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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日，“新视野下文
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国际
论坛举行。围绕会议主题

“文化遗产的探索与永续”，
与会国内外嘉宾就“文化遗
产的教育与实践”“文化遗产
的发展与创意”“博物馆的活
化与创新”等话题进行了主
题演讲。

在专题论坛上，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原执行理事会主
席 章 新 胜 以《讲 好 中 国 故
事，要学好用好共同体思想
和生态文明理念》为题，讲
述了新视野下文化遗产的可
持续发展。他表示，面对突
如其来的疫情，且处于百年
变局中，我们必须了解世界
变化的大趋势，了解为什么
人类终将走向生态文明新时
代。“面临地球危机，我们不
得不改变和转型。从工商文
明演进为一种新的文明，是
文明演替的必然趋势。”章
新胜说，“不谋全局，不足以
谋一隅；不谋一世者，并不
可谋一时。”

在随后的采访中，章新
胜谈到，在世界大变局的背
景下，文化遗产起到了独特
的作用，通过它，文化交流
互鉴。

与会嘉宾与学者一致认
为，在全新的社会发展环境
和视野下，文化遗产对社会、
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至
关重要，既包含对当代及后
代的内在价值，更从多方面
为社会创新、经济发展、文明
交流互鉴作出重要贡献。全
球学者与专家应努力寻找创
造性方法，强化合作频度和
深度，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
共享的协调发展，为促进世
界文明交流与对话发挥积极
作用。

对于中国与国际文化遗
产事业的发展，与会嘉宾认
为，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
已进入改革与创新的新时
期。文化遗产是传承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推动生态文明
建设、促进中外相互包容与
尊重的重要载体；加强文物
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内
容。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新
发展不仅与消除贫困、文化
产业发展、可持续旅游、生态
系统保护等重要议题紧密结
合并取得了卓越成效，还能
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更
多新机遇，从而向世界传递
中国声音。

受访中，单霁翔还透露，香
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将于 2022 年
7 月 1 日开放，将有不少于 600
件（套）展品展出。

据悉，香港故宫文化博物
馆位于香港西九文化区，由北
京故宫博物院与香港西九文化
区管理局合作建立，是北京故
宫博物院在内地以外的首个合
作项目。单霁翔在回答记者提
问时介绍，开馆后，该馆长期将
展出不少于 600 件（套）展品，加
上临时展览，展品可能在千件
（套）左右。他说：“展品会常换
常新，还会有香港本地收藏家
的藏品在此展出。”

单霁翔提到，北京故宫博
物院与香港有着长期的合作，
此前几乎每年都有大型展览在
香港的博物馆举办，与香港的
文物部门及博物馆相关部门合
作顺畅。作为一个土地高密度
利用的城市，香港如何进行文
化遗产保护？单霁翔表示，香
港 提 供 了 非 常 好 的 经 验 。 从
2007 年开始，香港就实施“活化
历史建筑伙伴计划”。“把历史
建筑，在政府投资修缮、制定政
策前，通过政务公开，与市民共
同商议修缮完以后做什么。”单
霁翔还提到，对于修好后谁来
运营、如何运营等，香港也有值
得学习的地方。

他还建议，未来，可以通过
粤港澳大湾区共同的文化，发
展、交流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
技术。

作为此次“读懂中国”国
际会议的研讨会之一，备受
关注的国际抗疫合作与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研讨会于12
月 3日举行。2日，围绕该研
讨会主题，中国社会科学院
行为经济学实验室执行主任
姚宇接受了媒体采访。他表
示，要理性看待新变异毒株
奥密克戎，目前有效的疫情
防控政策、方式、手段要继续
坚持。同时，面对新冠病毒，
全球必须联合抗疫。

现有防疫政策
继续坚持

近日，奥密克戎变异株
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出
现，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
对此，姚宇表示，奥密克戎的
出现，从技术层面来讲，大家
认为这是新的新冠变异病
毒，传播力更强，风险或更
大；但从政策角度来说，该新
毒株的出现并没有影响整个
抗疫思维，“我觉得除非新冠
病毒变异后跟之前的传播特
性有显著区别，可能我们要
对应调整或提升防疫政策，
否则现有的防疫政策依然有
效，我们在实践过程中一些
有效的政策、方式、手段还要
继续坚持下去”。

