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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提出，我国将依托长城、大运河
等重大历史文化遗产，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形成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
《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明确坚持保护优先、强化传承，文化
引领、彰显特色。随着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和长江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
逐步深入，流淌在中国人血液中、凝结在共同记忆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
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将以国家文化公园为载体展现出永恒的魅力。

国家文化公园的保护与传承
文明的标识尧精神的象征尧文

化的载体

国家文化公园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深

厚内涵，是国家文化的重要象征，也是中

国人民乃至世界友人了解、感知、体验中

国历史与中华文明的时空标识。

国家文化公园和国家公园从名称

上来看，是非常相近的概念，无论是学

界还是实践中都有混淆的情况。国家

公园的概念最早源自于美国，1872 年

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后

为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所采用。据

不完全统计，全球有超过 1200 个国家

公园。1872 年，美国《黄石公园法》宣布

将黄石河源头地区保留为“公园或娱

乐地”，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

的诞生。黄石公园具有的地域广阔性、

风景壮丽性、荒野原始性等特征塑造

了美国国家公园的基本标准。美国现

有 62 座国家公园，认证标准有三：一

是标志性意义；二是独特的地质地貌、

不同寻常的生态系统；三是人们在此

娱乐休闲的可行性。

我国国家公园正式开始的时间是

2017 年 9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

案》。2021 年 10 月，我国正式设立了三江

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

夷山首批 5 个国家公园。目前进入国家

公园候选队列的有几十个。国家文化公

园多了“文化”两个字，也正是这两个

字，代表了国家文化公园和国家公园

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国家文化公园承

载着中华文明的深厚内涵，是国家文

化的重要象征，也是中国人民乃至世

界友人了解、感知、体验中国历史与中

华文明的时空标识。国家公园侧重于

生态自然的保护，有一个清晰的边界。

国家文化公园涉及除海南省、港澳台

外的全国 30 个省级行政区，没有确切

的地域边界。

“国家文化公园”由我国率先提出，

它更多的是文明的标识、精神的象征、文

化的载体。比如，长城文化是天下一统、

众志成城的文化；是大漠孤烟、凿空中西

的文化；是金戈铁马、封狼居胥的文化；

是坚韧不屈、血荐轩辕的文化；是雄关漫

道、交流交融的文化；是道阻且长、行则

将至的文化，等等。同样，大运河本身就

是一条流淌着的文脉之河，是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的和合文化；是聚沙成塔、功不

唐捐的琢玉文化；是各美其美、相互融通

的多元文化；是残月扁舟、舍我其谁的抗

争文化；是小桥流水、古道西风的乡土文

化；是千金报德、撄而后宁的上善文化；

是背水牵滩、逆水行舟的铸魂文化；是吐

故纳新、生生不息的传承文化。长征文化

作为中国革命文化的壮丽诗篇，是鱼水

情深的军民文化；是解民倒悬的唤醒文

化；是顶踵捐糜的热血文化；是砥柱中流

的自觉文化；是雄关漫道的铸魂文化；是

信念如磐的革命文化；是乐观向上的纯

真文化；是肝胆相照的民族文化；是破

茧化蝶的浴火文化。黄河是中华民族

的根和魂，黄河文化的民本精神、创造

精神、抗争精神、融合精神、奉献精神、

凝聚精神、守望精神、善治精神都深深

地凝结在中国人的血脉里。长江同样

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从巴山蜀水到

江南水乡，千百年来，长江流域以水为

纽带，连接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形

