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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保护应该让全民都

来关心，大家都能在文化遗产

保护中做有心人，这样才能使

我们的文化得以传承，并且能

够教育到下一代。”

记者了解到，江南水乡古镇
于2006年首次进入《中国世界文
化遗产预备名单》。随后开展了
一系列为申遗准备的工作。在
今年2月第三届长三角一体化古
镇发展大会暨2023江南水乡古
镇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推进会上，包括同里在内的11
个古镇作为古镇中的典型例证
共同申遗。

像同里古镇这样的水乡古
镇如何进一步发展？同济大学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
任阮仪三认为，无论是古镇、还
是历史文化街区、城区，都有人
家、有生活，有经济活动、文化活
动，都需要去运作，保护内涵、保
护外貌，同时也要适应现在时代
的要求。

“古镇发展到今天有点饱和
的状态，比如街面以外的老房子
怎么办？这涉及到城市更新的
问题，老房子年久失修，生活带
来很多困难，就需要修，怎么修，
谁出钱，都需要大家思考。”阮仪
三表示：城市更新，老房子有老
方法，新房子要有新方法。要鼓
励百姓在规划前提下自我更新、
自我改造，创造自己的经验。

2021年同里论坛颁布了“让
更多青年人参与到文化遗产保
护中来”的《同里倡议》。今年的
论坛上，同里镇政府与上海阮仪
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联合揭
牌成立了“江南水乡遗产保护创
新实验室”。

在阮仪三看来，更多年轻的
跨界学者参与进来，就是一件体
现“发展”的事。“遗产保护应该
让全民都来关心，大家都能在文
化遗产保护中做有心人，拿出实
际行动，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文化
得以传承，得以发扬光大，并且
能够教育到下一代。”他表示。

“不能本末倒置，不能为了

发展旅游，而去‘啃食’遗产，

去消耗它，最后不惜以破坏遗

产为代价来开发。”

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还面
临什么样的问题？论坛上，专家
学者们也对此展开探讨。同济
大学原副校长伍江教授表示，虽
然目前遗产保护在我国已经成
为全社会共识，但在面对经济发
展压力下，遗产保护有时候还是
会被看成是一种“包袱”。

“旅游是好事，有利于展示
历史文化财富价值，有利于把文
化价值兑现成为经济发展的重
要资源，这没有错，但是不能本
末倒置，不能为了发展旅游，而
去‘啃食’遗产，去消耗它，最后
不惜以破坏遗产为代价来开
发。”伍江说。真正的遗产保护
不是重现过去，而是应该用当下
的眼光去尊重历史、保护历史，
创造我们当下的历史。“这就需
要创新。”他表示，需要通过创新
改革来引领保证遗产保护工作
得到落实。

“今天我们条件成熟了，有数
字技术，有建造技术修复技术。
现在的高楼非常智能化，但高楼
不会倒，老建筑会倒，但我觉得目
前技术的阳光还没有普照到文化
遗产中去。”伍江表示，对于遗产
保护更迫切需要最先进的技术手
段，通过专业工作者的努力、科学
技术的介入，让老的历史文化遗
产可以“延年益寿”。

除了人才的培养，促使技术
的创新，也需要机制创新。这也
是同里古镇可以作为“样板”的一
个经验。同里古镇从最初的规
划，就和高校、社会资源有密切联
系。下一步的古镇更新，也将以
论坛、展览等创新形式吸引青年
人“回流”，在古镇的深入保护中
让更多年轻人来参与进来。正如
此次同里论坛所代表的意义一
样，发动各种社会人才、资源的

“跨界”参与、多元协作，才能让遗
产保护面向未来。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丑奴儿 青山含颦
问晓风，东君住否。东君住否，
锦水芙蓉御城柳。何辞花前长
病酒，斜阳易瘦，斜阳易瘦，人间
风月不簪愁。”这首词是读完柳
永的生平后，上海同大实验学校
初二学生陆慜霏挥笔写下的。

因为喜欢，她断断续续写下
了90多篇古诗词习作。在这个
已经习惯了网络阅读方式的当
下，这位女孩用自己的方式延续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熟读宋词三百首
最爱历史的余温

陆慜霏很喜欢从前车马慢，
书信远的年代。

淘宝购物车里，躺着她曾经
淘到的关于各种平仄的书籍，包
括《佩文诗韵·词林正韵·中原音
韵》《唐宋词格律》《白香词谱》
《诗词格律》等。

而她的书架上，则摆放着
不少历史书，比如孟元老的《东
京梦华录》、北溟鱼的《长安
客》、少年怒马的《鲜衣怒马少
年时》、马伯庸的《显微镜下的
大明》等。

有些书对这个年纪的她略
显深奥。相比打游戏、刷短视
频等，闲来无事时，她更愿意翻
看历史书，探究历史背后的故
事。黑格尔曾说过，历史是一
堆灰烬，但灰烬深处有余温。
这也兴许就是陆慜霏爱上诗词
歌赋、历史的原因。在她看来，

