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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从文化传承中汲取奋进力量
编者按：

文物是文化自信的基石。星散在广阔中华大地上、绵延于岁月长河中的历史文物，正是中
华文化的载体，正是中华文化的折射，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坚固基石。文物是学习历史的课堂。
欲灭其国，先灭其史，历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学习历史，既可以向书本学，也可以向文物学，
后者更具有鲜活、生动的特征。“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过怎样的路？”解答这个
问题，文物就是最好的老师。加强历史文物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让文物从史书泛黄的记
忆里鲜活起来，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

从文化传承中汲取奋进力量
标题一言立骨，片言居要，
表明观点。

①在经济不断发展、科技日新月异的当下，有一种文化
现象受人关注。通过文物讲述历史故事，这类文艺作品穿越
时空、连缀古今，受到人们的喜爱；同时，保护历史文物、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日益成为社会共识。历史文物浓缩着时
间的厚重，承载着集体的记忆，也连接着过去与未来。

开篇以通过文物讲述历史故
事的文艺作品受到人们的喜
爱这种现实引出文物保护的
话题。

②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
有我们今天的成功道路。”从积极协调推动武夷山申报世界
文化和自然遗产有关工作，实现福建世界遗产零的突破，到
从炸药包下抢救文化遗产，使“南方周口店”三明万寿岩遗
址幸免于被摧毁；从治理木兰溪，让千年农业灌溉工程焕发
新的生机，到积极研究、推动“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统
筹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体现着保护与发展
的辩证智慧，更体现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的思想自觉。今天，流连于碧水丹山，徜徉在古
老坊巷，从这片热土的璀璨文明中汲取丰厚滋养，人们更能
感受到这种智慧的难能可贵。

保护文物的重要性之一：从
璀璨文明中汲取丰厚滋养更
好的服务于经济发展和城市
建设。

③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就是保护历史。文物将
历史记忆沉淀其中，使得后人可以睹物思人、透物见史。位
于福州市中心的三坊七巷起于晋，完善于唐五代，至明清鼎
盛，走出了林则徐、严复、沈葆桢、林觉民等重要人物，文
脉悠悠的古老坊巷映照着“半部中国近代史”。故宫文物修
复师精心还原青铜器、钟表、织绣等文物，保持修旧如旧、
实现文物“复活”，就是要让看得见的文物去展现看不见的
历史。文物不是静止的存在，从中可以听见鼓角铮鸣，看见
波澜壮阔，感受历史与文化的脉动。而这样一种对优秀传统
文化的回望，可以带来文化的认同、思想的启迪、精神的激
励，引导我们走好今天的路。

保护文物的重要性之二：可
以睹物思人、透物见史，感
受历史与文化的脉动。

④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红色文物记录着英勇牺牲、顽强
斗争的红色故事，每每让伫立于前的人感受到精神的震撼。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展陈张子清烈士使用过的一只小皮箱，上
面用以固定的 36 颗图钉仿佛是主人身经百战后的累累伤痕，
折射出坚定的理想信念；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陈列着红
一方面军的第一部电台，人们仿佛听到当年传送电报的“嘀
嗒、嘀嗒”声，感受战争年代的军令如山、团结如一；渡江
战役纪念馆陈列着一面渡江锦旗，见证了“百万雄师过大江”
的万丈豪情，也传递着“军民一家亲”的胜利密码……从一
件件红色文物里，可以发掘百年奋斗征程中的闪光故事，可
以真实触摸何谓牺牲、何谓坚守，可以真切感受一个百年大
党的不变初心。

保护文物的重要性之三：红
色文物记录着先烈英勇牺
牲、顽强斗争的壮举，让人
感受到精神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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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历史和文化不仅关乎过去，更关乎现在与未来。历史
文物让那些抽象的历史故事、思想智慧、价值理念能够以具
象化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帮助人们触摸、回味和体悟优
秀传统文化。连接历史与未来，统筹保护与发展，让收藏在
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
的文字都活起来，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
力，用文化凝心聚力，为发展注入精神力量。

