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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会 新 观 察
如果说长江是一首交响曲，那么，其间

旋律已经在贺云翱心中激荡了30多年。
作为研究长江文化的著名专家，他的

脚步抵达过长江沿线的城市乡村、大山平
原。他见到过来自巴颜喀拉山下的涓涓
细水，在巴蜀大地汇成洪流，直泻千里，继
而奔入湖广丘陵湖泊，再成大器。江水续
东，一路收容湘资沅澧，雍容广阔，过了南
京，遂与海通，终百川入洋。

“长江大河一路收纳百流千川，也融
摄它们的文化，最终汇聚成整个中华文明
的长江洪脉。”贺云翱沉醉其间，作为南京
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他从
20世纪80年代起展开长江文化研究，如
今作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专家咨询
委员会委员，持续为国家文化公园的建
设方案、保护规划建言献策。

“这是一个关于梦想与未来的故事。”
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
贺云翱和其他4位委员一起联名递交提案，
建议尽早建立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把长江
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2022年年
初，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
通知，正式启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至此，我国初步形成长城、大运河、长征、黄
河、长江五大国家文化公园新格局。

“新格局有新使命。”3月8日晚，在接
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贺
云翱谈及自己的期待——以长江国家文
化公园为载体，让那些散落在长江沿岸
的璀璨文化，能够串联流淌到整个长江，
与大运河、长城、黄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交相辉映，在世界文化大局中展现中华
文明的博大深邃、丰厚融荣。

星汉灿烂长江文脉
“只有国家文化公园，才能承

载起整个长江文化的保护”

对于贺云翱牵头提交的建议尽早
建立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提案，去年8
月，他收到了文旅部主办，结合中宣部、
国家发改委、国家文物局等多个部委的
联合回复，回复中表示：“要创造条件，
尽早总结在建国家文化公园的经验，落
实长江文化公园的建设。”

“那时我就感觉到，长江国家文化
公园已经在路上了。”贺云翱觉得，“建
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恰当其时。”

从学术研究上看，对比黄河流域的
文明在古代文献中留下的诸多记录，长
江流域的文明缺少这样系统的记录，

“三星堆、良渚、新干大墓等都是很辉煌
的文明，但古代文献中却没有一个字的
记载。”直到上世纪80年代，长江文化
研究才进入高峰期，其独特地位和伟大
创造是逐渐被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由
此遂有了“长江文化也是中华文明摇
篮”的概念。

“长江是我国的第一大河，吴越文
化圈、楚湘文化圈、巴蜀文化圈以及周
边的滇文化圈、羌文化圈等都曾出现在
长江文化带上。”贺云翱认为，长江文化
的研究挖掘已经到了新的阶段，亟需更
大的统筹规划和联动合作。

2017年，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被
首次提出。此后几年里，长城、大运河、
长征、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陆续
获得审议通过。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自信这一
时代课题被强调，那是更基础、更广泛、
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
久的力量。”贺云翱相信，国家文化公园
中承载着更为重大深远的时代使命。

贺云翱深度参与了全国政协组织
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前期考察调
研。在此过程中，他深刻感受到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的重大意义。以大运河国
家文化公园为例，启动建设以来，整个
大运河沿线的各类文物、世界遗产、非
遗、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自然遗产
等的保护和利用水平，都比过去有了很
大提升，“只有通过这样的行动才能实
现真正的全面系统的保护传承，也只有

由国家统筹规划的国家文化公园，才能
承载起整个长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弘
扬。”贺云翱说。

文化建设自主创新
“一江奔腾，回答经济、文化、

生态在此叠加的时代命题”