成经济社会大系统，至今仍是连接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重要纽带。

要方案先行尧规划先行尧保护
先行

国家文化公园是一项重大文化战略

工程，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必须胸怀

“国之大者”，注意点和线、古和今、形和

魂、人和物、中和外等内在逻辑关系，要

方案先行、规划先行、保护先行。

渊一冤野点冶和野线冶的关系
既然是国家文化公园，我们的关注

点就不应该局限于一个景区、一个场所，

而应由点到线，以线串点，还要看到纵横

交叉所形成的内涵更丰富的点。

德国格林童话之路是联邦德国政府

为纪念童话大师格林兄弟诞辰 200 周

年、于 1975 年规划而成的一条旅行线

路。从哈瑙到不来梅，这条长约 600 公

里的童话之路是德国最古老的度假线路

之一。它将 70 多个与格林兄弟童话故

事息息相关的城市、乡镇和州串接起来，

如同一本多彩的画册。我们在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尤其是文旅融合板块还有很多

文化资源要发掘、要保护、要宣传。

提起长征，容易让人想起湘江战役，

此战役虽以“湘”命名，却发源于广西境

内。在湘江上游，从越城岭和都庞岭中穿

过了一条狭长的平原带———湘桂走廊。

湘桂走廊位居五岭之末脉、控三湘之上

游，东依龙虎四关之雄、北据湘漓两水之

险，入则扼百越咽喉、出则抚五溪项背，

作为连接湘桂两省的交通要道，其重要

性不言而喻。沿湘桂走廊，“品”字形分布

着三个县城：全州、兴安、灌阳。红军强渡

湘江时，湘军在北，桂军在南，中央军在

后，1934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初，这个铁

桶一般的“死亡三角”，硬是被红军战士用

血肉之躯撕开了一个口子，奠定了伟大长

征的胜利基石。一军团二师五团政委易荡

平在脚山铺阻击战中英勇就义，年仅 26

岁；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血战被俘后断

肠就义。长征这条“线”上这样的“点”还有

很多，比如四渡赤水，也是一条文旅融合

线路，以通道转兵为起点，也是以遵义会

议为标志的伟大转折之旅。

渊二冤野古冶和野今冶的关系
关于“古”和“今”的关系，既不能为古

而古，保护古迹、爱护文物，继承传统，传

承文化，不是简单的“仿古”，更不能人为

“造古”。同时，也要注意“今”。比如，五大

文化公园沿线、流域，在新中国成立后、改

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发

生了哪些天翻地覆的变化，铸造了哪些必

将载入中华民族史册的伟大精神。

长征途中的“古”文化。贵州省习水县

土城镇，因长征途中的土城战役而更著

名。土城古镇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建制历

史可以上溯到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距今 2100余年。土城镇“滨播枕

永，襟合带泸”，水陆交通方便，自古为兵

家必争之地，明代四大军事设施九龙屯、

七宝屯、金子屯、天赐屯，以及明代养马司

都是历史的证明。现如今，土城这个几万

人的小镇，却拥有 9 座博物馆：四渡赤水

纪念馆、中国女红军纪念馆、红军医院纪

念馆、红九军团陈列馆、贵州航运博物馆、

赤水河盐文化陈列馆、土城古镇博物馆、

毛泽东四渡赤水陈列室、朱德与四渡赤水

陈列等。近千年的历史底蕴，农业文化和

商业历史的痕迹，还有那段浓墨重彩的红

色印记，是留给土城最珍贵的宝藏。

《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北宋时期都城

东京（今河南开封）的状况，主要是汴京

以及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和繁荣景象。

据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为满足

市民夜生活的延长，当时开封城里还出

现了“夜市”“早市”和“鬼市”。各种店铺

的夜市直至三更方尽，五更又重新开张，

有的茶房每天五更点灯开张至晓即散，

谓之鬼市子。

鲁迅《花边文学·〈又是‘莎士比

亚’〉》中说：“真的，‘发思古之幽情’，往

往为了现在。”也就是说，国家文化公园

的建设，要考虑“古”与“今”的关系。

渊三冤野形冶和野魂冶的关系
不管是景区、景点还是公园、街区，

再往大的方面说，保护区、开发区等，作

为国家文化公园，最主要的是“形”“魂”

兼备。这个“魂”，简单地说就是核心精

神、文化底蕴。因此，要避免有“形”无

“魂”，“形”大“魂”散，无“形”造“魂”。

“黄河宁，天下平。”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治理黄

河的历史也是一部治国史。”

