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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孤山脚下，有一座江南楼阁，是曾为存放国宝

《四库全书》而建的皇家藏书楼文澜阁。文澜阁《四库全

书》在数次战火中几陷毁灭，历经数百年的珍贵古籍已

经经不起后人的翻检，然而浙江的文化建设却需要大量

的文献研究作支持。

2006年，杭州出版社宣布将重新影印出版文澜阁

《四库全书》。

习近平专门批示：“文澜阁本的《四库全书》博大精

深，内容丰富。将其影印出版，这是文化建设的一件大

事，对我省开展的文化研究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谆谆嘱托，化作广大文化工作者的不竭动力。经过

10年努力，2016年，汇聚浙江几代学人心血的文澜阁

《四库全书》影印出版完成，全书达1500多册。无论从

文化大省建设的需要看，还是从文澜阁《四库全书》本身

的内容看，这次影印出版价值巨大。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挖掘出浙江一脉

相承的文化基因，也就找到了前往未来的通关密码。

历时7年耕耘，2017年3月，多达500册的浙江古

代文献精华《浙江文丛》付梓面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浙江规模最大的出版工程之一，是浙江历代文献经典

的第一次全面整理出版，也是浙江人文历史的第一部百

科全书。

在挖掘整理古代史料的同时，文化研究工程也聚焦

现代国情研究。

2005年6月，习近平率领浙江代表团访问中国社

会科学院，与该院领导和专家学者会聚一堂，商讨浙江

省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全面合作事宜，双方签署了合

作意向书。从此，这个省院合作建立的哲学社会科学

“智囊库”，为浙江的文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年半后，一套140多万字、共六卷本的社科哲学

巨制——《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科学发展观与和谐

社会建设在浙江》在杭州首发。

该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浙江省共同主办的国情

调研重点项目，包括总报告篇、经济篇、社会篇、文化篇、

政府管理篇和党建篇的理论性与资料性内容，从多重角

度深入分析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经验及对全国的

借鉴意义。

首发式上，习近平强调，这一课题调研活动可以说是

迄今为止在浙江进行的最具理论权威、规模最大、最为系

统的一次对浙江精神的全面总结，也为浙江今后开展理

论总结、进行各项经验调研提供了一些经验。“浙江的发

展实践，确实能够为社科院开展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提

供空间和素材。在浙江，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成长的烦

恼；既有先发优势，也有先发的矛盾和问题；既有全国性

的普遍问题，也有带有明显浙江特色的个性问题。”

“自2005年6月调研项目正式启动，习书记带队前

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书籍编纂期间，习书记会见了课

题组全体成员，并亲自分析了浙江的发展成就和面临的

挑战。”该项目课题组组长刘迎秋回忆起60多位专家、

学者在一年半时间里调研、讨论、整理、收集、编写的日

日夜夜，感慨良多。

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浙江省再次合作启动了

“中国梦与浙江实践”等重大课题研究工作，结出累累

硕果。

文化研究工程充分发挥了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

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第一期文化研究工程，设立研究项目811项，全省

有1000多位哲学社会科学界专家学者参与课题攻关，

出版学术专著1000多部。一大批学术成果获得了多项

国内高水平奖项，如《郁达夫全集》等获得中国出版政府

奖提名奖；在近五届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共

获得一等奖36项，占总数的23.2%。

2017年3月，第二期文化研究工程启动。浙江计

划通过5年努力，推出一批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精品成

果，到2021年底形成有浙江特色的当代“浙学”品牌。

习近平对文化的高度自觉和高度重视，惠泽浙江，

影响深远。

文化保护
——守护民族的根和魂

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是每个人的事。只有我们每

个人都关心和爱惜前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些财富，我们民

族的精神和独特的审美情趣、独特的传统气质，才能传

承下去。

——习近平

文明守护见证伟大复兴
2017年9月1日，全国各地迎来开学季，约1400万

初一学生拿到了新版《中国历史》教科书。翻开《史前时

期：中国境内人类的活动》，可以看到良渚文化的介绍，

里面除了文字讲述的各类遗存、遗址，还选登了四张照

片，分别是良渚出土的玉璧、玉钺、刻符罐和玉琮。通过

课本就能了解良渚文化对于中国历史的深远意义，知晓

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良渚文化，被誉为“中华文明之光”，自1936年发现

遗址后，便持续不断开展考古发掘和研究。著名考古学

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先生曾经说：“从目前的考

古发现和研究来看，如果我们要谈中华五千年文明，只

有良渚文化的遗址能拿得出来。”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

只有从来路中认清自己，才能从历史中获得自信。

习近平深刻认识到挖掘、保护良渚文化的意义，深刻认

识到其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提高民族凝聚力的价值。

他指出：“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是

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

2003 年 7 月，习近平赴良渚遗址调研，当了解到

“影响遗址安全的湖州市德清县6家石矿关停困难”后，

次日就赶到湖州调研。很快，这6家石矿被关停。

习近平的高瞻远瞩被考古成果所证明。

2007年，良渚发现古城遗址，2009年后，良渚古城

外围大型水坝遗址陆续出土。考古学家还发现，大约距

今5000年前，良渚先民就开始使用文字，这些刻画符号

将中国的文字史向前推了1000多年。

良渚遗址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2017年3月，继江郎山、西湖、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

