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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年轻人爱上世界遗产
编者按：

建筑学家吴良镛曾说：“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都是从总结自己的遗产开始的。”岁月
流转，带走了很多故事，也留下了很多宝贵财富。长城、故宫、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敦煌莫
高窟等灿烂的世界遗产承载着我们的民族文化，可以说每一处都是一个历史故事，每一处都是
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世界遗产是历史的丰碑，更是岁月的见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是我们每个中华儿女的责任与使命。

年轻人爱上世界遗产
开宗明义，题目即观
点。

①只有让年轻人感受到世界遗产的文化魅力，才能全面实现文
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和传承，展现文化遗产强盛的生命力。每一个
中华儿女，都骄傲于我们拥有长城、故宫、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
敦煌莫高窟等灿烂的世界遗产。世界遗产是亘古文明的见证物，是
自然馈赠的景观地。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中，体现了人类自然观和
遗产观的发展变化。从 1985 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
约》以来，我国已成功申报世界遗产 55 处，成为拥有世界遗产最
多的国家之一。

开篇点题。指出让年
轻人爱上世界遗产的
重要性。

②2019 年，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
五十五处世界遗产。申遗过程中，遗产地对 20 多平方公里的周边
环境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整治，对产业结构进行了优化调整。如今，
良渚古城遗址成为一个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城墙、城门、宫殿、
王陵等古老的文化遗存得到展现，实现了“考古遗址要像公园般美
丽”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理念。

③当这些沉睡在地下的考古遗址得到良好展示以后，年轻人纷
纷前来探访。他们在公园中流连忘返，体会博大精深的文明内涵和
优美的遗产景观，参与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体验新技术带来的沉
浸感受。五千多年的良渚古城遗址真正“活”了起来。

让年轻人爱上世界遗
产的举措一：利用古
遗址公园典范并将其
与文旅活动相融合。

④我们拥有如此多的世界遗产资源，需要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
式进行传播，积极向大众讲述文化遗产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让大
众了解古代的文化遗产与今天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之间的密切关
联。

⑤比如，我们正在策划户外体验型文化遗产节目《万里走单骑
——遗产里的中国》，节目组织专家、嘉宾，探访良渚古城遗址、
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福建土楼、西湖文化景观等世界遗产，并与
遗产地的保护者、研究者、居住者、见证者、体验者相遇、同行，
在互动体验中了解世界遗产的恢弘和伟大。希望通过新颖的节目形
式，使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感受世界遗产的文化魅力，认识
世界遗产的现实意义，让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真正“活起来”。

让年轻人爱上世界遗
产的举措二：通过新
颖的节目形式感受文
化魅力。

⑥保护文化遗产不仅要依靠文物保护部门的努力，更要将行业
部门的工作转变为全民参与的事业，融入大众生活之中，成为年轻
人的生活方式。只有经过不断传播，将文化遗产保护融入城市发展
和大遗址保护等工作中，融入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等
项目中，融入考古发掘和文物建筑修缮等工程中，融入博物馆建设
和发展等事业中，文化遗产才能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理解和参与。
也只有让年轻人感受到世界遗产的文化魅力，才能全面实现文化遗
产的保护、利用和传承，展现文化遗产强盛的生命力。

号召激励，呼吁展望：
全民参与文化遗产保
护，让年轻人爱上世界
遗产。

来源：2021 年 01 月 22 日 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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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警语】
只有让年轻人感受到世界遗产的文化魅力，才能全面实现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和传承，

展现文化遗产强盛的生命力。每一个中华儿女，都骄傲于我们拥有长城、故宫、秦始皇陵及兵
马俑坑、敦煌莫高窟等灿烂的世界遗产。世界遗产是亘古文明的见证物，是自然馈赠的景观地。

【思维串联】

【考点精练】
1.在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内容贴切，每处不超过
25 字。

（1） ，才能全面实现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和传承，展现文化遗产强盛的生命力。每
一个中华儿女，都骄傲于我们拥有长城、故宫、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敦煌莫高窟等灿烂的世
界遗产。世界遗产（2） ，是自然馈赠的景观地。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中，体现了人类自然
观和遗产观的发展变化。从 1985 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以来，我国已成功
申报世界遗产 55 处，（3） 。
2.读写一体化训练（开放性试题）