郑州黄河博物馆成立于 1955 年，位

于郑州花园路与迎宾路交叉口，迎宾路

402 号。黄河博物馆作为世界上最早成

立的江河博物馆之一，截至 2016 年是中

国唯一一座以黄河为专题内容的自然科

技类博物馆。2021 年 10 月 30 日上午，

黄河标志和吉祥物在黄河博物馆正式发

布，古老的黄河文化正式跨入超级 IP 时

代。黄河吉祥物由 6 个分别以“少年轩

辕黄帝、少年河洛郎、仰韶彩陶娃、少年

黄河龙、黄河鲤鱼、镇河铁牛”为创意，被

亲切地叫做“黄小轩、河小洛、宁小陶、天

小龙、夏小鲤、平小牛”的“河宝”组成，与

“黄河宁，天下平”主题口号相呼应，表达

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美

好愿景。黄河标志设计灵感据说来自于

指纹和彩陶纹，寓意黄河文化是中华民

族的根和魂。

“中国黄河文化之乡”———河南省武

陟县，这里的历史、地域、民风、民俗、文

化基因里都浸泡着黄河的影子。相传，当

年周武王伐纣路过此地，登高望远，得名

陟。位于黄河中下游分界线上的武陟县

“黄河第一观”嘉应观，是治河史上的标

志，嘉应观被称为“小故宫”，又名“黄河

龙王庙”，是清代治理黄河的指挥中心，

也是新中国引黄灌溉第一渠———人民胜

利渠的建设指挥部。

清康熙末年，武陟黄河先后 5 次决

口，康熙派四子雍亲王亲临堵口。雍正继

位后，特下诏书建造嘉应观。嘉应观里供

奉着 10 位治河功臣：东大殿供奉的是西

汉的贾让、东汉的王景、元朝的贾鲁、明

朝的潘季训和明初著名农民水利家白

英；西大殿供奉的是明朝工部尚书宋礼，

明朝兵部尚书刘天和，清朝三位治河总

督齐苏勒、稽曾筠和林则徐。

阅读了李准的小说《黄河东流去》，

我第一次为黄河水患所震慑：到了黄昏

时候，天空中忽然出现了奇异的景象。天

忽然黄了！它不像晚霞夕照，也不像落日

余晖，却像是一层几十丈高的黄尘和水

雾弥漫在天空。接着狂风呼叫起来，这风

也怪，它是从地面溜过来的，不见树梢有

大的摆动，却把地里的麦子，路旁的野草

吹得像捺住头一样直不起腰来。这时，大

家在街上站着，忽然感到两条腿上直发

凉！紧接着一阵呜———呜———呜的嚷叫

声隐隐地传了过来。

《黄河东流去》的主角李麦，秉承了

中国农村妇女身上的坚

忍品质。当乡村变成汪洋，灾难把村民推

到绝境的时候，她说：“咱千万不能走绝

路，投河上吊的都是傻子，一个人来到世

上就得刚强地活下去！”老实人海老清，

有着对土地近乎病态的热爱，一直以来

坚信“笑脸求人，不如黑脸求土”，只有在

土地上劳动，才能“活得干净、活得清

白”。

今天，在河南、山东、河北、安徽……

乃至大半个中国，广为流传着一首歌谣：

问我祖先何处来，
山西洪洞大槐树。
祖先故居叫什么，
大槐树下老鸹窝。

黄河之治，大河守望。这也是今天以

中原大地为代表的黄河之魂。

渊四冤野人冶和野物冶的关系
1986 年大型电视纪录片《话说运

河》有这样一段描述：长城与运河所组成

的图形是非常有意思的，它正好是中国

汉字里一个最重要的字眼“人”，人类的

人、中国人的人。你看，这长城是阳刚、雄

健的一撇，这运河不正是阴柔、深沉的一

捺吗？长城和运河是中国人所创造的两

大人工奇迹。它们是人类历史上由中国

人设计并施工的两项最大的建筑工程。

1997 年 12 月，丽江古城正式被列入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这

样评价：“古城丽江把经济和战略重地与

崎岖的地势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真实、完

美地保存和再现了古朴的风貌。古城的

建筑历经无数朝代的洗礼，饱经沧桑，它

融汇了各个民族的文化特色而声名远

扬。丽江还拥有古老的供水系统，这一系

统纵横交错、精巧独特，至今仍在有效地

发挥着作用。”

