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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人公

单霁翔：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文物学会会长、中央文史馆特
约研究员、国家文物局原局长、故宫博物
院原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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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故宫看门人”到“布鞋男团”：
“未来，我就专心做这一件事了”

“我是单霁翔，更喜欢朋友们叫我‘老
单’。原来我是故宫的看门人，现在我是世
界遗产的推广人。”1月31日晚，随着电视
里传出的熟悉声音，一场穿越古今的寻找与
守望正式拉开大幕。

再见单霁翔，依旧是那双熟悉的黑色方
口布鞋和一贯温暖幽默的风格。从故宫博物
院院长任上退休后，从未停歇下来的他这次
赶了回新潮，和几个后生晚辈共同组了个

“布鞋男团”，在文化综艺节目《万里走单骑
——遗产里的中国》里行走万里，探访12处
世界遗产地。

“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愿望，让更多的
人了解世界遗产。”作为自带“流量”的文
博大家，单霁翔一直是各种节目和采访邀约
的红人，但他鲜有接受。谈及加盟这档综艺
节目的原因时，单霁翔直言，就是想通过节
目吸引更多受众尤其是年轻人对于世界遗产
地和传统文化有更为深刻全面的了解，“体
会中华文化之美，感悟中国深厚的文化底
蕴”。

卸任院长重担后，单霁翔有时间实现
“清茶暖灯、书籍为伴”的愿望，看书和写
作的时间翻倍。2020 年，他出版了 6 本
书，其中销量最高的4万册，已经算是畅
销；此外他每年还有近百场讲座，现场受众
加起来可达十几万人次，但这些都无法和线
上综艺节目的影响力相提并论。以单霁翔曾
参加过的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为例，
该节目2017年12月在央视推出后，覆盖观
众超过 8 亿人次，引发 17 亿网络话题讨
论。“而且还都是年轻人”，他向记者直言，
正是这样强大的推广效率，让他决心投身这
样一档介绍世界遗产的节目。

“文化遗产属于我们每个人的记忆，我
们作为传承的一分子，有责任把历史梳理清
楚，把过去和今天告诉未来。”就如过去很
多年里，他总以一种时不我待的精神头不遗
余力地向社会传播着故宫文化一样，单霁翔
觉得在保护之余，更需要向下一代讲好世界
遗产的故事。

“万里走单骑”第一站选择了良渚古城遗
址。该遗址于2019年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由
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5处，和意大利并
居世界第一。事实上，出于收视率的考虑，
良渚古城遗址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现
在只有个遗址公园，可看性比较低”。节目组

内部对此也争论不下，但单霁翔坚
持第一集“应该是也只能是良

渚”。
在国人的认知里，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早已是妇孺皆知的常
识，但是这个结论却没有真正走向世界，正
是良渚古城遗址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并
得到国际上的广泛认可。“良渚古城遗址不但
改写了中华文明史，也改写了世界文明史，
我想不出还有哪里可以替代。”单霁翔说。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令单霁翔深有触
动。去年9月，在“第二届大河文明旅游论
坛暨世界旅游联盟·黄河对话”现场，埃
及驻华大使一番“埃及有五千年文明，比
中国早了两千年”的发言让坐在台下的单
霁翔听得“很伤心”。虽然他在随后的演讲
中立即以“良渚古城遗址”作了有力回
应，但还是对“我们没有把它传播出去”
满心遗憾，也坚定了他“要更多地讲好我们
的故事”的决心。

单霁翔一直记得自己的老师、著名建筑
学家吴良镛先生说过的那句话，“每一个民
族的文化复兴，都是从总结自己的遗产开始
的”。文化遗产像一部部史书，记录着这个
世界的沧海桑田，更使现在的环境焕发着悠
久魅力和时代光彩。在他看来，他的责任和
使命就是让更多的人明白这些世界遗产究竟
发生了哪些故事，这些故事和我们的当代人
血脉相承的东西在何处，这些文化内涵让我
们不至于忘了根，才能使中华民族真正找到
文化自信。“未来，我就专心做这一件事
了。”他说道，眼神笃定而坚毅。

“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来”

“保护很重要，利用也很重要，但都不
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就是传承，把祖先
创造的灿烂文化经过我们的手、经过我们的
时代，完整地传给子孙后代。”这些世界遗
产地，单霁翔都不止一次地到访过。此次率

