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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国庆故事”
十佳诗词及书法作品欣赏

近日，由中国改革报社、国艺新时代

（网络文艺社群）和书香驿站联合举办的

“我的国庆故事”诗词、书法征集活动“双

十佳”作品揭晓，作品从百姓视角再现了

各地精彩纷呈的国庆活动尤其是国庆阅

兵及群众游行盛况。

0版1□ 蒋 菡

被誉为“长城守护第一人”的

董耀会曾在 1984 年 5月~1985 年

9月，用508天徒步完成了从山海关

到嘉峪关的明长城考察。

“如果我们的祖先没有持续

2000多年不断修建长城，我们的中

华文明还会不会一直延续到今天没

有中断？站在今天人类发展的视

角，我们解读长城所代表的中华文

明，它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价值和意

义何在？”董耀会常常问自己，问身

边每一个人。

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长

城的历史价值、重要意义不容置疑，

探索建立有效的文物保护体制机制

则刻不容缓。长城保护，要保护的

不仅仅是物质形态的长城文化遗

产，还要保护长城文化。

利用是为了更好地保护

“加大保护力度就是要让文物在

科学完善的体制、机制中活下去。”近

日，北京市文物局文保处处长李粮企

在“保护·利用·发展”长城文物保护

与生态建设高峰论坛上表示。

地处北京市西北部的延庆区，

境内长城纵深179余公里，是北京长

城遗址最为丰富的地区。可以说，

延庆和长城水乳交融。

据延庆区政协副主席张留全介

绍，2005年，延庆区政府率先在全市

范围内启动了长城保护行动，开展对

全区范围内长城的调查工作。经过

历时3年的艰苦野外调查，全面摸清

了域内长城的分布、特点以及保存状

况，为后续的保护利用提供了详实的

基础数据支撑。在此基础上，延庆区

启动了长城及其附属文物有计划的

抢险保护工作。目前，延庆累计修缮

长城墙体19,000余延米，敌台70余

座，长城保护状况得到极大改观。

随着长城保护力度的加大，长城

资源的利用效果也逐步凸显，除八达

岭长城、水关长城等景区不断发展，

岔道城、柳沟城、石峡等长城古村落

文化旅游资源的整合利用也提上日

程。它们或成为北京市最美乡村，或

成为民宿旅游的亮点。“在传统村落

中确定了5套传统院落作为试点率

先进行保护，激活散落在长城村落中

的传统文化细胞。”张留全说。

值得一提的是，长城遗产保护

大数据管理平台建设工程试点采用

了无人机倾斜摄影、卫星遥感等技

术，以获取长城基础地理空间信息，

进行数据采集和三维建模，建立长

城保护数字化档案系统。

“建立长城保护员队伍，完善

区、镇、村三级长城遗产保护管理体

系，实现了长城重点点段全天巡查、

一般点段定期巡查、出险点段快速

处置，长城也由科学管控形成了全

覆盖、无盲区的长城遗产保护网

络。”张留全说。

