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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镜作为古代照容饰面的工具，和古人生活联
系密切，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和历史艺术价值。我国
铜镜的使用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
家文化，距今有近 4000年历史，直到清代玻璃镜
引入，才逐渐被替代。而我国历史早期发现的铜镜
数量并不多，商、周和春秋时期仅有零星发现。直
至战国时期，中国铜镜的生产量大增，制作工艺也
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汉代，我国封建制步入巩
固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也到达了前
所未有的高点。这一时期，随着世俗主义的盛行，
代表礼乐文明的青铜礼器逐渐衰替，铜容器崇尚简
素，而铜镜作为使用的生活用具得以保留。汉镜的
装饰纹饰题材丰富，各种珍奇异兽、神人故事以及
铭文的大量出现，标志着汉镜的装饰艺术和制作工
艺迎来了一个高峰。

湖南博物院收藏有200余面汉代铜镜，其中不
乏精品，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汉镜，对其流行年
代、纹饰、演变作如下论述。

西汉早期

西汉初期，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经济
凋敝，国家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国策。西汉
早期的铜镜也处于与战国交替的阶段，在纹饰上仍
有战国遗风：胎薄，面平，边窄，弦纹钮，主体纹
饰下衬以地纹。战国晚期盛行的山字镜、蟠螭纹镜
一直沿用到了西汉早期，特别是蟠螭纹镜的出土量
众多，但战国时以缠绕型蟠螭纹饰居多，尽管也出
现了在蟠螭中嵌入四叶之例，但与西汉时以四叶纹
或博局纹与镜背分隔四区、蟠螭诡诈变幻不同，尤
其是内圈带多配置铭文的结构方法和双线式或三点
式的主纹饰构成手法，形成了西汉早期铜镜一大特
色。除上述铜镜之外，草叶纹镜是西汉早期发现的
一个新种类，草叶纹饰是将自然界的花草草叶经过
高度概括而图案化。四乳草叶纹镜在所有粗叶木纹
镜型中占大多数，它的纹饰不再用地纹做辅衬，而
是在钮座上一般采用了铭文方框，方框外饰麦穗形
纹饰，即所谓粗叶木，整体布局和谐舒朗，严谨对
称，是一种不同于战国镜的新型样式。

西汉早期是战国铜镜与汉镜的交替过渡时期，
战国时期流行的地纹在此时逐渐消失，纹饰不再繁
缛细密，而是趋于粗放简练。镜背面出现大量铭
文，如“修相思”“大乐富贵”，内容不仅有男女之
间相思爱慕或朋友之间的馈赠之词，也有汉代人期
盼“富贵”的人生追求，在文献中有大量关于汉人
渴求富贵的记载，如“天地熙熙，皆因利来；天地
攘攘，均因利往”“仓禀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
荣辱”“人之所乐者，富贵显荣也”等。经过汉初
的大乱，由文帝始，天下太平，人们追求“大乐富
贵”，并期盼这种富贵的人生能够更为长久。

“大乐富贵”四叶蟠螭纹镜 西汉早期，圈带
铭文为：“大乐富贵，千秋万岁，宜酒食。”纹饰由
地纹和主纹构成。地纹为云雷纹，极浅。主题纹饰
为多层式四花叶和四组蟠螭纹相间环列。

“日光”四乳八枝草叶纹镜 西汉早期，铭文
为：“见日之光，天下大明”。“见日之光”意为，
明君君临天下有如阳光普照大地。存世的草叶镜
中，“见日之光，天下大明”的铭文最多。

