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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作为百年省府，开创了数
十项省内乃至全国科技文化之最，
遗存有大量近现代建筑：安徽大学
红楼及敬敷书院旧址、安庆内军械
所旧址、安徽劝业场前言后记新华
书店、同仁医院旧址、圣救主座
堂、436 处历史建筑……让文化遗
产活起来，火起来、潮起来，充分
释放历史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经
济价值，不断扩大安庆历史文化的
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是一件
非常有意义的事。

每一项文化遗产，都是历史留
下的珍贵记忆，是民族精神的传承
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
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
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营
造 传 承 中 华 文 明 的 浓 厚 社 会 氛
围”。实际上，作为历史文化遗
产，不应“养在深闺人未识”，而
应让其“飞入寻常百姓家”，缩短

“遗产”与现代生活的距离，让
“遗产”活在当下，活在人们生活
中。只有始终对历史文化保持一种
敬畏，与老百姓的美好生活相遇，
让它们亲民而不再高冷，有趣味而

不失厚重，才能不断增强中华民族
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助力推
动文化自信自强。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需要
大力推进文物资源的数字化建设，
通过数字扫描技术清晰掌握文物本
体的“健康状况”，为文物保护修
缮的精细化提供支撑和依据。同时
运用数字化存储、虚拟现实等技
术，让文化遗产不但会“动”，还
会“说话”，实现文物信息资源开
放共享，在多方互动中焕发古老文
物、历史建筑的新活力。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需要
重视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
值，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
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
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
号和文化产品。在保护文化内核
的基础上，增添其时代气息和创
新活力，重新焕发生命力。若无
文化传承，余留的只能是空壳的
文明与残损的历史。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需要
促进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活化利用，

通过政策引导的“软扶植”，打造
“文化遗产+”创新项目，通过“非
遗+旅游”“非遗+会展”“非遗+直
播”“非遗+研学”等多种形式，融
入当代生活中，才能更好涵养城市
文化软实力，彰显人文底蕴。

文化遗产是赓续中华文脉、传
承华夏文明的重要载体，是不可再
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在日新
月异的今天，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
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
来，没理由束之高阁让人膜拜，唯
有融入时代、融入生活，惠及于
民、服务于民，文化遗产才能焕发
新的光彩。

让文化遗产“活”在寻常百姓家
冯新

中国安庆20世纪建筑遗产文化
系列活动启幕，百余名专家、学者
相聚安庆，以安庆为媒，讲述着精
彩的建筑遗产故事；以安庆为例，
见证着一个个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的
鲜活案例，丰富多彩的活动现场，
无不传递着一个强烈信号：强化保
护利用，要让建筑遗产大放异彩。

留住文化根脉、守住城市之
魂。在保护建筑遗产上，历史文化
名城安庆有着锲而不舍的执着与责
无旁贷的担当。科学的保护规划、
完善的保护措施、配套的保护经
费、严格的监管手段、全民的保护
意识……让建筑遗产应保尽保，仅
2009年至今，安庆共有7个省级文
化街区、436 处历史建筑，市域范

围内有 2 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
个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正所谓，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
的使命，建筑遗产的“接力棒”传
递到新一代安庆人手里，必须有更
高的站位、更大的投入、更新的方
法、更自觉的行动，将一座古韵的
安庆城融入现代新生活。须坚持应
保尽保，做到空间全覆盖、要素全
囊括，既要保护居住型单体建筑，
也要保护街巷街区、城镇格局，还
要保护好工业建筑遗产，特别要着
力解决安庆城乡建设大发展中历史
建筑遭破坏、拆除等问题，并采用

“绣花”“织补”等微改造方式，确
保各时期重要城乡建筑遗产得到系
统性保护。

“保护”“传承”“利用”，这
“六字诀”是安庆保护建筑遗产的
成功经验，当继续坚持和发扬。既
要更好发挥建筑遗产以史育人、以
文化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优势作用；又要坚持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用好建筑遗产，培育传
统文化产业，大力发展红色旅游，
推进建筑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从
而让建筑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绽放光彩。

一砖一瓦述说历史，一石一木
承载乡愁。借中国安庆20世纪建筑
遗产文化系列活动东风，让我们增
强自觉自信，擦亮文化瑰宝，切实
保护好老祖宗的宝贵建筑遗产，让
它们在新时代大放异彩。

保护利用 让建筑遗产大放异彩
艾才国

十一月中暖风盛，一座

古城迎高朋。11月19日，中

国安庆20世纪建筑遗产文化

系列活动在安庆拉开帷幕，

安庆汇聚中国文物学会会

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

主任单霁翔等建筑规划、遗

产文博、高校等领域的百余

名专家，畅说建筑遗产、细

聊遗址故事、畅言文化传承

……（《安庆晚报》 11 月

20日）

安庆拥有大量优秀的近现代
建筑，是文物学会、建筑学会、20
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的关注焦
点。20 世纪建筑遗产承载着丰
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具有重要的
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价
值。但同时，这些建筑也面临着
时间的侵蚀、社会发展的更新，如
何在维护其原汁原味的基础上赋
予其新的功能与生命力，是文化
保护者们亟需思考的难题。

在主题交流环节，专家学者
们对于安庆建筑遗产建言献策。
倡议书的发布标志着文化遗产保
护不再仅仅是专家学者的事务，
而是一个需要社会广泛共鸣与参
与的命题。作为一项具有全局意
义的工程，文化遗产的复兴需要
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在这个过程
中，民众的理念转变、政府的政策
支持以及专业机构的深入参与都
将是至关重要的。

文化遗产的复兴需要与当代
社会相融合。历史建筑不是静止
的石头，而是与时代同步的灵
魂。在文化遗产的复兴中，要注
重将这些古老的建筑融入到当代
社会生活之中。可以通过引入文
创产业、举办文化活动等方式，使
这些建筑焕发新的生命力。这既
有助于建筑的长期维护，也能使
其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与当
代社会相互融合。

文化遗产的复兴需要社会
共同参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不仅是专家学者的事业，也是社
会各界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
可以通过举办文化活动、开展义
务劳动、引导社会投资等方式，让
更多的人参与到文化遗产的保护
与传承中。只有通过社会共同的
努力，才能真正做到文化遗产的
复兴。

文化遗产的复兴是一个长期
的过程。文化遗产的复兴不是一
蹴而就的事情，需要长期的坚持
和努力。政府、专业机构、社会组
织以及每一个普通市民都需要为
此付出不懈的努力。只有在长期
的坚守中，才能真正实现文化遗
产的复兴，让这些建筑焕发新的
生机。

文化遗产的复兴每一个人
都是重要的参与者。通过全社
会的共同努力，让文化遗产不
再是尘封的记忆，而是焕发着
新的活力，为城市增添独特的
文化魅力。这不仅是对过去的
尊重，更是对未来的贡献。在
这场文化遗产的复兴中，安庆
将展现着城市的多元魅力和不
断创新的生命力。

文化遗产的复兴

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
孙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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