后，浙江正式启动良渚遗址“申遗”准备程序，朝着申遗的

目标全力推进。良渚文化国家公园一期也已开工建设。

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的觉醒；文化的觉醒，始自

对文化根脉的保护。“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

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

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

着目标前进。”

2017年8月28日，央视播出大型政论片《大国外

交》第一集，片中习近平总书记的一段话深深打动了观

众。习近平总书记访问德国时，在柏林同德国汉学家、

孔子学院师生代表座谈。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作为国

家主席，有一些老前辈就跟我讲，作为中国的领导人要

干什么呢，就是不要把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文化搞丢了，

还应该在你们手里传承下去。”

良渚文化同殷墟文化、河姆渡文化一样，承载着中

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和深厚的感情。守护住历史，就是守

护住了文脉，守护住了民族的根和魂。同样，也见证着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不忘根本才能开辟未来
“三山夹湖迎宾客，半月钩城映运河”。大运河开凿

以来，沟通南北，货畅其流，成为经济大动脉，与此相映，

大运河也成为中国重要的文化纽带。

然而，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大运河两岸诸多

历史文化遗存湮没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

2006年6月10日，习近平在“文化遗产日”调研时

语重心长地说：“城市化率的提高往往意味着‘建新拆

旧’，意味着农村变城市，意味着现代化的过程。但是在

这个过程中，也隐藏着对文化遗产进行破坏的危险，在

现实中就存在着城市文化个性的轻视甚至埋没，造成文

脉的断裂。”

对大运河的保护，成为习近平心头的牵挂。

2006年的一天，杭州水上巴士西湖号迎来了一位

特殊的乘客——习近平。从拱宸桥到艮山门码头，船行

运河，他仔细询问运河的保护和建设情况。听到工作人

员介绍说，杭州运河正进行综合保护，习近平频频点头，

并提出“希望杭州能再接再厉，继续做好运河综保工作，

使杭州的经济和自然环境和谐发展”。

文化保护，从宗旨到细节，从内涵到外延，习近平都

有着持续、系统的思考。

按照习近平的指示，杭州市精心保护、管理运河，不

断挖掘、保护沿线遗址遗迹，并在此基础上创建起一座

座运河特色文化小镇。2012年，运河杭州景区成功创

建国家4A级景区。2014年，大运河成功申遗。

如今的大运河已成为一条“文化之河”。运河游也

迅速升温。2006年，水上巴士只有6条船，现在已增加

到58条。22公里长的亮灯景观遵循古运河脉络轨迹，

由南往北，漫步运河沿线，恍若重现南宋时期十里湖墅

“人烟辐辏、商贾云集”，“篝火烛照，如同白日”的景致。

西湖是杭州的另一张金名片。

许多杭州市民深情地说，西湖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习书记居功至伟。

2002年，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启动。这年深秋，刚刚

履新浙江的习近平，将考察杭州的第一站，放在了西

湖。在热火朝天的杨公堤新西湖景区建设工地现场，习

近平仔细看着规划图纸和周边环境。听完报告后，习近

平说：“把西湖建设好，实施西湖综合保护工程，使西湖

的历史面貌得以还原，得到恢复，这是德政，也是得民心

的善举。”时任杭州市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主任的张

建庭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此后3年，习近平考察了西湖天地、杨公堤景区、新

湖滨景区和梅家坞茶文化村等工程。考察中，他多次表

示：“省里积极支持西湖综合保护与环境整治工程。”

2003年9月，习近平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

《加强对西湖文化的保护》一文中指出：“西湖的周围，处

处有历史，步步有文化。对这些历史文化遗存，我们一

定要保护好，利用好，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在习近平的关怀指导下，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共修复

重建了180多处人文景点，逐渐恢复明代历史上西湖西

部水域。同时，挖掘和恢复了许多西湖周边的历史文化

景观，将杭州西湖的园、亭、寺、塔与吴越文化、南宋文化、

明清文化相结合，丰富了西湖风景区的历史文化内涵。

“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好是杭州”。2011年，西

湖申遗成功。移步皆景、处处文化的西湖，成为全国人

民最喜爱的文化旅游地之一。2012年，杭州市实现旅

游业总收入 1392.25 亿元，国内游客达 8236.88 万人

次，入境游客331.12万人次。

对历史文化的珍视，对传统文物的呵护，渗透在习

近平的点滴言行中。

2005年4月8日，习近平调研萧山跨湖桥遗址。当

时，他站在有8000年历史的独木舟一侧，对面是遗址现

场，有摄影记者为了取景，跑到遗址保护区拍照。正饶

有兴趣听讲解的习近平发现记者的无意之举可能会对

文物造成伤害，便示意拍照记者避开。

他说：“拍照是小事，文物保护是大事。”这种强烈的

文物保护意识，给现场参观者留下了深刻记忆。

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
当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的历史阶段，应从什么视