张小平在《天雨流芳》一文中这样描

述丽江古城：长江从雪山走来，在石鼓镇

折过第一湾便泱泱东去，将华夏大地流泻

出条幅的美，江湾腹地即是神话乐土———

丽江。这里，金沙江边红崖上不时隐现出

五彩斑斓的花马，古称“花马国”。世纪之

交的一个秋雨流香天，我像千年前的“子

在川上”，深深遥望了一回长江第一湾，而

后转头向那“花马国”进发去……

2003 年 8 月，丽江东巴古籍文献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

录。《创世纪》《黑白之战》《鲁般鲁饶》被

誉为“纳西东巴三大史诗”，赞颂了纳西

人民忠贞的爱情、对自由的向往和对自

然的崇敬与热爱。

汉通西域，虽然起初是出于军事目

的，但西域开通以后，它的影响远远超

出了军事范围。从西汉的敦煌，出玉门

关，进入新疆，再从新疆连接中亚、西

亚的一条横贯东西的通道，再次畅通无

阻。这条通道，就是后世闻名的“丝绸

之路”。

由于中国历代封建中央政府都称边

疆少数民族为“夷”，所以张骞出使西域促

进了汉夷之间的第一次文化交融。西域的

核桃、葡萄、石榴、蚕豆、苜蓿等十几种植

物，逐渐在中原栽培。龟兹的胡琴等乐器，

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汉军在鄯

善、车师等地屯田时使用地下相通的穿井

术，习称“坎儿井”，在当地逐渐推广。

公元 609 年，隋炀帝率领着千军万

马后宫嫔妃等浩浩荡荡地出了洛阳城直

奔河西走廊，沿渭水西行，过扶风，越陇

山，到天水郡……一路西行，6 个月后到

达甘肃山丹县附近的焉支山下，举办了

著名的万国博览会。

渊五冤野中冶和野外冶的关系
英国人米范威·布莱恩特的《运河人

家》出版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英国，描

写的是中国华北平原上大运河岸边一个

基督教徒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示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普通中国人的面貌、

普通中国家庭的日常生活情形以及当时

中国的社会面貌、民间习俗等。与世界上

其他所有伟大的河流一样，大运河承担

着交通运输的功能，也灌溉着沿岸的农

田，给沿岸的村庄带来了繁荣。在《运河

人家》第五章中作者对李先生一家的新

年进行了叙述：

野人们一直在忙着为中国农历新年

做准备遥 乡村里和一些繁忙的大镇子的

街道上袁已经有几个白天和黑夜袁都在回

荡着爆竹的砰砰声噎噎除夕晚上袁 孩子

们几乎没怎么睡觉袁 所有的孩子都沉浸

在燃放爆竹的快乐中噎噎冶
美国旅行家威廉·埃德加·盖洛于

1909 年出版著作《中国长城》，书中这样

评价秦始皇修长城：“在我们看来，长城

是被设计来维护和平的。在这一点上，它

仍然是古代和现代最突出的一个例子，

哪个是和平最有力的推动者，是海牙法

庭还是秦始皇的长城？……不管如何，堆

筑石头总比抛掷石头好，保护生灵的城

墙比掩埋死尸的壕沟要强。”

