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长江文明论坛在渝隆重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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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把长江文化保
护好、传承好、弘扬好，
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
化自信，昨日，2023长
江文明论坛在重庆拉
开帷幕。全国知名专
家学者和长江沿线省
（区、市）高校、社科机
构、文博机构的专家学
者代表齐聚一堂，一同
追溯长江文明如何一
路走来，共同探讨怎样
继续为从巴山蜀水到
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
增光添彩。来，看看专
家学者们思想和智慧
的碰撞！

延续长江千年文脉 专家学者山城“论剑”

据重庆日报消息 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9
月12日上午，2023长江文明论坛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
心隆重开幕。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并宣布开幕，见证中国
社会科学院与重庆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高翔，市委副书记李明清
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赵奇出席，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姜辉主持，市委常委、秘书长陈新武，副市
长但彦铮出席。

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上午10时许，袁家军宣布：
2023长江文明论坛开幕。

袁家军、高翔等参观了长江文明书馆典籍展陈。书馆
收集汇聚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范围涉及的省（区、市）
有关长江的珍贵古籍文献，全面展示了长江文脉，将为保
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夯实文献基础。袁家军边走边看，
不时驻足，仔细听取讲解。他指出，要加快建设文化强市，
搭建“四梁八柱”，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文化力量。

高翔在致辞中说，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
引的文化方向，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重庆历史源

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新时代新征程，重庆一定可以担当
起传承发展长江文化的更大使命，体现“上游水平”、发挥示
范作用，更好地延续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
接下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将立足重庆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和现代化建设的鲜活实践，把深化学术研究和思想理论创
新与推动重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践行“为
人民做学问”的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努力产
出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重庆事业发展提供更多智力
支持。

李明清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
的重要论述，蕴含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底
蕴，是我们担负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
的总纲领，是我们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的根本遵
循。近年来，重庆加快建设文化强市，奋力打造“承千年
文脉、铸人文精神、树时代新风、强创新品质”的文化强
市。我们将以本次论坛为契机，与长江沿线各兄弟省
（区、市）加强交流互动，系统保护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
研究阐释长江文化丰富内涵，推进长江文化在新时代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长江文化育民、惠民、利民，使
长江文化成为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成为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重要精神力量。
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与重庆市人民政府签署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袁家军、高翔等共同见证签约。根
据协议，双方将共同推动打造国家级高端智库与省（市）
级地方政府互促共进的新样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经
济社会实践深度融合的新范例等，为中国式现代化作出
新贡献。

2023长江文明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庆市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旨在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搭建文化交流平台，共同讲好“长江故事”“中国故事”，
增强长江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论坛得到了中共中央宣传
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的有力指导，得到了长江流
域省（区、市）宣传、文化部门的积极支持。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版本馆
有关负责人，市委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
负责人，知名专家学者，长江流域省（区、市）高校、社科
机构、文博机构相关专家学者代表，重庆市各区县有关
负责人等参加。

“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这句在史料中存续了近2000
年的文字，诠释了位于长江上游的巴蜀两地从古至今的关系。”昨
日，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霍巍在现场主旨演讲中表示，水陆通衢、巴蜀
同辉，巴山蜀水是长江上游文明的“双子座”。

霍巍口中的巴山蜀水，从重庆巫山龙骨坡拉开了大幕。在这里出
土的“巫山人”，成为中国境内迄今发现最早的古人类化石之一。由此
开始，人类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化石和遗址在巴蜀大地的相继出
土，勾勒出了古人类在长江流域生活、劳作的动人画卷。

回望历史，早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巴蜀两地就已经是当时政治中心
与西域、漠北间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霍巍的讲述中，一幅阡陌交通
的繁华场景再现与会者眼前——两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中亚、西亚的
诸国使节、商旅、僧人通过“河南道”穿行重庆、四川，多元文化巴蜀大地
交流和碰撞。重庆和成都，也因此成为连接南、北丝绸之路和长江中下
游地区的“国际性开放城市”。

从唐代开始，巴山蜀水不仅是中华大地上的西南重镇，还是非
常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高地。霍巍说，以大足石刻为代表的石刻文
化，以钓鱼城、白帝城为代表的川渝宋元山城体系，是两大实证。

具有典型巴蜀特色的城池，在36年间的坚守，一定程度上改写
了11世纪到13世纪的整个世界史。而这36年的坚守，还影响了元
朝时期巴蜀地区的筑城风格。目前发掘出土的不少元朝城址遗址
都说明，从宋开始的据险而守的筑城方式，被元朝采纳沿用。

