历史文化遗产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近年来，我们广泛举
办各类国际学术研讨活动，创办《印刷文化（中英文）》等双语学
术期刊，开设多语种历史文化传播网站，为历史文化遗产的国际传
播搭建沟通桥梁和研究平台。通过举办面向世界的文化专题展览，
打开文明交流大门，挖掘并讲好文物藏品背后的故事，展示了中华
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历史贡献。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为主
体，开展丝路文明研究活动，体现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
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

历史文化遗产的特点
二：历史文化遗产是
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⑤不忘本来，进一步研究和守护好珍贵历史文化遗产。要探源
溯流，加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系统研究，坚持保护和利用相结合，
深入挖掘历史实物证据，世代传承历史文脉。现在有不少“网红”
博物馆善于运用社交媒体等新兴平台传播古老文明，在增强历史文
化遗产吸引力方面做了有益探索。现代传播手段可以增色添彩，但
博物馆里的文物是老祖宗留下的瑰宝。在鼓励面向市场灵活创新的
同时，一定要坚持文物为本、保护优先，把人文精神、文明内涵高
高托举，为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文化滋养。

⑥吸收外来，加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要共同设置历史文化
研究课题，深化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对话，塑造国际学术交流品牌
项目。广邀世界同行分享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文物收藏、技艺传
承和宣传教育等方面的学术成果，讲清楚古文明全球传播的关键性
问题，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力，讲清楚中华民族文化所蕴含的
人类命运与共的东方智慧，让历史文化更好凝聚各国人民的思想认

研究和守护历史文化
遗产的办法一：吸收
外来，加强不同文明
的交流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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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情感认同。

⑦面向未来，创新历史文化遗产的表达方式。互联网时代，文
化遗产也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博物馆也要会讲故事。坚持专业化与
大众化、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紧跟时代步伐，发挥融合手段，
才能让古老文明吸引现代受众的注意力。要以“融媒体”思维运营
博物馆，加强线上线下传播互动，创造贴近年轻群体的文物展示方
式。中国印刷博物馆正在利用先进媒介技术手段打造数字博物馆，
通过全息影像、裸眼 3D，让印刷机等工业文化遗产实现 360 度影像
展现，为观展人群创造沉浸式传播体验。同时，通过与广播电视台
合作、进驻短视频平台，录制多档文化节目，做好传统文明的现代
表达。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开发文创产品，也是博物馆的生存之道，
有利于历史文化遗产创造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研究和守护历史文化
遗产的办法二：面向
未来，创新历史文化
遗产的表达方式。

⑧人类要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
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蕴藏在历史文化遗产中的精神内涵，是人类
来时的路标，也是未来前行的动力。完成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需
要我们守护好文明根脉，用历史智慧的结晶更好地服务于人的全面
发展和社会进步。

总结收束，重申观点。

来源：2021 年 01 月 19 日第 18 版 《人民日报》 作者：孙宝林

【时代警语】
蕴藏在历史文化遗产中的精神内涵，是人类来时的路标，也是未来前行的动力。完成文化

传承的历史使命，需要我们守护好文明根脉，用历史智慧的结晶更好地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

社会进步。

【思维串联】

【考点精练】
1.依次填入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的语句，排序最恰当的一组是（ ）

吸收外来，加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要共同设置历史文化研究课题，深化国际学术交流
和合作对话，塑造国际学术交流品牌项目。广邀世界同行分享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文物收藏、
技艺传承和宣传教育等方面的学术成果， ， ， ， 。
①讲清楚古文明全球传播的关键性问题
②讲清楚中华民族文化所蕴含的人类命运与共的东方智慧
③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力
④让历史文化更好凝聚各国人民的思想认识和情感认同
A.②①④③
B.①④②③
C.①③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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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②①③④
2.读写一体化训练（开放性试题）

每年 6 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我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自 2006 年至今，我国已举办
15 次相关主题活动，家住美国的 John 对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情况很感兴趣，作为他的好朋友，
请你写一封电子邮件，向 John 介绍相关情况，不少于 500 字。

扫描二维码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公众号
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威海紫光实验学校高三语文 栾丹妮）

【相关链接】

让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之树根深叶茂再吐新枝

6月 13 日，是我国第四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重视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从留住文化根脉、守住民族之魂的战略高度作出了一系列重要

指示。不久前，在山西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

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

历史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历史的血脉。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的生命记忆，是人类创造

力的精神源泉，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展现，是人类永恒的精神家园。

五千年华夏文明博大精深、璀璨独特，创造的灿烂文明早已成为民族延绵的精神血脉。那些散

布在全国各地、城市乡村的文物古迹、人文景观，都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承载

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赓续不绝的厚重基因，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切实保护好老祖

宗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就是保护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要切实保护好老祖宗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必须认识上高站位，深刻认识加强文化遗产保

护的特殊重要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

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

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只有保护和传承好文化遗产，才能让中华民族薪火相传。党中央

高度重视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倾注大量心血，亲自指导推动，为我们守护

好中华民族的共有家园，让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参天大树生发新枝，树立了光辉典范、提供了

科学指引。

要切实保护好老祖宗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必须在行动上高效率，进一步增强时不我待的

紧迫感。铭记历史沧桑，看见岁月留痕，留住文化根脉，近年来，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显

著增强、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实现了现代文明与文化遗产相融共生，呈现良好态势。但是，作

为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不仅属于当代，更属于子孙后代，这种保护不是以十年、百年为计，

而是以百年、千年为计。要清晰地感知保护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责无旁贷的担当精

神把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完整地留给子孙后代，延续好中华民族的文化

根脉，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能为了谋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破坏全社会和后代的利益。

要切实保护好老祖宗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必须在成效上高标准，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

文化遗产的背后，承载着历史的发展脉络，承载着文化自信，彰显着文明的无限魅力。保护好

传承好文化遗产，使其从历史的深处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焕发出新时代的新光彩，不仅是国

家和民族永续发展的长远谋划，也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期盼，更是为世界各国人民提

供重要的精神文化滋养。只有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才能使文化遗产可持续传承和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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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让文化遗产保护的参天大树根深叶茂再吐新枝，展现文化中国、大美中国的独特魅力。在

这一点上，决不能有丝毫的懈怠、丝毫的动摇。

（来源：2020-06-14 中国甘肃网 作者：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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