角认识文化，又如何让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

中发展？习近平有着深入的思考、独到的见解。

2006 年 6 月 10 日，习近平在调研浙江文化遗产

保护时提出，“正确处理文化遗产保护和经济社会发

展的关系。正确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管理、利

用的关系。”

省文物局局长柳河当时在现场，“习书记站得

高，看得远，对如何创新保护传统文化有独到的观点

和战略思想，点出了很多那时候大家还没有意识到

的问题。”

在提到保护古村落时，习近平高度肯定了兰溪诸

葛村。他说，“有的新农村恰恰是要保持历史原貌的古

村落，如兰溪的八卦村等，就是要保护它的原貌，体现

它的历史美。”

兰溪诸葛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诸葛亮后裔最大

的聚居地。2003 年 9 月 19 日，习近平在考察诸葛村

时，就点赞过该村的古村落保护方式。

那天，烈日炎炎，习近平风尘仆仆，到达时已近

中午。

天一堂是诸葛村的制高点，习近平站在那里，看着

村里白墙黑瓦、错落有致的全貌，仔细询问诸葛村村支

书诸葛坤亨有关保护情况。“在诸葛村，人人都是文保

员。”诸葛坤亨对习近平说，“村里每幢古建筑都要挂

牌，住在里面的村民要签订保护责任书。每个村民都

是股东，也都是古村保护的受益者。”习近平边听边点

头，夸奖这是一种很好的保护模式。

在村落保护地图前，习近平看得很仔细。当时的

诸葛村是全国第一个实施整体保护的古村落，1.2平方

公里的村庄都划入了古村落核心保护区，连村落外围

辐射开的3平方公里，也被纳入外围景观保护区。习

近平对这种保护力度给予了肯定。

“习书记的认可，给我们吃了定心丸。”诸葛坤亨

说，在保护诸葛村的过程中曾有过争议，“现在，我们保

护古村落的决心更强了，方向更清晰了。”

如今的诸葛村，完好保留着大量明清民居。古村

落保护的不仅仅是村庄的面貌，还有村民的活态文化

传承。近年，诸葛村门票收入都有2000万元左右。文

化底蕴深厚的诸葛村，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引导村民

礼敬历史，呵护文物，自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发展中保护、创新中传承。文化的生命力在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不断增强。

习近平十分关心乌镇的保护和发展。在浙江工作

期间，他五次赴乌镇调研指导。按照习近平的要求，古

镇文化遗存与江南水乡风光在完美保护中传承创新，

独具魅力，成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举办地。

除了可触可感的物质文化遗产外，习近平也非常

关心散落在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5年5月到6月，习近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作了6次批示，涉及“浙江民间工艺传承保护”“浦江

县高登山古村落抢救”“民间艺术保护工程”“抢救振兴

永嘉昆剧团”等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一个月内集中6次批示，充分体现了习书记对这

项工作的关注和重视。浙江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这么

多年来，之所以能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其重要原因和根

本保障，是习书记的高度重视。”柳河感慨道。

如今，习近平就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指

示和发展理念，不断在浙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非遗名录中，浙江省有9个项

目上榜，入选数位居各省之首，国家级非遗项目实现

“四连冠”，共有217个项目上榜；在全国率先启动涉及

全省范围的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为172个重点村、

868个一般村量身定制了保护利用项目；2015年出台

《浙江省传统戏剧保护振兴计划》，每年安排1620万元

用于56个传统戏剧非遗项目的传承和越剧艺术的振

兴发展，确保我省现有的56个传统戏剧非遗项目一个

都不能少。

文化繁荣
——打造文化大省名片

文化精品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时代文化发展

水平的重要标志，是书写文化史最重要、最基本的要素。

——习近平

文艺精品助力文化繁荣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曾多次就繁荣发展文化

事业，推动文艺精品创作作出重要指示。

怎么样的文艺作品称得上是精品？在习近平眼

里，这张精品“名片”的价值标准，首先来自人民。

2004年9月10日，第七届中国艺术节在杭州拉开

帷幕。开幕式上，一位九旬老人和一个五岁孩子敲响

了铜锣。

老人和孩子，是习近平特别邀请来的。他们敲响

开场铜锣，诠释了“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的宗旨。

当年的七艺节，是浙江有史以来承办的规格最高、

规模最大的国家级艺术盛会。七艺节涌现出了大量浙

江文化精品。在七艺节的文华奖评选中，浙江有7部

优秀戏剧作品入选，充分反映了浙江提出建设文化大

省以后，文化传世之作、获奖之作和标志之作不断涌现

的繁荣局面。

更令人瞩目的是，七艺节首次将群众文艺活动汇

聚其中。其间，全省各地举办了600多项群众文化活

动，真正实现了“让艺术回归人民，让人民享受艺术”的

宗旨。

2005年6月1日，习近平在浙江省宣传文化系统调

研座谈会上再次指出：“浙江文化要再现辉煌，就必须创

作和生产出一批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统一的文化精品，

一批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一批反映时代特征、

代表国家水平、体现浙江特色的精品力作，并使之成为浙

江作为文化大省的重要‘名片’。” （下转第三版）

2006年6月10日，习近平在杭州专题调研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慰问建设者。浙江日报记者 周咏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