事实上，在贺云翱看来，国家文化
公园的概念以及实践，本身就是新时代
文化建设上的自主创新，“我之前查过
一些资料，其他国家没有国家文化公园
这样的说法。这样一个创新型的文化
建设工程，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对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从
已经卓有成效的长城、大运河、长征、黄
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上看，一批标志性
建设项目相继实施，一批重点基础工程
建设陆续展开，一批重点建设区示范先
行，中央和地方投入力度不断加大，沿线
文物和文化资源家底不断得到发掘彰
显，保护状况持续改善。贺云翱认为，更
为重要的，是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空间
不断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弘扬。

眼下，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

启动。毫无疑问，这将是一个体量巨大
的文化空间或者说文化廊道，里面有大
量经过长期创造、积淀保存到今天的优
秀文化遗产。加上长江经济带、长江生
态屏障建设，至此，一江奔腾，经济、文
化、生态领域的期待在此叠加。

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三个领域之间
的关系？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贺云翱提交的
提案中，提及如何促进长江国家文化公
园、长江经济带与长江生态文明建设相
互协调发展，“这也是属于长江的时代
命题。”

他认为，从长江沿线的发展而言，
上世纪80年代专家提出了“T”字形空
间战略发展概念，其中“T”的“一横”是
沿海，“一竖”就是长江；上世纪90年
代，随着浦东开发和三峡工程建设等重
大决策的相继实施，国家提出发展“长
江三角洲及长江沿江地区经济”的战略
构想，将大西南大西北到大东南全面带
动起来；在长江经济带建设势如破竹之
时，2016年，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的指导下，长江生态文明建设成为
发展引导，在一江清水向东流的高质量
发展中，2022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适
时启动建设，“每一步都走得很稳，循序
精进，基础扎实。可以说，这就是科学
决策，尊重规律。”

贺云翱相信，棋盘的终端，直指文
明新形态，“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
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
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
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
明新形态。”

这正是长江保护建设中正在进行
的宏图。

“从原本的经济建设方略推进到文
化建设。”贺云翱解释道，长江经济带的
建设正从物质文明建设到重视生态文明
建设，眼下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正对标
精神文明建设，“三者叠加，其中自然包
含着社会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深刻诉求，
长江一线最有条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现代化新文明形态的先行区域！”

命题的答案也早已给出。
“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

设都要以人民为中心。”贺云翱表示，三
者都是以人民为本，实事求是地统筹、
协调推进，处理好在保护中发展、在发
展中保护的关系，使多个文明指向互相
支撑、东中西部协同发展，这样建成的
才能叫国家文化公园，也才能回答好这
个时代命题。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

范围涉及13个省区市”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时代命题，千
年之变。眼下，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
设范围综合考虑长江干流区域和长江
经济带区域，涉及上海、江苏、浙江、安
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
云南、西藏、青海13个省区市。贺云翱
估计，建设实施方案和建设保护规划最
迟有望在明年年初落地。

如何统筹规划好这局纵横交错的
时代大棋？除了有中央有关部门牵头
建立工作机制，制定建设实施方案和建
设保护规划外，贺云翱提出各省份应该
主动编制分省分市分区建设规划，规划
中希望将其与长江经济带建设、生态文
明建设相互协调作为重点内容纳入，并
由中央有关部门对总体规划进行严格
审核，有机整合各地方规划，作为各地
统筹协调推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的方向和目标指引。

同时，在机制上，他建议推动国家
有关部委建立全流域范围的长江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协调联动机制，“要建设
长江沿线跨地区协调联动工作平台和
专项工作小组，促进长江全流域范围内
各地区和部门间的协商协作，强化沿线
城市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长江经
济带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序衔接、协调
推进，形成管理模式和管控方式上的省
市县域全线一盘棋，做到长江上中下游
区域协调，共建共享。

“各地要打开心扉，展现特色，各
美其美，美美与共。”贺云翱建议，结
合相关国家战略要求，联合长江沿线
城市统筹推进长江沿线文物和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与利用，摸清家底，分
步实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江茜

寻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全国政协委员贺云翱：这是一个关于梦想与未来的故事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
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贺云翱

长江首城宜宾三江汇合处。宜宾市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