“北京市的长城，特别是明长

城，全长 500余公里，穿过门头沟

区、昌平区、延庆区、怀柔区、密云

区、平谷区，而此次规划的编制让长

城不再只论长度，而是有了空间的

范畴。”李粮企说，将长城文化带的

发展定位确定为首都文化传承与生

态安全屏障，是符合长城遗产保护

工作实际的。

在北京市长城文化带的空间布

局中，确定了“一线、五片、多点”的

格局。“这种划分可以改变历史上长

城保护管理发展模式单一、资源整合

不力、经济利益至上、建设投资盲目

的现状，有助于构建首都北部长城文

化带的整体新格局。”李粮企说。

在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

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

针过程中，处理好保护和利用的关

系至关重要。“一定要明确保护是前

提，利用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

在李粮企看来，在长城遗产合理适

度利用方面，主要是让沉寂的文物

在百姓生活中“活”起来，充分发挥

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之造福

于民，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

带着敬意保护长城文化

传统意义上讲，保护长城就是

要保护作为古建遗址状态的长城，

还有可移动的长城文化遗产，如墙、

炮等等。但除了摸得到、看得着的

这些长城文化遗产需要保护外，长

城文化的保护也很有必要。“前些年

很多人说，长城被修没了。其实不

是修没了，是长城文化没了。”中国

长城学会《万里长城》编辑部的主任

王鹤然谈道。

董耀会建议，做长城文化的时

候，相关景区要好好考虑如何承担

起一个文化传播者的角色。“如何让

游客带着长城的文化走，带着对长

城的一份敬意走，并因此而对国家

和民族多了一份爱。有了这样的考

虑，就可以把文化做得更好。”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

院长魏鹏举认为，从长城的保护来

看，一个是自然意义上的生态保护，

另外一个重要的是文化保护。“我们

对文化的保护固然需要创新，可能

更需要‘守正’，而‘守正’的基础来

自于像保护生态一样保护我们的历

史文化传承。”

长城文化带是首都北京多样历

史文化与丰富自然生态双遗产最为

富集的一个区域。魏鹏举认为，非

常有必要建立一个长城生态博物

馆，就是没有围墙的活体博物馆。

“我们要想更好地把长城文化精神

介绍给全球，首先在话语体系上要

和全球对接。现在全世界已经有三

四百座这样的生态博物馆了。”

除此之外，我们这代人体验了

长城、了解了长城，而且长城周边的

自然生态也罢，人文生态也罢，我们

都能感受得到。但是，下一代人，下

下一代人呢？长城保护也是维护代

际公平的体现。正如中国长城学会

会长许嘉璐所言：“让雄伟的长城走

向世界，把古老的长城留给子孙。”