著名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所著《黄

河之旅》，全书 23章。作者于 1991年春进

行了一次追寻中国母亲河———黄河源头

的旅行，探访了黄河沿岸的重要历史遗迹

和自然景观。他凭着对中国文化的执着与

热情和对黄河之源的强烈好奇，战胜重重

困难，坚持走完全程，再次为广大读者带

来了这本充满文化底蕴的行走笔记。

比如，第二十章《青铜峡：黄河边的

一百零八种烦恼》：一百零八塔由 108 座

喇嘛塔组成，塔林随山势凿石分阶而建，

共有阶梯式护坡平台二十级，由下至上

层层渐次增高收缩，按奇数 1、3、5、7、9、

11、13、15、17、19 依次排列，构成一个等腰

三角形的巨大塔群。远远仰望，格外神奇

壮观，给人带来了许多神秘猜想，民间流

传着其与杨家将西征相关的传说故事。

第十六章《延安：从“七百匹马”到“东方

红”》：延安除了把它最著名的宝塔奉献

给了革命之外，还把它最著名的一首歌

曲奉献给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一首歌

咏“七百匹马”的民歌。中国发射的第一

颗人造卫星，每天从太空向全世界播放

的正是这首曲子。不过，他不再叫《七百

匹马》了，它现在叫《东方红》。因为《东方

红》曲调源自陕北民歌《骑白马》。

既要大手笔大写意袁 也要精
雕细刻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要充分论证、规

划先行，打好人心仗、主动仗，不能一哄

而上，更不能贪大图洋。

提及上海，我们想到的是上海的石库

门，是兴业路76号。在石库门诞生的伟大

的中国共产党，也产生了“亭子间文学”新

流派。田汉、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鲁迅

先生的《且介亭文集》都诞生于石库门的

亭子间内，那里还有太多太多的凡人琐事

……石库门是一种文化，一种情怀，充盈

在大上海的城市血液中。与之相应的是上

海那一条条“落叶不扫”的景观道，已经成

为上海的另一种浪漫、另一种文化，每每

让人想起郁达夫《故都的秋》。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另一条母亲河，千

万年的流淌，创造了羌藏文化、巴蜀文化、

荆楚文化、吴越文化、江淮文化、闽桂文化

等星辉斑斓的文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要重在文明的探源上，重在文脉的系统

性保护上，重在文化的传承赓续上。上海，

作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排头兵，既

可放眼长三角，打造开天辟地、波澜壮阔

的长江入海文化，也可小切口大情怀，打

造独具特色的海派文化和充满烟火气的

巷子文化。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上，切忌

一拆了之、一改了之、一统了之。

湖北省黄梅县是一个闻名遐迩的小

城，同时拥有黄梅戏、黄梅挑花和黄梅禅

宗祖师传说三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黄梅戏发源于黄梅县，是国家五大

戏曲剧种之一。上世纪 80年代，湖北省提

出要“把黄梅戏请回娘家”；现在的黄梅县

“一去二三里，村村都有戏”。黄梅戏已融

入黄梅人的血脉中，人们以此为乐，也以

此为傲。这座长江边的小城也提示我们，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重在打造文化生活，重

在推进文旅融合，重在富民、乐民。

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上，即使像黄

梅县这样有丰厚文化底蕴的地方，也要

充分论证、规划先行，打好人心仗、主动

仗，不能一哄而上，更不能贪大图洋。

溯江而上，让我们遥望黄鹤楼，吟诵

着《水调歌头·游泳》来到屈原故里———

宜昌。宜昌古称夷陵，是长江三峡的起始

地，也是“高峡出平湖”三峡大坝所在地。

位于坝区的三峡工程博物馆 2022 年建

成对外开放，全方位展示了三峡工程百

年圆梦的光辉历程。2024 年刚刚落成的

湖北三峡移民博物馆位于秭归茅坪徐家

冲港湾之畔，隔着一江清水凝望着三峡

大坝。资料显示，三峡库区移民总人数为

140 万人，湖北省移民达 55 万人。在爱

国诗人屈原的故里，两座博物馆数万件

文献实物资料向世人讲述着什么是真正

的爱国精神、什么是无私的奉献精神，为

什么要打造“大国重器”。

秭归木鱼岛因形似木鱼而得名，与

山脉走势连成一体的木鱼岛又形似一条

巨龙的龙头，龙头正对着三峡大坝，直线

距离不到 800 米，三峡大坝最美的风景

尽收眼底。木鱼岛上现建有天问公园，以

屈原的长诗《天问》而得名，现已成为一

个有名的网红打卡地。把最美的风景书

写在大地上，这正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的初心和使命！

近几年，博物馆热火遍大江南北，沉

浸式体验式演绎层出不穷，但千馆一面、

抄袭雷同也开始受到诟病。无论宜昌移

民馆还是三峡馆，其定位准确，导向清

晰，将最美的地方留给公众更是给我们

留下了更多的思考。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巫山神

女峰，被称为古老中国最多情的一块石

头、神秘东方最多梦的一块石头。传说西

王母之女瑶姬下凡助大禹治水，之后化

身为石，为庄稼保丰收，为行船保平安。

在百姓的眼中，神女是胸怀博大的护佑

者。在文人墨客的笔下，神女是美的精

灵，是爱的化身。飘逸在巫山云雨中的巫

山神女，让人们有了无穷的想象空间。

屈原的吟咏、宋玉的遐想、李白的寻

觅、刘禹锡的留恋、元稹的比照、苏轼的

怅望、陆游的感慨，及至当代伟人的浪漫

勾画、当代诗人舒婷的深情呼唤……

美丽的梦留下美丽的忧伤，
人间天上，代代相传。

但是，心———
真能变成石头吗？

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
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渊作者周庆富袁系全国政协委员袁中
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尧党委副书记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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