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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毛军吉

摘  要：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

必须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引领文物工

作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将为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同

时要处理好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为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最坚实的文化根脉。

关键词：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利用

中图分类号：K87;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2024）05-0064-04

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

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见证着中外文明的交

相辉映，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

养，也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利用和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作出 180 余次重要指示批示，

亲自调研考察 100 多处文物古迹、革命旧址、文

博场馆，深刻回答了事关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

了我们党对新时代文化遗产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我们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基本遵循，进一步保

护传承利用好文化遗产，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

处理好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在保护中发

展、在发展中保护，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

供最坚实的文化根脉。

一、文化遗产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

脉和重要载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物承载灿烂文明，

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

们的宝贵遗产”[1]，“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

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

于子孙万代”[2]。包括各种文物在内的文化遗产是

历史的见证，是中华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承载灿烂文明，

维系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是我们

国家的文化名片，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非物质

文化遗产，如传统表演艺术、手工艺技能、节庆

活动、岁时节令、民间信仰等，都是中华民族智

慧的结晶，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只有保护传承利用好宝贵的文化遗产，才能更好

地延续中华血脉，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文化遗

产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源泉，保护好、

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对于坚定文化自信、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进民族团结、凝聚

人民力量、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具有重大意

义。合理利用文化遗产，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利于维护世界文化多样

性和创造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承载着

中华民族基因与血脉的历史文化遗产，既是见证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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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新时代推进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

二、保护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和人

民负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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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历史文化遗产不仅

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

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

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4]

目前我国登记在册的国有可移动文物 1.08 亿

件（套），不可移动文物 76.7 万处，它们零星而

又耀眼地散落在广袤无垠的中华大地上，散发着历

史的余香，其中所蕴含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不

可估量。珍贵的文化遗产在赓续中华文脉以及中华

现代文明建设中具有不可再生、不可替代性，必须

加强保护传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物和文化

遗产活化利用工作取得显著进展，成绩斐然，但保

护任务非常繁重，文物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一是我

国文化遗产资源总量大、种类多、分布广，一些文

物受到自然破坏。农村地区、偏远山区、少数民族

地区的文化遗产占有很大的份额，而这些地区远离

中心城市，交通不便，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在一定

程度上增加了保护传承难度，一些文物受到自然侵

蚀而损坏。二是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

化、旅游产业化加速推进过程中，一些文化遗产受

到人为损毁。一些历史悠久的老城区遭到破坏，有

的城市谋划搞古城重建，简单复古，搞“拆真古迹、

建假古董”，一批古建筑、古遗址、工业遗产被破

坏。三是一些地方政府对历史文物保护工作不够重

视，在人力财力精力方面投入不足。一些地方政府

在制定文化遗产保护方案时，忽略文化遗产资源丰

富的区域。如，湖南省永州市是历史文化名城，道

县玉蟾岩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玉蟾岩出

土了人类史上最早人工栽培的水稻，2021 年 10 月

18 日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还有道县

福岩洞古人类遗址发现 47 枚具有 8 万至 12 万年前

的人类牙齿化石——2023 年 3 月湖南省颁布的《湖

南省历史文化和文物保护国土空间专项规划》中，

却没有将道县纳入“精准划分重点保护功能区”“整

体保护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源功能区”。四是一些文

物保护单位缺乏专业人才，缺乏专业保护、修复能

力，导致文化遗产在“保护”过程中遭受损毁。如，

2020 年 5 月 2 日河南大学正在修缮中的明伦校区

大礼堂发生火灾，造成该校百年标志性建筑的坍塌

损毁。五是文化遗产没有“活”起来。由于文化遗

产数字化进展比较慢，大量珍贵古籍中的文字没有

“活”起来；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展览展示和活

化利用不够，没有“走”出来。诸如此类问题，严

重影响了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需要引起高度重

视，必须进一步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和措施。

三、始终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放在第一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

遗产精心守护好，“要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放在

第一位”[5]。我们一定要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始终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放在首要位置，保护好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生生不息的根脉。

一是建立健全文物资源资产管理制度。建设

国家文化遗产资源大数据库，加强相关领域文物

资源普查、名录公布的统筹指导，强化技术支撑，

引导社会参与；健全不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

进一步督促各地把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纳入国土空

间规划编制和实施；制定“先考古、后出让”的

制度设计和配套政策，对可能存在历史文化遗存

的土地，在依法完成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不

得使用；督察落实主体责任，深刻汲取国内外重

大文物灾害事故教训，强化隐患整治，增强历史

文化遗产防护能力；加强执法督察，规范举报流程，

严厉打击文物犯罪 [6]；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人

才队伍建设，要在科研单位和省属高等院校依托

优势学科、特色资源合力推进考古学科建设，不

断培养壮大考古人才、文博人才队伍；建立健全

招才、引才、留才、用才、育才全周期管理培养

机制，寓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于重大科研项目中，

培育多学科复合型人才和创新性领军人才。

二是继续做好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

阐释工作。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联合攻关机制，

建立文旅、科技、自然资源、住建、工信、文物

等职能部门协调高校、科研院所联合攻关的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机制，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充分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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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结