把长城文化留给游客

明朝戚继光驻守长城10年的时

候，有人曾经弹劾，说戚继光在长城

戍守了10年，国家给你这么多的钱养

兵，给你这么多的银子修长城，你寸工

未建。当时的首府说了一句公道话，

戚继光在长城10年不打仗就是功，

他不打仗歼什么敌，他10年没打仗，

取得什么胜利？10年不打仗就是功。

长城是为不打仗修的，长城不

是为打仗修的。有了长城，规避了

战争，减少了战争的规模和数量。

所以，中国绝大部分的长城上没打

过仗，打仗时间也非常少。这是不

怕打，因为我们有准备。“我们是个

忧患意识极强的民族，这也是文化，

这个民族可以说多灾多难，所以忧

患意识极强，长城是体现我们这一

特点的最有代表性的建筑——防患

于未然。”董耀会认为，长城的防御

思想植根于中华文化之中。

同时，从长城的修造上，也可知

我们是一个多么顽强的民族。一块

一块的石头，建一条万里长城，把农

和牧隔离开来，建立起来农牧之间

的规范。以我们今天的力量修一道

长城都很有困难，那古代呢？

“而中国的文化是什么？女娲

补天，天塌了，把天补上；精卫填海，

地陷了，把海填上。天上有九个太

阳，晒得地上的水都蒸发了，人没法

活了，射下来八个。正是这份顽强，

支撑了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

家，一直走到今天。”董耀会希望每

一个游客，去过的、还没去过的，都

能感受到长城的文化，民族的精神。

□ 易 明

日前，新开放的浙江大学艺术

与考古博物馆举办“汉唐奇迹”展，

展出了颜真卿残碑等一系列文物艺

术精品，成为新晋“网红”。随后，重

庆大学的“赝品博物馆”事件引发热

议。一时间，一正一反的对比，让一

直较为低调的高校博物馆闯入了

公众的视野。在我国博物馆发展

迎来新机遇的当下，高校博物馆的

定位和发展路径应该是怎样的？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高校博物馆？

高校是博物馆之母

博物馆与高校之间有着天然

“血缘”。据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段勇

介绍，高校是博物馆之母，世界最早

的公共博物馆即诞生于大学，中国

第一批博物馆同文馆博物馆、南通

博物苑也是高校博物馆。为何中外

最早的博物馆都出自高校？在他看

来，主要是二者共同的教育功能和

使命使然。也因此，博物馆被人们

称为“第二课堂”。

在世界博物馆的发展历史中，

每一历史进程都能够看到高校博物

馆在博物馆事业发展中的作用和影

响。当前，世界上许多著名高校将

博物馆作为高校建设的重要部分。

高校博物馆不仅承担学校的学术研

究和教学任务，更越来越多地参与

到广泛的公共社会服务中。今天世

界上很多著名的高校都有著名的高

校博物馆，如剑桥大学的菲茨威廉

博物馆、哈佛大学的皮博迪考古学

与人类学博物馆、宾夕法尼亚大学

的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柏林洪

堡大学的自然博物馆等，不胜枚举。

从“养在深闺”到崭露头角

2011年5月，国家文物局、教育

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高校博物馆

建设与发展的通知》，对高校博物馆

发展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指导意见。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高校博物馆使命

与功能的深入认识，中国的高校博物

馆也逐渐从过去“养在深闺”转而日

渐崭露头角，新一轮高校博物馆的建

设与发展高潮日趋明显。

前几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的开馆、中国美术学院博物馆群的

建设等都引起社会关注；同济大学

博物馆2017年推出“敦煌壁画艺术

精品高校公益巡展”，短短一个月时

间吸引数万人次前往参观；山东大

学博物馆年均入馆参观观众32万

人次。新近开放的浙江大学考古与

艺术博物馆成为国内首家按美国博

物馆协会文物保护标准设计、建造

的艺术史博物馆。据介绍，该馆针

对4个开馆展览推出了定期导览、

预约讲解服务；推出学术讲座，邀请

了多位艺术史家来浙江大学考古与

艺术博物馆开展讲座；开展了针对

展览的工作坊等教育活动。自9月

9日开馆到10月8日，一个月内共计

接待观众 54,820 人次，平均每天

2108人次。

高校博物馆大有可为

然而，无论与教育事业，还是与

公共博物馆事业的发展相比，我国

高校博物馆整体上都还处于相对滞

后的境地。国际博协副主席、中国

博协副理事长安来顺表示，中国目

前有300多座高校博物馆，在国家

行业主管部门公布的博物馆名录中

不到100家，对比中国高校的数量，

只有10%左右的高校有博物馆。因

此中国的高校博物馆还有着非常巨

大的发展潜力。

段勇认为，当前正在经历着中

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但

是高校博物馆从中受益并不明显。

这不仅仅体现在数量上，从我国高

校博物馆的质量和社会影响来看更

是如此。高校博物馆不仅要为高校

的教学和科研服务，另一方面还需

要尽量发挥社会职能。很多高校博

物馆都在努力地适应这种要求，或

改进自己的处境。

“中国的高校目前在博物馆建设

和利用领域所做的工作还非常有限，

与世界一流高校相比，还存在极大的

差距。”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说，中

国的艺术教育在近20年来有了很大

的发展，但是在综合性大学的课程设

置方面，面向全校学生的考古、文博、

艺术方面的课程确实不多，高校博物

馆应当积极发挥这方面的作用。

美术史论家、画家陈履生认为，

很多高校藏品数量不足，需要接受

社会捐赠。“目前高校博物馆的发展

需要耐心积累和培育，也需要社会

的支持，国家政策的扶持。”