西汉中期—西汉晚期

文景之治后，西汉的社会经济有了长足发展，
尤其是汉武帝统治时期，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
社会经济繁荣、府库充溢，此时铜镜的铸造与使用
也迈入了新的阶段。这一时期铜镜在形制上也有一
些变化，如镜面变大、镜体变厚、钮座多样化等。
纹饰上，种类增多，如连珠纹、星云纹、禽兽纹以
及创新的草叶纹等一些新型纹饰取代了战国时期繁
缛抽象的纹饰，铜镜更明显地承载了禳灾祈福等功
用。特别是铭文镜，经过西汉早期的发展，其镜铭
作为装饰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到汉武帝前后镜铭逐
渐成了铜镜的主体装饰。镜铭的字数也越来越多，
从汉初的“大乐富贵” 四字简短铭文发展到圈带
铭文，甚至有的分内外两圈。其中，以日光、昭明
和铜华镜最为常见，内容多见祈愿高官厚禄，多福
多寿的吉祥用语，也有赞赏镜体本身功能的语句。
这些吉祥语不仅反映了汉代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也迎合了市场的需求。西汉中期以后，铭文镜
的镜铭越来越不严谨，除上尚方镜铭比较规范外，
一般铜镜的镜铭上常出现错别字、减笔字、通假字
以及漏字等情况，说明这一时期，铸镜业在民间已
经相当普及，民间铸镜匠人的铸镜技术及文化水平
参差不齐。

四乳星云纹镜 西汉中期，镜钮为连峰式，即由
多个高耸的小乳钉围绕一个大乳钉组成，似相连相
抱的山峰，钮座均呈圆形，钮座外一周向内十六连弧
纹。此类镜上不见铭文，这在汉镜中是相当特殊的。

“铜华”单圈铭带纹镜 西汉晚期，镜铭为：
湅（炼）治铜华，清而明之，以为铜，宜文章，以
延年而益寿去不羊（祥），与天毋极而日月之光兮。

“铜华”意为铜料之精华，指质量极佳的青铜合金，
铸造出了这面精美绝伦的铜镜。“文章”是铜镜铭文
与纹饰的简称，意指镜背图案雕工华美精致。此类
镜铭，不仅宣扬了铜镜材质精良、制作工艺精湛、
具备优质实用功能，还表达了对持镜者吉祥、长寿
的美好祝愿。

“长宜子孙”鎏金博局纹镜 西汉晚期，镜背
鎏金，圆钮，四叶纹钮座。钮座外方框，方框内有
铭文，方框四角各边向外伸出一双线T形符号，其
对向为双线L形符号，方格四角对向为双线V形符

号，将镜背整齐地划分为四方八区，间饰四神、羽
人、灵兽等图案，或在奔走，或在舞蹈，栩栩如
生。框外四角有铭文：长宜子孙。框内铭文为：内
而光，明而清。湅 （炼） 石华，下之菁。见乃己，
知人请（情）。心志得，乐长生。

“侯氏”七乳仙人禽兽纹镜 西汉晚期至东汉
早期。西汉末期之后，在铜镜中发现了大批以姓开
头的姓氏镜，如“李氏”“赵氏”“陈氏”等，说明
了该铜镜为私制，制镜的匠人直接将其名打入铭文
中，以此告诉消费者铜镜的制造人，从而产生一定
的社会传播效应，并形成品牌效应。内圈铭文为：
富贵昌，宜侯王，乐未央。外圈铭文为：侯氏作竟
大毋伤，巧工刻之为文章，左龙右虎辟不阳
（祥），七子九孙居中央，夫妻相保如威央兮。

新莽时期—东汉早期

王莽建立新朝后，实行复古改制，但在思想内
涵、文化风貌、审美意趣等方面还是沿袭了西汉晚
期的风格特点。这一时期铜镜与西汉晚期一脉相
承，在此基础上，铜镜的铸造工艺更精细，装饰手
法复杂多变、更有层次，铭文内容也更丰富。这一
时期，纹饰依然以阳线勾勒轮廓的表现手法为主，
镜面布局以乳钉间隔等分和同心环绕的多层纹带。
汉镜的精品佳作大多出自于这一时期。特别是博局
纹镜，发展到王莽时期，已经成为当时最繁盛的镜
类之一。主要表现在镜面纹饰上新增青龙、白虎、
朱雀、玄武，瑞兽、禽鸟、羽人、蟾蜍、八鸟等祥
瑞动物纹。铭文镜除昭明镜、铜华镜外，开始出现
纪年镜、“新有善铜”以及超长的七言韵语等铭文镜
型。铭文的内容多与阴阳五行、羽化升仙、谶纬迷
信相关。东汉前期，博局纹镜、乳钉禽兽纹镜虽然
盛行，但自汉明帝时开始，许多富有创新风格的东
汉镜型已渐次出现，如连弧云雷纹镜。这一时期社
会动乱，神仙方术及谶纬、五行流行于世，西王
母、东王公、四神、天禄辟邪等神人神兽及博局纹
都成为铜镜主要装饰纹饰。

