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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德仁 张丛

盛世修文、修史立典，存史启智、以
文化人，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传统。

中国的历史典籍浩如烟海、源远流
长，是承载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载
体。中国古代先贤很早就认识到文献典
籍编纂对于文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所
谓“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
后世子孙者知之”。早在周朝时，周王室
就设有守藏室之史，专门负责收藏王室
典籍。春秋时期，孔子以恢复周代礼乐
制度为己任，主持编订“六艺”，开启古代
典籍整理编纂的先河。西汉年间，刘向、
刘歆父子奉命整理群籍，首创了中国图
书分类六分法。大型图书文献的编修，
是盛世修典的重头。唐太宗组织纂修了
多部正史。宋代编纂了很多大型图书。
明清时期，则出现了官修《永乐大典》、《古
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等恢宏的图书

编纂工程。历代典籍整理编纂工作，描绘
出中华文明史上一道道耀眼的风景，为中
华文明的赓续传承作出重大贡献。

盛世修文传统的形成，有着多方面
原因，既有深层的文化心理原因，也有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原因，是悠久历史传
统、长期文化积累和良好时代环境共同
作用的结果。首先，中华民族很早就认
识到历史文献对于文明传承的重要意
义，这是盛世修文传统形成的深层心理
原因。其次，中国历代政治家和文人学
者都十分重视历史典籍的经世致用功
能，注重典籍编纂和文献收藏，这是盛世
修文传统形成的政治文化动因。此外，
太平盛世时期，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
文昌盛，为盛世修文提供了一定物质基
础、社会环境和人才储备。修文立典与
繁荣盛世相辅相成、互相成就。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献古籍抢救
保护和整理工作。新时代，我们党把文化

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我们一定要重视历史文化
保护传承，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
息的根脉。”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出台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工程的意见》《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
的意见》《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
划》等，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出一系列部署。“全球汉籍合璧工程”、

《儒藏》等编纂工作取得重大成果。国家
评选并公布6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重
点实施《永乐大典》、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
整理出版工程，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古籍
部分）和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

今天的中国，国力蒸蒸日上，我们比
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修
文修典，把传承民族文化这件大事办好，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文化
支撑。要实施好各种大型文献编纂出版
工程，促进珍稀古籍文献的影印出版，为

研究利用提供便利。做好中华典籍文献
的整理、标点、注释和翻译工作，为传统
文化的研究普及奠定基础。做好中华典
籍文献的学术成就和思想价值研究，深
入挖掘其中的丰富思想内涵与人文精
神，这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关键工作。还要做好典籍文献的数字化
工作，编纂大型文献典籍数据库。促进
典籍文献的“活化”利用，通过数字化立
体交互方式、沉浸式文化参与方式等，让
典籍文献走进人民大众，走进青少年心
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以古鉴今，知往察来。典籍文献承
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为新时代文化建
设提供丰厚传统文化滋养。新时代赋予
我们新的文化使命，我们一定要做好盛
世修文这项工作，让古老中华文明焕发
新的时代荣光。 （转载自《人民日报》
2024年1月2日第09版）

把传承民族文化这件大事办好

□ 郝凯

近段时间，大批
量的南方游客涌入哈
尔滨看雪。为了丰富
游客体验，赫哲族、
鄂 伦 春 族 、鄂 温 克
族、达斡尔族齐聚哈
尔滨。鱼皮服、狍角
帽、驯鹿……充满视
觉冲击力的民族风情
让前来参观的游客饱
了眼福、长了见识。

民俗文化的流行
正在形成一股潮流。
从默默无闻到广为人
知，再成为当下哈尔
滨中央大街广受游客
喜爱并认同的文化形
式之一，人们对民俗
文化有了全新的认
知，既可以将它视为
一种返璞归真的寻
觅，也可以将其视为
一种颠覆性的创新。

观乎人文，以化
成天下。文化是一
个民族的灵魂，文化
认同是民族团结的
根脉。这些独特的
文化瑰宝以符合新时代审美的方式呈
现出来，广受欢迎的同时吸引着人们去
了解这些少数民族的发展历程。游客一
方面可以体验当地历史文化风俗，一方面
可以深入感知其多姿多彩的精神文化内
涵。

民俗文化来自于民、传承于民，更应
使民受益。推动民俗文化传承和创新性
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做好顶层设
计，讲究方法路径。应当认识到，在历史
长河中积淀形成的民俗文化并非一成不
变，而应是开放的、包容的、发展的，其精
神内核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丰富。民
族的就是世界的，未来我们应从民俗文化
不同的角度找寻文化创意切入点，将丰富
多彩的民俗文化嫁接到适宜的文旅产品
中，并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各民
族的优秀文化在创新融合中传承并发扬
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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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莎莎

从国风文创产品频频“出圈”，到年
轻人热衷于学习书法、国画、茶艺，再到
燃情的“国风动画”引发观看热潮……如
今，人们越来越热衷于探寻和欣赏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观念、人
文精神、道德规范、意志品质等，不仅承载
着先辈们的智慧精髓，更是滋养当代中国
人精神世界的源头活水。时至今日，传统
文化仍然熠熠生辉。

中国绘画以水墨画为主要表现形
式，具有深邃的哲学内涵和独特的艺术

表现方式。抖音热门博主“春占枝头”拍
摄了一系列国画创作短视频，带网友感
受国画意境之美，已有134.9万粉丝。中
国传统文化艺术包括绘画、书法、音乐、
舞蹈、戏曲等多个方面，每个方面都有独
特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华文化独
一无二的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人们
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

热爱源于对个性表达的追求。国风
文化运用传统文化元素、彰显传统文化
精神、体现中式审美特色、突出中华历史
文化偏好，为人们提供了自我表达的空
间。例如，一些服装设计师重新挖掘马
面裙的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将其融入

当代设计中，使承载近千年历史文化的
马面裙成为年轻人的“新宠”。

热爱源于对心灵的疗愈。优秀文化
需要物质形式上的传承，更需要一代代
人在心里传承。晨曦初照，独倚栏杆，一
杯清茶洗濯古今事；渔舟唱晚，眠卧轩
窗，双目清明笑谈日月情。在快节奏的
生活中，传统文化的恬淡和悠然为人们
带来了平静和安宁。不少年轻人正将传
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相结合，创造出新的
生活方式。例如，聊城东昌湖边的“寺边
小院”，便为人们提供了一处闲适喝茶的
空间，让身处繁忙生活的人们舍去浮躁
与焦虑，享受生活的安然与美好。

从“国风热”感悟传统文化新生机

（漫画：李太斗）数字化赋予文物“新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