穿越历史滚滚烟尘，经历岁月几多洗礼，世界遗产成为属于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保护世界
遗产，让自然和历史的馈赠在我们手中继续传承，是我们每个中华儿女的担当与责任。长城、
故宫、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敦煌莫高窟等灿烂的世界遗产，承载着我们的民族文化。在班级
举办的“世界遗产，我们宣传”主题活动上，请你从上文列举的世界遗产中任选一处进行宣传
（至少使用两种修辞手法），写一篇不少于 300 字的宣传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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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十四中 姜玲）

【相关链接】

让文化遗产与生活相遇
透过一块屏幕，在北京“寻访千年运河”，去广东“穿越古今漫游岭南”，到甘肃“一眼

千年云游莫高”……6 月 13 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随着这个日子日益临近，各地纷纷推出
线上活动，让观众在云端就能了解和体验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灿若星辰的文化瑰宝，是历史的丰碑，是珍贵的记忆。漫步“海上花园”鼓浪屿，我们不
一定能想象当年繁盛一时的景象，但一定能在历史风貌建筑散发的闽南韵味、南洋气息和欧陆
风情中，感受到中西文化的交融交汇；置身唐代名刹大雁塔，我们可能无法复原“雁塔诗会”
的盛况，但一定能在二圣三绝碑、西石门楣上的线刻殿堂图中，领略唐代的盛世辉煌；走近陕
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鎏金铜蚕”，我们不一定能体验到汉代鎏金工艺的精湛，但一定能在汉
代养蚕缫丝之繁盛的故事中，了解先人开辟丝绸之路的伟大壮举。放眼神州大地，人文胜迹总
是满载历史，一墙一瓦都是文化，山水之中皆有故事。我们理应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
历史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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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文化遗产，既是历史生活的一个片段，更是民族精神的传承载体。时间无言，但它
却会通过一个个文化遗产，铭刻下历史的文脉、民族的记忆、精神的基因。而凝结在文化遗产
之中的文明底蕴，不仅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座，还为民族的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
深厚滋养。铭记历史沧桑，看见岁月留痕，方能更好延续文化根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应
让文化遗产“养在深闺人未识”，而应让其“飞入寻常百姓家”；不仅要保护好文化遗产，更
应激活其内在的生命力。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文化遗产既然是“遗产”，那也恰恰说明，它与现代生活，是有距
离的。如何缩小这一距离，让文化遗产不只是一件件静止的作品，而是活在当下、活在人们生
活里的有生命物品，这也正是需要持续用力的地方。这些年来，从《我在故宫修文物》《如果
国宝会说话》等节目热播，到创意视频“文物戏精大会”刷屏，再到《故宫日历》、国家图书
馆的《永乐大典》信笺等文创产品热销，这类文化现象也从侧面说明，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仅是激活文化遗产生命力的重要方向，也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文化需求的有效途径。

最好的保护是成为日常所需。历史文化的滋养，既在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历史回眸之中，
也在可感、可知、可参与的日常生活之中。当博物馆“打卡”日益成为公众休闲娱乐的重要方
式，当故宫开发的文创产品频频卖断货，当陕西剪纸、遂昌龙粽等非遗伴手礼受到顾客青睐，
“活起来”的不仅是文化遗产，更有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的历史记忆。文化遗产曾有辉煌的
过去，也应该有闪光的现在，还应充满生机地走向未来。让文化遗产与生活相遇，让它们亲民
而不再“高冷”，有趣但不失厚重，这恐怕是擦亮文化瑰宝的必经之路。

值得高兴的是，遗产日期间，多家网络平台将联合举办“非遗购物节”。一边是古老的文
化遗产，一边是新兴的互联网业态，非遗“触网”启示我们，文化遗产完全可以融入当代生活。
而这，也正是“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
起来”的题中应有之义。

（来源：2020 年 06 月 12 日《人民日报》0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