“新有善同”四神博局纹铜镜 新莽及其前
后。博局纹镜也称规矩纹镜，其命名一直是中外学
者关注和讨论的问题之一。有学者在中国历史博物
馆 （现中国国家博物馆） 旧藏铜镜拓本上发现

“刻具博局去不羊”的铭文，将其定名为“博局
（纹）镜”。根据纹饰内容的区别，博局纹镜可细分
为四神博局纹镜、禽鸟博局纹镜、几何博局纹镜、
简化博局纹镜等。

“子孙长宜”连弧云雷纹镜 东汉早期，圆
钮，柿蒂纹钮座。蒂瓣间饰有“子孙长宜”四字铭文，
字体为长脚花式篆，其内区装饰一圈连弧纹，素平
缘，镜面凸起，镜背边缘上翘的做法从这时起逐渐成
为定制。但自汉明帝时开始，连弧云雷纹镜渐次出
现，它可以看作是西汉连弧纹铭带镜的简化形态。

东汉中、晚期

随着柿蒂钮座在东汉镜上的一再被加工，新镜
型的出现为其演变而带动。如变形四叶纹镜，当柿
蒂变成蝙蝠形四叶向外呈放射状，在拉开的四个柿
瓣之间，出现了由内凹弧线组成的四边形。四叶间
配有兽首、夔纹、凤纹等纹饰，四叶内还往往带有
铭文。此类镜流行于东汉中、晚期，魏晋南北朝时
期也有出现。与变形四叶纹镜同时流行的还有变形
夔纹镜，此类镜将双夔相对排列在镜钮两侧，其铭
文也排在钮的上下成一直行。它的布局打破了此前
长期采用的“心对称”式，改为“轴对称”式，形
成了新的风格。

东汉中期以后，北部战乱频发，南部相对稳
定，铜镜的发展也形成了南北两个系列。北方的铜
镜基本继承了西汉中期以后的特点，如夔凤纹、变
形四叶纹、连弧纹等。南方主要以高浮雕神人神兽
居多，一直发展到东汉晚期，半圆方枚神像纹镜、
人物故事或神人车马画像纹镜、重列（阶段）式神
像纹镜等一类新镜型开始流行，并一直延续至南北
朝。此类镜采用高浮雕手法装饰，多出土于浙江、
湖南、湖北、江苏等长江流域的南方地区。主题纹
饰如西王母等神仙、龙虎灵兽等神兽，体现了东汉
中晚期民众对长寿升仙、驱邪辟凶的诉求，侧面反
映了南方地区自远古时期信鬼祀神、巫风盛行，至
东汉末年终达极致。

“青盖”龙虎纹镜 东汉中期至晚期。“青盖”
原指帝王座驾。“青盖作竟 （镜） ”意为用像帝王
座驾一样结实的材质做的镜子质量上乘。东汉时
期，私人作坊以“青盖”二字作为自家铜镜的品
牌，一方面借其寓意证明自家铜镜堪比官方、铸造
精良；另一方面与其他姓氏镜以示区别，宣传品
牌，扩大影响力。镜铭为：青盖作竟四夷服，多贺
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
长保二亲得天力。

“位至三公”直行铭文双夔纹镜 东汉中晚
期，圆钮，圆钮座。上下各两条竖直线分别为“位
至”“三公”。铭文两侧为对称的变形夔龙纹。此类
镜将铭文排在钮的上下成一直行。打破了此前采用
的“心对称”式布局，形成了新的风格。

明镜所以察形，述古所以知今。以上精选的铜
镜是湖南博物院院藏汉镜中的代表，基本反映了长
江中下游各时期铜镜的特点。随着汉镜的发展，铜
镜也逐渐平民化，作为一般平民百姓的日用生活必
需品。汉镜不仅承载了宗教信仰、美好祝愿等寓
意，也具有“明镜高悬”的社会教化意义，通过历
史与神话、神人与神兽等交织的画面，为我们展示
了一个异彩纷呈、琳琅满目的虚实结合的世界。