合。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要

让有形的乡村文化留得住，充分挖掘具有农耕特质、

民族特色、地域特点的物质文化遗产，加大对古镇、

古村落、古建筑、民族村寨、文物古迹、农业遗迹

的保护力度 [7]。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文化精神、文

化情怀，从其蕴含的丰厚精神财富中汲取精华和智

慧、提炼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我国是非

遗大国，从传统技艺到传统礼仪、节庆等非遗，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活态呈现。目前我

国共有 43 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和名册，居世界第一。全国已建设非

遗工坊 2500 余家，其中 1400 余家位于脱贫地区。

2020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加强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

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要让活

态的乡土文化传下去，深入挖掘民间艺术、戏曲

曲艺、手工技艺、民族服饰、民俗活动等非物质

文化遗产。少数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较

丰富，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支持

和扶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四、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放在第一位，同时要合理利用，使其在提供公共

文化服务、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方面充分

发挥作用 [8]，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

一是全面推进文化遗产活化利用。习近平总

书记反复强调，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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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要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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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老百姓的日

常生活中，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

让文物和文化遗产所蕴含的历史知识、传统文艺、

科学智慧等内容，转化成富有时代特征的现代生

活要件，满足当代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要

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

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10]。

二是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

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革命

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围绕革命、

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

研究确定一批重要标识地，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发扬

优良传统，培育时代新风新貌。丰富党史教育形式，

打造精品展陈，建设好具有鲜明特色的思政课，坚

持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着力创新讲述

方式、话语表达、呈现形式和传播渠道。以习近平

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健全红色文化监督评估机

制，加强社会监督，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坚决杜绝

“低级红”“高级黑”。打造内容红、形式潮，不

枯燥、不戏说的红色文创产品，培育形成“叫好又

叫座”“打卡又刷卡”的规模化红色文化产业。

三是以“绣花”功夫保护传承历史文化遗产。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

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将“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融入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的活态传承。在文化遗产丰富的城乡建设中，要

突出地方特色，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

功夫，注意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和城乡风貌，避

免“千城一面、万楼一貌”， 将历史文化保护传

承工作融入城乡建设，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11]，构建多层

级多要素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近年来，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下和党中央的精心部署与

推动下，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国家

文化公园扎实推进，沿线文物和文化资源家底不

断夯实，保护状况持续改善。我们要继续统筹好

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既要改善人居环境，

又要把老城区改造提升同保护历史遗迹、保存历史

文脉统一起来，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

四是推动文明对话，促进交流互鉴。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

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

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

慧的优秀文化。”[12] 蕴含着丰富历史智慧和深厚

文化底蕴的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文明交流互

鉴是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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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文物和

文化遗产国际交流活动，有力地推动了世界文明

对话，促进了文化交流互鉴。我们要进一步发挥

文物和文化遗产进出境展览、联合考古、文保援助

等项目在促进民心相通、保障合作共赢、提升国家

形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重点加强对非洲、“一带

一路”沿线等受众国家特征的研究分析，建设一批

熟悉国际话语叙事方式在国内具有权威性和在国际

上具有影响力的国际高端智库，宣介中华文明重要

标识，提升我国在文化交流交往中的国际话语权。

五是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2024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强调，要探

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

化业态，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我们要

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大力实施科技赋

能文化产业创新工程，充分发挥科技力量在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中的作用，将文化遗产保护科技纳

入国家创新体系。打造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数智超

级平台，通过传播中华文化进一步壮大主流价值、

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打造文化遗产价值实现高地，

孵化文博文创衍生产业，推动文化数字资产价值

转化，实现数字文博资产可观看、可交易、可交互、

可开发、可衍生。积极探索数字科技、人工智能

与文物和文化遗产价值表现的深度融合，增强中

华文化传播力吸引力，向世界推介更多具有中国

特色、凸显中国精神、蕴含中国智慧的中华文化。

六是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

文化遗产是推动文旅融合的宝贵资源。要加大沉

浸式文旅全产业链开发，加强省、市、县三级统

筹规划，整合文化遗产资源，优化线路，突出特

色，打造品牌。拓展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评价方法，

构建文旅资源开发价值评价指标。实现文旅资源

保护和利用的良性循环，以省级区域为单位建立

文旅数据库，形成空间地理库、影像音频库、文化

历史库、商贸消费库、剧本故事库等，形成线上线

下融合新模式，把文化遗产转化为旅游业的持久魅

力。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打造更多具有历史

文化标志性的文旅融合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

实现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

的融合发展，走独具特色的中国旅游发展之路。

历史文化遗产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

更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创造力。保护传承好

历史文化遗产，正确处理好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的关系，既能增强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和可持续性，

又能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满足人民精神文化

生活需求，在新时代展现新作为。我们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建立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构，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

察制度，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

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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