保护历史文物的重要意义：
历史文物关乎过去，更关乎
现在与未来。

⑥从五千年文明中走来，从文化传承中汲取奋进力量，
我们必将再创新的辉煌。

照应题目，号召展望。

来源：2021-08-11 人民网
作者：李拯

【时代警语】
文物不是静止的存在，从中可以听见鼓角铮鸣，看见波澜壮阔，感受历史与文化的脉动。

【思维串联】

【考点精练】
1.在下文横线处填入合适的词语，全都正确的一项是（ ）

今天，_____于碧水丹山，______在古老坊巷，从这片热土的璀璨文明中_____丰厚______，
人们更能感受到这种智慧的难能可贵。
A.流连 徜徉 汲取 滋养
B.流连 徘徊 吸取 滋养
C.留恋 徘徊 汲取 营养
D.留恋 徜徉 吸取 营养
2.读写一体化训练（开放性试题）

近年来，博物馆文创的火热、《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等节目的热播、文物领域
与教育的联动加强，说明文物并不只是历史的沉淀、岁月的陈酿，不是一个静止的存在，而是
寄托着文化血脉的传承，与人们的生活和我们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保护利用文物，不是为保
护而保护，而是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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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们触摸中华文化脉络、感受中华文化魅力、汲取中华文化精髓。

阅读以上材料联系实际，请谈谈文物保护的重要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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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宜昌市远安县第一高级中学 徐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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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让革命文物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

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
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

革命文物记录着峥嵘岁月,是革命文化的生动载体。从半条被子一条心,到半截皮带诉忠诚，
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孕育了一个个感天动地的“红色传奇”，书写了百年激荡的“红色篇
章”，承载着革命先辈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见证了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复兴历程，
是我党的“传家宝”。

革命文物是历史最好的见证，更是传承红色基因的“活教材”。湖南是伟人故里、将帅之
乡、革命圣地，是革命文物大省，目前全省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1700 余处，其中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59 处;国有可移动革命文物藏品 8万余件(套)，革命博物馆纪念馆 70 家，全国红
色旅游经典景区 28 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29 处、省级以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58
处，资源总量、重要资源数量均居全国前列。把这些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让革
命文物“发声”，让历史资料“说话”，使其能够持久释放强大的红色力量，既是社会各界的
共同责任，更是当前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载体。

从韶山毛泽东广场，到平江起义旧址，从通道转兵纪念馆，到成为热门红色旅游“打卡”
地的“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众多阅历史风云、浸先辈热血的故居、旧址、遗址等在
湖南各地“活”了起来，红色资源转化成为爱国主义教育资源，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发展资
源。近 3年来，我省共投入革命文物保护资金 2.7 亿元，明确文物保护资金优先用于革命文物
保护项目，将革命文物工作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重要内容。今年 3月召开的全省文物工
作座谈会明确提出，将重点围绕革命文物、博物馆、不可移动文物、考古等方面推进一批项目，
努力建设好“没有围墙的革命历史博物馆”。

革命文物是跨越时空的种子，记录着不朽的历史篇章，凝聚红色信仰的力量。让革命文物
“活”起来，很关键的一环，是推动革命文物数字化建设，运用现代化手段让革命文物生动起
来，为公众提供更加客观立体的服务，让参观者通过珍贵的革命文物，回望波澜壮阔的峥嵘岁
月，真切地感受到红色精神感天动地的精神力量，真正达到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效果。

革命文物是红色文化的实物遗存，承载着红色文化的“根”和“魂”，是红色文化的“精
神高地”，更需要我们努力发掘革命文物深层次精神内涵，讲好红色故事，创新红色研学旅游
模式，设计好红色精品线路，丰富好红色精品课程，做好做实红色教育培训，开发好红色旅游
产品，打造好红色精品游游品牌，让革命文物、旧址遗迹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活水源头”，
凝聚红色信仰的力量，焕发新时代耀眼的光彩。

（来源：2021-04-02 华声在线 作者：王鸣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