明镜察形 述古知今
——湖南博物院藏汉代铜镜鉴析

李潇 赵化锋

“长宜子孙”鎏金博局纹镜“大乐富贵”四叶蟠螭纹镜 四乳星云纹镜“日光”四乳八枝草叶纹镜

王琎出书了，书名叫《紫禁城岁时记》。
知道王琎的名字很早，在故宫博物院文

物管理信息系统查图的时候，摄影者一栏
中，他的名字常常出现。后来因为工作的交
集结识，但没有认真说过话。

2015 年，《紫禁城》杂志开了一个专栏，
挺小的，讲物候。“冬至”的一期，栏目的主图
用了太和殿前的日晷。是王琎拍的。

日晷，是古代以日影定时刻的计时器。
样子大致是：圆形的石盘，倾斜置于石座上，
盘中心有与盘垂直的金属针，盘周边有刻
度。通常看见的日晷图像就是石盘仰面的样
子，从没有想过这个样子与真实的时间有什
么样的因果关系。网上找到的日晷图片，基
本都这样。

王琎拍的这张日晷样子有点特别，不是
我见过的模样，而是石盘的背后。所以我立
即打电话询问。

王琎说：“这是冬天的日晷，所以朝南的
一面（无知的我叫作背面）有太阳。到夏天，
日晷是朝北的一面有太阳。春分秋分时候两
面都有太阳。因为是给《物候》栏目拍二十四
节气，所以是在冬至那天拍的，日影就在午
字上。”他的回答是脱口而出毫不犹豫地，说
明他对这个问题的确是有清楚的了解的。

我所以觉得异常，是因为平日看多了单
一角度的图像，又没有专门去查一个究竟。
我的印象来自不经心的浏览，也就是说，网
络上采用的日晷图像，大多是夏天的样子。
如果日晷旁有人，都是着夏装的。

带着目的找到了侧面的图，可以看见日
晷上的金属针是穿过石盘的，也就是说表盘
是两面的。

见过与观察是不一样的，心里如果没有
要看真、看全、看出不一样的念头，眼睛是会
视而不见的。

当时禁不住想立刻告诉所有人——你
知道日晷该怎么看吗？我猜，有很多人如我
一样，不求甚解，以为知道。

这是紫禁城的“物”“候”。
专栏很小，图文作者不是一个人。文字

的作者大约写了一百多个字的关于冬至的

说明，日晷与冬至的关系未着一字。
可惜了。
这件事令我印象深刻，觉得王琎认真，

对自己拍照的对象做过功课，所以被提问时
能脱口答出是什么，为什么。有深究的心。

现在看书的内容，读拍摄者的实话实
说，才知道在深究之外，还有很多别的经历，
失望、糟心、遗憾。

譬如，因为总看见春天里有鸳鸯来，所以
起了拍的念头，希望能把选巢、成家、养育后代
都拍全，但这完美的计划很早就夭折了——

这年，鸳鸯夫妇再次出现，我也想多拍
一些它们的育雏过程。

连续三日，我都在树洞旁蹲守，从只有
一只鸳，守到一鸳一鸯成双成对。心里暗自
高兴，只要我每天来拍，就能拍下从育雏到
全家福的整个过程。没想到，这美好的愿望
还是没能实现。有天早上，我照旧蹲在树洞
旁。只见鸳鸯夫妇一块儿飞过来，可是雌鸳
鸯先后三次尝试进入树洞，都未能成功。我
蹲在一旁干着急：难道是雌鸳鸯太胖了进不
去？正在寻思怎么能帮到它们时，鸳鸯夫妇
远走高飞了。

接下来的日子，它们再也没有来过。
春末夏初，我在断虹桥上拍到一只鸯，

孤零零地站在断虹桥的小石狮子上。在春天
这个恋爱的季节，孤独的鸳常见，而孤单的
鸯可不多见。希望它不是因为不能进洞而被
抛弃的。

再譬如，比较知名的紫禁城落花的那一
张——

就在这时，一阵春风拂过，东侧杏树上
的杏花大片飘落，我下意识端起相机，按下
快门。粉白的杏花在红墙的映衬下如雪片般
飘落，煞是壮观。我非常喜欢这张照片。后来
在这里再也没有拍到过落花，拍照有时就是
缘分所得。