宋元山城与13世纪宋蒙在西南地区的冲突与融合相关，它们见
证了不同文化因素在巴山蜀水之间的碰撞、交融，体现了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包容性，印证了我国各民族共同书写悠
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的文明进程。

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霍巍：

巴山蜀水是长江上游文明的“双子座”

昨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
理事长王巍带来题为《长江流域史前文化与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
的主旨演讲。主旨演讲后，王巍接受了记者采访，就中华文明探源、
巴文化研究与阐释等话题分享精彩观点。

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应注意什么呢？“要在‘阐释’两个字上下功
夫。”王巍说，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一个很好的举措，但国家文化公园不是
在某地再建一个超大型的公园，而是把已有的重要遗址串联起来，揭示每
个遗址承载的文化内涵。比如说，把巴渝大地上的重要遗址等从时代、内
涵等方面串联起来，让大家知道巴渝先民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他表示，考古研究阐释，以及博物馆的展示要更贴近民众。“我觉得在
这方面，包括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以及我们的文化的传承发展，首先
让老百姓能够看得懂。”王巍说，他经常提及博物馆的三个层次。

第一，看得懂。10多年前博物馆的一些展览，像是给考古人看
的，展板上只有很少几个字，介绍什么遗址、什么年代，这样老百姓根
本看不懂。第二，有兴趣。光看文字有些单调，如果配一些图片、数字
化的展示，把巴渝先民的生活情况、精神信仰和周围环境关系等故事
的来龙去脉讲述清楚，那就比较吸引人了。第三，受教育。让观众通
过展览，看到巴渝先民当时是如何克服种种困难，过着怎样的生活，让
今天的人能够从中得到启迪。

“这三个层次，无论是国家文化公园还是博物馆，都希望能够做
到。”王巍说。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

文化的传承发展首先让老百姓能够看懂

“长江经济带的命脉在长江及其支流。而长江的未来，占
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昨日，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教
授葛剑雄作了以《黄河长江交相辉映 中华文明永葆青春》为
题的主旨演讲。

葛剑雄称，世界上完整拥有一条大河的国家极少，而中国
却完整拥有黄河、长江两条世界级大河，且黄河、长江都处于北
温带，都适合人类生存发展。

不过，因气候变迁，6000年前的黄河流域更宜居，尤其
4000年前小麦传入中国，黄河流域可耕农田面积大，人们生活
更富足。

3000年以后，长江流域则更宜居。长江流域有平原、丘陵、湖
沼，地形多样，1万年前就栽种水稻，并适合种植多种经济作物。

尤其是，我国多次人口南迁，给长江流域输送了大量人才和人
力资源，包括唐宋之际经济重心南移、南宋后文化重心南移。

而南方诸族也积极融入华夏，如北宋末“苏常熟天下足”、
南宋“天上天堂人间苏杭”、明中叶“湖广熟天下足”。这说明长
江流域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玉米、红薯、土豆、花
生、辣椒等外来作物，传入长江流域后，使长江流域变得更加富
庶。近代，长江流域更是逐渐形成了大量沿江工商城市、工矿
城市、交通枢纽，如上海、镇江、南京、芜湖、九江、汉口（武汉）、
宜昌、重庆等。

葛剑雄称，展望长江的未来，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在天时上，当前虽遇到“全球变暖”的问题，但不能无忧，也不必

过虑，因为在长江流域迄今并未出现过超越历史纪录的极端天气。
在地利上，对于科技、人文、信息、金融、商贸、高新产业等

领域而言，时空阻隔正在消弭。相反，水运、海运占比继续在扩
大，效益更高。因此，长江经济带的命脉在长江及其支流。

在人和上，“人往高处走”不可抗拒，这里的“高”不仅指物
质，也指精神，而长江流域俱佳，对人才有很大吸引力。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

长江的未来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昨日论坛上，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郭伟民以《考古中国视
野下的长江中游文明化进程》为题，分享了他的观点：城是从稻
田里“长”出来的文明，奠定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物质基础。

长江中游是最早出现稻作农业的地区之一，稻作农业的持
续稳定发展，奠定了中国史前发展的经济基础，并助推了社会组
织的进步和文明化的进程。因此长江中游史前文明是从稻田里
长出来的文明。

城是判断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城文
明就是从稻田里长出来。换言之，稻作农业是文明诞生的基础，是
长江中游史前文明产生的原动力。长江中游城市化进程基本遵循
这一规律，因而长江中游诸城邦古国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

郭伟民说，长江中游文明化的途径与模式是中华文明多元
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的真实写照。长江中游的考古工作为进
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
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重庆日报客户端、上游新闻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郭伟民：

城是从稻田里“长”出来的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