“我从心底里觉得它们的韵律
很美，不管是豪放派还是婉约
派。我爱这历史灰烬下的寸寸
余温，那是他们躲在字里行间
中的平生。”

陆慜霏曾熟读《宋词三百
首》数遍，背下其中近百首词。
采访的时候，聊着聊着一些名
句便从她嘴里脱口而出。她透
露说，自己背词不同于一般人
的死记硬背，而是设身处地代
入作者的感受，多读几遍有时
候就能背出来，她将之归功于

“走心”的结果。
无数个深夜，她捧起《宋词

三百首》，回味无穷。“人有悲欢
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是苏轼的
名句。陆慜霏喜欢这位大词人
豪放的作词风格，也欣赏他豁达
的处事态度。又如辛弃疾梦断
关河，剑横青山，声声连营吹角
中是他的故园情怀。他们把爱
恨平生诉写在明月里，又似是邀
明月同浮一大白……这样的豪
情让人肃然起敬，诗词字字，读
来唇齿含香。

在传统文化中
有乾坤大亦有草木青
陆慜霏回忆说，其实自己对

诗词的喜爱是受到了妈妈的启
蒙。读幼儿园时，妈妈每晚在她
睡前会放古诗词的音频，她听着
听着就会读，会读便产生了好

奇，小小的心里种下了了解传统
文化的种子。

小学一年级时她就喜欢上
了诗词和古文，摘抄喜欢的句
子。到小学六年级时她开始自
己填词了。大部分填词属于有
感而发的即兴创作，灵感有的来
源于她读过的书和诗词，有的来
自于生活，比如在路边一隅看到
的盛开的白玉兰花。

她会将自觉填的比较好的
作品用PS软件制作成海报，发
布在一些文学类社交账号里。
她也喜欢由古诗词改编成现代
流行乐的歌曲，比如《琵琶行》
《阿房宫赋》等。在发布作品的
过程中，她在网上结识了一些有
相同兴趣的诗词爱好者，与他们
畅谈自己的感想。

谈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感想，她引用了《中华世纪
坛序》中的一句话：“文明圣火，
千古未绝者，唯我无双；和天地
并存，和日月同光。”陆慜霏说，

“我们有信仰，而我们的信仰，
就是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传
千年经义，燃万古明灯。我认
为在传统文化中，有虚与实，
亦有有与无，有乾坤大，亦有
草木青。我会痴迷于诗词中流
露的点点情丝，或者钟情于那
些历史在长河中萍水相逢的
惊鸿一瞥。作为一名中国人，
即便不去深读，也应当有所了
解在历史长河中闪闪发光的是
什么。”

如何让科技之光普照文化遗产

古镇保护盼年轻人“跨界”参与
于字里行间窥见千年悠悠岁月

初二女生写下近百篇古诗词习作

90岁高龄的古建筑保护专家阮仪三。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仅只停留在保护
上，要在保护中很好地发展。”日前举行的“多
元协作 遗产创新”古镇保护同里论坛2023
上，90岁高龄的古建筑保护专家阮仪三这样
表示。而汇聚更多年轻人“跨界”参与进来，就
是一件体现“发展”的事。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陆慜霏与传统诗词有着不解之缘。

青年报：你花了大量的时间

在诗词歌赋上，会不会影响自己

的学业。这样的爱好获得爸妈

的支持了吗？

陆慜霏：爸妈虽然没有类似
的爱好，却能理解我对诗词的痴
迷。有次我和他们恳谈，表示自
己是在完成学业的基础上，再去
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爸妈也
和我约法三章，就这一爱好达成
了共识。

青年报：目前你翻填诗词还

是“独乐乐”，今后会想到传播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吗？

陆慜霏：最初的时候我的
确是“独乐乐”，但因缘际会下
我结识了一些同样对诗词感兴
趣的朋友们。在一些社交平台
上，还有同好们分享诗词。有
段时间学业不忙的时候我会将
填词作品做成海报发朋友圈，
这样我周围的同学也会无形中
了解诗词。未来，我希望报考
历史系，打下更扎实的基础，将
古诗词分享给更多的年轻人。

青年报：你如何看待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陆慜霏：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非常浩瀚，既然能承袭下
来，必有其可取之处。所谓读
史明志，读历史能让人打开格
局，洞悉乾坤。在一首首诗词
中，一段段历史中窥见千百年
前的世界。

[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