“布鞋男团”故地重游，无一例外地受到了
当地政府和群众的热烈支持和响应。这让他
在挖掘世界遗产历史信息的同时，有机会重
新审视世界遗产与人、与当下的关系。

“鼓浪屿的故事告诉我们，只有发自内
心重视、认可、挖掘自身文化，才能更好地
形成保护上的长效机制。”每每想起在鼓浪
屿申遗的前后9年间，那些岛上居民自发组
织起来的助申行动，单霁翔都直言“令人非
常感动”：

在岛上生活67年的鼓浪屿家庭旅馆协
会会长董启农组织270多个家庭旅馆开展摄
影、读书等各种文化沙龙，让更多的游客不
再走马观花，而是体验岛上的文化；

一家咖啡馆的老板整理展出数百张家族
传承的老照片，为世界各国的专家一次次讲
述鼓浪屿百年来经历的民族兴衰；

几十位年轻的音乐人聚集起来，发掘整
理鼓浪屿的音乐篇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专家考察组展示鼓浪屿的人文内涵；

鼓浪屿遭遇超强台风突袭后，新老岛民乃
至暂居岛内的艺术家、游客和社会团体等主动
参与到灾后抢险中，迅速摸清灾情，协助清运
垃圾、维护公共秩序、记录救灾过程……

作为著名的旅游景点，鼓浪屿并不需要
通过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来吸引游客，反而用
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来保护自己，对旅游人
数过多的问题做出有效的管理，而每一个鼓
浪屿的居民也都能够感受到申遗的过程是一
个社区文化的积累，重新让人找回理想中
的、记忆中的鼓浪屿的文化，并形成了国际
社区的文化自觉、自信与自豪。同样，良渚
也注重兼顾当地群众的切身利益，调动广大
民众自觉参与遗址保护的积极性，从牙牙学

语的幼儿，到对考古文化感兴趣的大学生，
数不清的年轻人开始发现世界遗产的魅力和
历史文化之美。“保护良渚遗址，传承中华
文明”已逐渐成为当地群众的普遍共识和行
为自觉，良渚古城遗址真正“活”了起来。

“这也正是申遗的重要意义所在。”单霁翔感
叹道。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意味着当下与
过往的深度对话。令单霁翔感到欣慰的是，
今天公众参与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已经深入
人心，未来，随着地方政府和百姓对保护和
利用的认识逐渐深入，对待世界遗产的视野
将会变得更加广阔。他的目标是“把更多文
化遗产保护的故事告诉公众，让更多的人参
与到这项事业中来”。

带着“80”“90”后
走下去，讲下去

良渚水坝比大禹治水早1000年？为何
无为之地的道教青城山诞生了有为工程“都
江堰”？少林寺为何被称为“天地之中”？土
楼 又 缘 何 被 誉 为 “ 神 话 般 的 山 区 建
筑”？……广袤的华夏大地分布着无数文化
遗产，它们不光是物质形态的景观打卡地，
更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解释着过
去，也塑造着当下。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单霁翔亲历亲证了收藏在
博物馆里的文物、散落在广阔大地上的文化
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唤醒了中国人
的文化记忆，以年轻的姿态在新的历史时空
闪耀。在国家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
景下，社会也更加认识到文化遗产传承保护
的价值。他去各地高校演讲发现，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被传统文化所吸引，愿意把未来托
付给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

在二三十年前，单霁翔去欧美的博物馆
参观，最羡慕的就是在展厅里、庭院里，到
处能看到很多年轻人；今天，他无论在中国
的博物馆还是考古遗址公园，也能看到满院
子年轻人，“打心眼儿里激动”。

“今天年轻人喜欢传统文化，喜欢博物
馆，喜欢看我们的展览，这是我最欣慰
的。”在单霁翔看来，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
承不能缺少年轻力量的加持，只有让年轻人
感受到文化遗产的文化魅力，其生命力才会
愈发强盛。

“坚定文化自信，做中华传统文化的忠实
守望者”，这是单霁翔到各地做演讲时最常用
的标题。“我们要守望、保护好我们寻找到的
这些文化遗产，让它们能够世代传承下去。”
在单霁翔的畅想中，有一天，人们会主动要
求传统文化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布鞋男团”每到一处世界遗产地，日
均步行超3万步，实实在在是用脚步丈量世
界遗产。曾有人用“终日奔波苦，一日不得
闲”来形容单霁翔。但“闲”从来不是他追
求的理想生活，乐在其中倒也不觉得苦和
累。在“万里走单骑”途中，单霁翔看到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穿汉服，“这是文化自
信的一种表现，有了文化认同感，才会喜欢
民族的东西。”他说。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
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未来，我
还要当‘看门人’，守护好世界遗产。”历史
需要年轻的讲述者接续，接下来，单霁翔将
带领着新的“80”“90”后历史讲述者走下
去、讲下去，继续在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心
理认同，讲好中国故事。