在他看来，奥密克戎等
新毒株的出现，提醒着各个
国家要采取更有效、更积极
的防疫措施，“特别是一些在

中国等国家被实践证实有效
的工作方式，可能要在全世
界范围内进一步去采用”。

应更好开展
国际抗疫合作

姚宇也表示，新毒株的
出现，提醒各国要更好地开
展国际抗疫合作，共建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奥密克戎
毒株的出现，以及之前的德
尔塔毒株的流行，其实都跟
没有在毒株出现的萌芽阶
段快速清理、选择消极抗疫
有关。如果在新毒株刚刚
出现或者在少数人群里传
播时，就采取积极的防控措
施，控制、消灭病毒，那病毒
变异的机会会大大减少”。

姚宇同时表示，人类命
运共同体已是一个存在的
既定事实，人类命运共同体
包括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
体，为了更好地生活在地球
上，人类必须承认、接受这
一事实。“面对新冠病毒，不
可能独善其身。自己的事
做好了，还要去关心、帮助
别国的防疫情况，帮助别人
就是在帮助自己，全球必须
联合起来抗疫。随着对病
毒认知水平的提升、对整个
疫情发展规律理解的不断
深化，人类控制病毒的能力、
理念都会不断提高。我想，
未来，我们这个地球将会变
得越来越美好。”

羊城晚报讯 记者侯梦菲报道：12
月 2 日，“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上演了
一场精彩的区域文化“碰撞”——“岭
南文化与闽南文化：广州对话泉州”。
现场，穗泉双城宣传部门签署合作协
议，双方将在城市宣传、影视文化、文
旅项目、侨乡文化等领域，展开深度对
话与全方位合作，助力岭南文化和闽
南文化焕发新的活力。

广州和泉州——两座既古老又
现代的城市——有着十分深厚的渊
源和缘分：同为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
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城市
和全国著名侨乡，如今都在积极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打造独具特色的城
市文化品牌。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八周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日前举行的第三
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强调，地
方要找准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定位。
要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深入阐释共建

“一带一路”的理念、原则、方式等，共
同讲好共建“一带一路”故事。这也为
穗泉双城合作带来新契机。

签约之后的对话环节，来自两地
的学者、专家、作家，开启了一场从历
史到现实的对话。中山大学中文系教
授董上德认为，广州和泉州都拥有深
厚的文化积淀，文化结构相似，岭南文
化和闽南文化也有不可忽视的亲缘关
系，穗泉对话是可以同频共振的。

在讲好岭南故事和闽南故事方
面，广州和泉州都在不断探索和尝
试。今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
洋商贸中心”申遗成功，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
长丁毓玲参与了此次申遗的全过程。
在她看来，申遗的过程，也是向世界讲
好闽南故事乃至中国故事的过程。

着力讲好岭南故事，广州也有新
尝试。董上德举例称，最近结束的曾
小敏粤剧艺术全国巡演，走了全国很
多个地方，很不容易。广州博物馆馆
长吴凌云则表示，广州博物馆拥有 13
万件文物，未来希望可以和泉州加强
交流，通过文物讲述好中国故事。

羊城晚报讯 记者董柳报
道：12 月 2 日，“中美气候变化
合作”对话会于2021年“读懂中
国”国际会议（广州）召开期间
成功举办。多位密切关注中国
发展的国际前政要与国内相关
领域领导、知名专家、学者应邀
参会。围绕会议主题，与会国
内外嘉宾就“COP26 后的全球
气候治理及中美合作”“中美能
源转型与技术合作”“碳定价与
气候金融”等话题进行了深入、
热烈的讨论。

嘉宾们一致认为，全球极
端气候发生的频率前所未有，
携手应对世界气候变化是中美
体现大国担当义不容辞的责

任。COP26（第 26 届联合国气
候变化大会）的及时召开为解
决全球气候变化指引了前进的
方向。正如中美达成强化气候
行动联合宣言所指出的那样，
中美双方继续共同努力，采取
强化的气候行动，有效应对气
候危机；与会专家学者同意定
期举行会议以应对气候危机并
推动多边进程。

此外，2060 年前实现碳中
和是中国既定国家发展战略和
目标，围绕气候变化和碳中和
开展国际合作是中国外交的重
要组成部分。通过开展中美在
气候变化与碳中和领域的合作
与对话，有助于扩大中美利益

汇合点，促进中美关系改善，优
化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国家创新与发展战
略研究会（简称“国创会”）支持
清华大学与加州大学联合开展

“中国-加州碳市场合作研究”，
并发布联合研究进展。

外交部北极事务特别代表
高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
学院法学教授、埃米特气候变
化与环境研究所联合主任王立
德，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
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徐华清，加
州能源委员会前主席鲍勃·维森
米勒，加州-中国气候研究院主
任戴凡，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总
裁孟萌等以视频形式参会；中国