段勇表示，主管部门应该改变

对高校博物馆的认知，根据其特点

调整相关政策。高校博物馆也要真

正认清自身的优势与劣势，不能只

与社会公共博物馆比藏品数量、比

展览精美、比场馆豪华，而应借助高

校的专业研究力量，发挥学术研究

优势，积极策划、参与、举办一些学

术性、探索性、实验性、跨界型，填补

空白的、“反常”的展览，另辟蹊径、

扬长避短。

经典改编
“路在何方”
□ 韩浩月

炫目灯光、酷帅造型、摇滚配乐……

此前，谭维维翻唱的一曲《敢问路在何方》

炸裂全场。

和场子一起热起来的，还有网友的两

极评论：支持的一方表示，这样的翻唱让

老歌又火了一把；更多网友则认为，改编

的版本像是“群魔乱舞”，毁了经典，听得

“很难受”。

而该歌曲的作曲者许镜清随后在微博

发文，称谭维维的翻唱行为并未得到授权，

且在擅自改编的基础上歪曲了作品本意，

“我不能接受，也非常不喜欢。”随后谭维维

在微博上回应并道歉，许镜清也删除了质

问文字。

谭维维翻唱《敢问路在何方》成功与

否，因听者感受不同可以给出不一样的答

案。也就是说，好不好听，尚可商榷。但编

曲者未经原创作者授权擅自使用版权的问

题，却很难洗白。

根据《著作权法》规定，表演者、录音录

像制作者等使用他人作品的，不得侵犯作

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和获

得报酬的权利。谭维维虽并非编曲人员，

但作为演绎者同样涉嫌侵权，道歉是应该

的，支付使用报酬也是应该的。

但在道歉、付费之外，流行音乐界以及

电视综艺界还要反思的，是自己稀薄的版

权意识。因为在谭维维之前，已经有不

少类似事件发生，2017 年迪玛希未经授

权演唱俄罗斯男歌手维塔斯《歌剧2》被发

律师函，2019年声入人心男团与迪玛希献

唱皇后乐队四首歌曲被版权方追责，综

艺节目《明日之子》选手翻唱原创作者作品

被起诉……

如今，国外公司、国内部分音乐人的版

权意识越来越强。与之相比，老一辈音乐

人、经典作品的创作者，其实很少对版权被

侵犯公开表达反对意见。在很多人心目

中，经典音乐深入人心，各种播出平台与场

合经常可以听到，某种意义上具备了“公共

文化产品”的属性。不排除老一辈音乐人

也有此心态，因而对各种翻唱也多抱以宽

容态度。

但不可否认的是，广泛流行的经典作

品，也是创作者个人心血铸就，只要处在受

法律保护的版权期内，原创作者就随时可

以站出来捍卫自己作品的使用权。

拥有较高流量和粉丝群的流行歌手或

者处在强势位置的播出平台，在对经典音

乐作品演绎时，往往能制造不小的轰动效

应。但这是流行与经典撞击出来的火花，

如果没有经典，翻唱也就没了基础。

因此，对流行音乐人和演出平台而言，

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因为自己有传播优

势、处在上风，就忽视了经典原作者的合法

权利。而对权利的罔顾，也常常导致对经

典“精髓”的抹杀，在侵犯版权的同时，也可

能冒犯听众。

唯尊重方能交融。郑重对待改编、合理

演绎，才有经典的创新和传承。

长城保护 :既要生态也要文化

文化一线

从“ 养 在 深 闺 ”到 大 有 可 为
无论与教育事业、还是与公共博物馆事业发展相比，我国高校博物馆整体上处于相对

滞后境地。想要更好地发展，除了调整相关政策，也要借助专业力量，另辟蹊径、扬长避短

第六届成都创意设第六届成都创意设计产业展览会举办计产业展览会举办
第六届成都创意设计产业展览会日前在成都举办。此次展览设置了工业创意设计（国际）馆、时尚（生活）

创意设计馆、文旅创意设计馆、数字创意设计馆四大展馆，来自俄罗斯、尼泊尔、波兰、中国香港、澳门、台湾等

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创意设计产品同台“竞艳”。图为展览会上的澳门展馆。 安 源 摄

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长城的历史价值、重要意义不容置疑，
探索建立有效的文物保护体制机制则刻不容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