未来，我还要当“看门人”
本报记者 王慧峰

文化兴国运兴，
文化强民族强。

党 的 十 九 届 五
中全会对文化建设
高度重视，从战略
和全局上作了规划
和设计。其中最重
要的就是明确将建
成文化强国确立为
到 2035 年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远景目标之一。这
是党的十七届六中
全会提出建设文化
强国以来，中央首
次明确建成文化强
国 的 具 体 时 间 表 ，
体现了我们党在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进程中创造中华
文化新辉煌的信心
和决心。

对 于 单 霁 翔 和
他 的 伙 伴 们 来 说 ，
面向未来，把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下去，就是一步步
走 下 去 ， 去 寻 访 ，
去 保 护 ， 去 讲 述 。
2035 很 远 ， 也 很
近 。 一 个 远 景 目
标，需要当下每一
天的关注和努力。

单霁翔：
●从古物—文物—文化遗产，反映出人类认识由注重物质财富，向注重文化内

涵、再向注重精神领域的不断进步。
●当代人并不能因为现时的优势而有权独享，甚而随意处置祖先留下的文化遗

产，未来世代同样有权利与历史和祖先进行情感和理智的交流，吸取智慧和力量。
文化遗产保护不是各级政府和文物工作者的专利，而是广大民众的共同事业。

●考古遗址不能远离今天的社会，而应该成为人们能共享的生存空间，人们能
够在实践中、在感受中了解真实的中华传统文化。另外，我们今天对待文化遗产的
态度，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中，要留下更多文化天地。

●文化遗产不应该是城市发展的绊脚石。当你把它当成是城市发展的负担时，
它就只能蓬头垢面地待在角落里，而当你把它当成是城市发展的不竭动力与文化资
源时，它就立刻站起来，光照四方。

（王慧峰 整理）

近日，纪录片《我在故宫六百年》和文博探索节目
《国家宝藏》第三季相继在央视和B站火热播出。作为
热门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姊妹篇，《我在故宫
六百年》再次聚焦故宫匠人与学者，细腻地呈现了古建
筑修缮的过程和技术，将数百年新旧交替的时光凝练出
一个隽永片段。而《国家宝藏》第三季在文博类综艺热
度大不如前的情况下，单从豆瓣评分来看，甚至比前两
季更受欢迎。

从故宫“石渠宝笈特展”引发的“故宫跑”，到全
网围观江西海昏侯墓发掘的盛况，再到《我在故宫修文
物》《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等一众文博节目的
火热……过去几年里，线下的馆藏展览与线上的影视节
目，曾共同燃起了公众对于文物与博物馆的高涨热情。

文博类综艺热门的背后是国人心灵的寻根需求，一
件件器物、一片片简牍背后绵延的是我们的文脉，淌过
的是在血液里无法更改的华夏基因。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文化习惯和艺术审美。从
修文物到修房子，《我在故宫六百年》 承袭了 《我在
故宫修文物》的一切讨喜元素，用影像记录了故宫在
时代变迁中焕发出的崭新活力。光影交错下，片子没
有用严肃庄重的风格和台词去讲历史，而是牢牢把握
年轻群体的口味，用轻松活泼的叙事吸引观众的目
光，拉近人们与文物之间的距离，让活在历史中的人
与物鲜活起来。从这两部纪录片在B站上居高不下的
评分可以看出，年轻人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着对文
博的热爱，前提是传统也能活泼有趣，足够消解和弥
合古今文化之间的时代鸿沟。

一棵树如何保持生命持续？要有根，要不断抽新
芽，发新叶。“日新又新”才能成就繁花满树。

“许多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对世界遗产的了解往往止
于名称，并未走进去。即便有人走进去，也仅是到此一
游而已，没能带回知识。世界遗产最精华的是什么？它
申报背后有哪些艰苦卓绝的努力？申报成功后给当地居
民带来了什么？我觉得这些故事都需要去讲述。”作为
曾经的政府官员，文化学者单霁翔冒着“不爱惜羽毛”
的质疑和压力带着“布鞋男团”万里走单骑，最终目的
就是想拉近传统文化与年轻人的距离。因为他深知，文
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不能缺少年轻力量的加持——只有
让年轻人了解、感受它的文化魅力，进而爱上它并愿意
为其付出心力，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才不是一句口号，
世界遗产的生命力才会愈发强盛。

要有根，要不断抽新芽
本报记者 王慧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