科学院院士秦大河，国创会副会
长、中国科学院大学常务副校长
王艳芬，国务院原参事、中国可
再生能源学会原理事长石定环，
国创会副会长、国家发改委能
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国家
能源局原副局长吴吟，国创会
碳中和智能化产业创新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
研究所教授肖炘，清华大学能
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希
良，武汉大学气候变化与能源
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齐绍洲，暨
南大学校长助理、环境与气候
研究院院长邵敏，中美合作基
金会执行主席约翰·米勒·怀特
等嘉宾现场参会。

应对气候变化 体现大国担当
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对话会成功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同意定期举行会议

以应对气候危机并推动多边进程

香港故宫
文化博物馆
明年开放

岭南闽南
文化同频共振
穗泉双城

签署合作协议

羊城晚报记者 谭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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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
架起文明互鉴新桥梁

羊城晚报记者 谭铮 柳卓楠

中国社会科学院行为经济学实验室执行主任姚宇：

理性看待“奥密克戎”
全球必须联合抗疫

羊城晚报记者 罗仕

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多方合
作，不同角色应发挥怎样的作
用？在论坛后的采访中，单霁
翔回答了羊城晚报记者的这一
提问。

他表示，当文化遗产保护关
注到普通人生活的社区、街区、
传统村寨、民族村寨等内容，就
已从保护静态为主的遗产，变成
了保护更多活态、动态的遗产。

“这与我们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

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单霁
翔说，在这种情况下，保护文化
遗产不再是政府的“专利”，更不
是文物部门的“专利”，而成为了
一般民众都应该有权利参与和
有责任保护的一项事业。

他提到，要把更多的文化遗
传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
权和受益权赋予民众，“让人们
知道我们的生活中就有文化遗
产。不要把文物保护只视为专

业部门、系统或行业的工作，它
需要社会公众的支持与参与。”

单霁翔以故宫的一个宫廷
戏楼为例，讲述了文物保护的发
展方向。他谈到，以往对于文物
的保护大多是修缮后将其珍惜
保护好，采用的方式是把它“锁
起来”。“但到了今天，我们可以
把它交给社会，让公众合理地、
正常地使用，这样它才会越来越

‘健康’。”

“从 2004 年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
葬，2005年的澳门历史城区，2006年的河南安
阳殷墟，2007 年的广东开平碉楼与村落……到
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中
国一跃成为全球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国
家。”12月2日，2021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
州）举行期间，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
翔在出席“新视野下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专
题论坛时，向与会嘉宾分享了文化遗产保护在当
下的状况。他表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真正的
目的是把我们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经由我们
——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城市——健康地、完整
地、真实地传给子孙后代”。

2 日，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对话会在 2021 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上举行

单霁翔

姚宇

本版图片/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 摄

章新胜

论坛上，单霁翔介绍，中国
现代考古学的起步就是国际合
作。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
生和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等人
发现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河南
仰韶遗址，并在仰韶遗址开始了
考古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
学的大幕。“百年来，中国考古学
家在中华大地上勤奋地发掘、研
究、探索，逐渐使我们更加明晰：
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在谈到中国当前的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时，单霁翔表示，当
下，中国不仅关注文化要素的遗
产保护，同时开始关注文化与自
然要素共同生成的文化景观的
保护；不仅关注静态的文化遗产

保护，同时关注村落、历史街区、
工业遗产、农业遗产等动态的遗
产保护；不仅关注古代的历史史
迹，同时关注20世纪以来当代的
遗产保护；不仅关注一座桥、一
个古建筑群等点面的历史建筑，
同时关注历史文化线路中线性
文化遗产的保护；除了宫殿、寺
庙等纪念性建筑的保护受到关
注外，乡土建筑、传统民居等寄
托着人们乡愁的文化与生活也
受到了关注。

他指出，长期以来，学界争
论到底是保护重要，还是利用重
要。“到了今天，我们看到，保护
不是目的，利用也不是目的，真
正的目的是传承。我们祖先创

造的灿烂的文化，经由我们——
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城市——健
康地、完整地、真实地传给子孙
后代，这才是真正的目的。”

单霁翔还表示：“文化遗产，
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独有
的，它是人类共同的遗产，所以
必须加强国际合作。通过加强
国际合作，才能共同努力应对今
天的气候变化，应对损害文化遗
产的行为，文化遗产才能得以

‘长治久安’。”

保护利用，传承才是目的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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