一个专业摄影师，竟然也只能“偶然”。
自然，不仅从物质上养育了人，也用时

节的转换教导人直面生死。
《紫禁城岁时记》是在物候观察的基础上

积累起来的，照片之外，还有摄影者的主诉

（自己的声音）。编辑程鹃是个有心人，从《清
代御制诗文全集》中选辑了五十余首乾隆皇
帝的御制诗。诗在这里，是历史，也是自然。

御制诗与《紫禁城岁时记》有着天然而
独特的完美契合。600年的紫禁城，住客当然
不止乾隆皇帝一人，但因他对文学艺术的钟
情，这才有了御制诗文集（卷），而这些御制
诗中的记录和今天的我们——无论是摄影
者还是读者，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共鸣。

从所选诗来看，《清高宗御制诗初集》中
的诗与乾隆盛年以后记录政务军事胜利的
诗有大不同，有景、有情、有怀抱。

譬如“如知春信至，日日唤春来。遥指能
消渴，残英已贴苔”。人爱春的迫切，进而由
花谢的形态，想到梅子的口感，形象、浅显、
贴切。

又如“最爱东篱种，移陪净几芳。亚盆舒
冷艳，擢秀先重阳。辞圃霜羞傲，窥帘蝶任
忙。花师能位置，偏称小松旁”。爱秋天的菊，
重阳节到来之前，盆中的花已经开了。连蝴
蝶也在帘外受到了吸引。园丁很有眼光，把
菊花与松树的盆景摆在一处，暗含了岁寒之
友之意。

《兰亭序》中有名句：“仰观宇宙之大，俯
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
娱，信可乐也。”形容的不就是作者、编者带
给我们的享受吗？

去看书吧。

一个摄影师眼中的紫禁城四季
朱传荣

日前，由国家文物局、河南省人民政府
主办、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秘书处、中国
文化遗产研究院、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
南省文物局、洛阳市人民政府、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名录遗产地可持续旅游教席承办的第
四届世界古都论坛暨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
青年论坛在河南洛阳举行。国家文物局副局
长解冰，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张敏，亚洲
文化遗产保护联盟执行秘书长、中国文化遗
产研究院院长李六三，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
修复研究中心总干事韦伯·穆隆维尼·恩多
罗，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秘书长、柬埔寨
文化艺术部副国务秘书贡维列，乌兹别克斯
坦文化遗产署署长巴霍迪尔·阿卜迪卡里莫
夫等出席论坛。

论坛举办期间，来自16个国家的25位嘉
宾和青年大使，我国文博等机构的代表，学术
团体、专家学者齐聚洛阳，围绕“古老的文明
崭新的故事——青年的使命”主题，共同探讨
古都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达成广泛共识，形
成丰富成果。

论坛发布了亚洲文化遗产保护青年大使形
象标志、首届青年大使名单及《亚洲文化遗产
保护行动青年论坛洛阳宣言》，举办了“八
大古都文物特展”、汉魏洛阳城考古60周年
国际学术研讨会、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青
年主题研修等多项活动。青年大使参观了龙
门石窟、隋唐洛阳城遗址、隋唐大运河博物
馆等知名文化地标，沉浸式体验古都洛阳的
历史积淀，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此外，青年大使们进行了深入对话，碰撞出
新的灵感和火花。

世界遗产保护的中国方案

来自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青年大使王
晶介绍了中国在海外开展的保护修复项目案
例，就尼泊尔震后九层神庙修复项目、柬埔
寨吴哥古迹保护修复项目和乌兹别克斯坦希
瓦古城修复项目面临的困难与解决措施分享
了实践经验。她表示，共同守护亚洲文化遗
产并将其永续传承，不仅是了解与尊重自身
历史和文明的文化自觉，更是青年人面对未
来应肩负起来的责任与使命。

叙利亚经历了12年战争，正处于恢复和重
建时期，在遗产领域非常需要新的想法。叙利
亚文化遗产与考古总局的考古学家希达尔·尤
瑟夫说：“这两天的论坛和研学给我们带来很
多信息，特别是遗产保护与修复、管理层面的
经验交流非常宝贵，为如何提升叙利亚遗产
的保护和管理提供新思路。”

来自马来西亚的青年大使穆罕默德·曼
苏尔·艾哈迈德·库索西是马来西亚国家遗产
局保护部的负责人，他说：“参观了隋唐大运
河博物馆后感到很惊喜，特别是 3D打印、多
媒体交互等科技赋能，给文物展示利用带来
的新体验，打破沉闷的叙事，广泛地引起青年
人的兴趣和热情。对于马来西亚的博物馆建

设具有很大参考价值，文物价值的阐释需要
通过深入研究，掌握更多历史信息，特别是考
古发现的文物细节，更好地运用多媒体与交
互技术，才能实现更真实地还原、更有感染力
地呈现、更有力量地传递。”作为青年大使，他
希望能激发和培养年轻人对文化遗产的兴
趣，将中国经验分享给马来西亚的文化遗产
从业青年。

也门哈德拉毛文化基金会顾问亚瑟·艾
哈迈德·卡尼维表示，很高兴有机会参观洛阳
博物馆、应天门遗址博物馆等，中国的遗产实
践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灵感。他认为，作为青年
大使，应该共同聚焦面临的困难，分享经验和
优秀案例，共同探索解决途径。

来自新加坡管理大学的黄耀辉表示，通
过此次论坛和参观感受到了中国在数字化
领域的进步，特别是穿汉服的沉浸式体
验，还原了唐代多文明交流的风范，给大家
留下深刻印象。

疏通历史脉络，共话亚洲文明

作为东南亚国家，柬埔寨有着悠久的历
史，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的联系尤其密
切。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
CO） 的成员国之一，也是吴哥保护国际行
动的积极参与者，先后修复了周萨神庙、茶
胶寺，目前正在进行王宫遗址的保护修复项
目。中国在柏威夏寺保护与发展国际协调委
员会中和印度一起担任了主席国，在柬埔寨
文化遗产保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贡维列
说：“2022年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公约》诞生 50周年，我们再次认识到，其
实各国人民的愿望是一致的。我们在文化遗
产保护方面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和困难，因
为不可避免受到各种力量的威胁，都需要文
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我们的人性、道
德、责任感又让我们走到一起来，分享知识
和经验。”他表示，柬埔寨愿意与各国一
道，共同为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做出贡献。

丝绸之路国际旅游文化遗产大学 AP⁃
SUC 学会负责人库迪尔佐达·赛约德表示，

塔吉克斯坦是丝绸之路上的国家，中国和塔
吉克斯坦的文化遗产有很多联系，丝绸之路
将我们串联在一起。自己结交到了很多来自
不同机构的青年学者，会议期间关于丝绸之
路的交流很有意义，我们看到中国在乌兹别
克斯坦希瓦古城开展的保护修复工作卓有成
效。他希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合作，能够
使丝路沿线国家建立新的研究和保护修复合
作，书写丝路新篇章。

面向未来共建新的青年对话平台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
鉴而发展。本次活动致力于建立各国青年对
话平台，在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的框架下，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年力量。

与会的各国青年大使们探讨了当代青年
人保护与传承遗产的使命，也表达了积极发
挥青年大使影响力的热忱。来自叙利亚的希
达尔·尤瑟夫表示，我们已经开始建立联
系，并考虑如何在未来开展遗产领域合作，
守护属于全人类的世界遗产。他希望通过青
年大使发出友好的信号，建立积极的叙利亚
形象，欢迎中国朋友到叙利亚旅游，感受叙
利亚文化遗产的魅力。

亚瑟·艾哈迈德·卡尼维表示，也门和
中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遗产，将会
把中国的理念和经验带回也门。他鼓励大家
通过举办线上会议和线下会议，让各国青年
互相交流；通过互译出版文化遗产保护成
果，使文化能够广泛传播。同时欢迎中国朋
友能来也门，探访遗产、体验文化、品尝美
食，共叙友谊。

正如来自柬埔寨文化艺术部的青年大使
拉索肯所言，文化遗产凝聚着民族的文化认
同感，将过去与未来串联在一起。文化遗产
蕴含的历史信息是宝贵而脆弱的，需要精心
呵护，年轻一代肩负着保护与传承文化遗产
的使命。青年大使计划的意义在于影响年轻
人关注文化遗产、热爱文化遗产、激发他们
的热情和创造力，通过文化遗产架起亚洲国
家青年人之间民心相通的桥梁。

第四届世界古都论坛暨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青年论坛

架起亚洲国家青年人之间民心相通的桥梁
袁濛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