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年浙江”的高光时刻
“万年浙江”是浙江独一无二的文化标识，是对

浙江悠久历史的精准概括。
万年上山、八千年跨湖桥、七千年河姆渡、五千

年良渚，构成了一个严密完整的考古证据链，这在一
个省域的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沿着这条路，古越人大步迈进夏商周，创烧原始
瓷器，炼出冠绝天下的青铜剑，勾践灭吴成为春秋最
后的霸主。再往后，孙权建吴国，大运河南北贯通，南
宋定都临安府，王阳明“集儒家心学之大成”创阳明
心学。再至近现代浙江光复、红船起航……

往事“越”万年，它们就像满天星斗，闪耀在历史
的天空，成为浙江是“文物之邦、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之一”的见证。

“万年浙江”蕴含的文化传统和浙江精神，是对
“何以浙江”最好的回答。

在《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中，时任
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写道：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
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
源远流长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
化精神，她滋育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
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
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
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这种传统和精神，来自岁月的积淀，来自一代代
浙江人在漫漫长路上的不断求索。他们创造了璀璨
如星辰的浙江历史，也在积淀和传承中形成了与时
俱进的浙江精神，深深影响着浙江人的思想观念和
行为方式，直到今天。

比如，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之所以在政策并无特
殊、资源并不丰富的情况下，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好
最快的省份之一，原因正在于此。

读懂“万年浙江”
从万年中走来，浙江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历史

巨著，凝聚着前人的智慧，见证着不同时期文化的
裂变、撞击与融合。第一重打开方式是，读懂“万年
浙江”。

“串珠成链”地读。“从美丽的小洲（良渚）出发，
过一个渡口（河姆渡），跨一座桥（跨湖桥），最后上了
山（上山）。这是一条通向远古的诗意之路。”考古学
家严文明，曾这样形容浙江考古的万年浪漫。

读“万年浙江”，就要把这条“诗意之路”串起来
读。目前在之江馆区“浙江一万年”展厅展出的这粒
炭化稻米，见证了万年前上山先民走出山林、走向田
园。漫长时光中，浙江大地经历了自然地理变迁，更
经历了从史前文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与数字文
明的发展进步。串联起来读、由点及面读，更能读懂
文明薪火的生生不息、文明体系的海纳百川。

“由远及近”地读。读懂“万年浙江”，不仅要从桩
桩件件的大事中体味历史的厚重感，也要读懂历史
与当下的对话。

这个对话可以是个人层面，比如当面对生活中
的困顿、难题，我们可以在与王阳明的“对话”中，找
到“人须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的感悟；也可以是社
会层面，以史为鉴，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中汲
取智慧，从历代经济的繁荣与衰落中把握规律。善于
倾听“远古的呼唤”，对今天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小中见大”地读。浙江文化在中华文化版图中
具有“启明星”地位，跨越万年，浙江在中华文明的历
史长卷中留下许多的印记，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的
突出特性。

不论是古时钱俶遵循钱镠祖训，保境安民，纳土
归宋，还是如今浙江呼吁各国携手打造海丝“朋友
圈”，都是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的彰显；不论是历
史上浙江文化出现过数次繁荣发展的高峰，还是改
革开放以来浙江人表现出的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
新事物的特质，都是中华文明突出创新性的体现。从

“万年浙江”中，我们更好地读懂中华文明。 “浙江一万年——浙江历史文化陈列”展出作品《起航》

如果将文化比喻成一条连接着历史和

未来的生生不息的河，那么踏着这条自远古

而来的河流，今天的浙江人会想起什么？

答案可以从一场展览中找到。日前，浙

江省重大标志性文化工程——之江文化中

心正式启用，位于其中的浙江省博物馆之江

馆区推出的“浙江一万年——浙江历史文化

陈列”也随之重磅登场。

展览重点展示了“浙江长兴七里亭遗址

实证浙江百万年人类史”“万年上山文化世

界稻作农业起源、世界最早彩陶、中国最早

农业定居聚落”“良渚文化出现城市和最初

国家形态、世界最早水利系统，实证中华五

千年文明史”“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

湖成立”等，并将常年对公众展出。

浙江山川毓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这

样重磅的“浙江一万年”展陈，让公众对浙江

的历史文化有了更多了解，也引人思考：“万

年浙江”的历史文化谱系，该如何打开？该怎

么读、怎么用？

用好“万年浙江”文化标识
当然，今天的我们，不能躺在文明的殿堂里当“啃

老族”。对于“万年浙江”，第二重打开方式是，用好这一
鲜明而独特的文化标识。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一是“常常看”，充分展示并打响“万年浙江”的文
化品牌，让公众在了解历史中增强文化自信。一方面，
用足用好现有的展陈场馆和展陈手段，让公众在“常常
看、反复看”的过程中更好地了解万年浙江史；另一方
面，创新传播方式，融合多媒体资源，拓展传播渠道，让

“地下的气象万千”成为“眼前的精彩纷呈”。
在全新开放的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浙江一万

年”展陈站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讲好中国故事的思想
高度，对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
多年的文明史进行了精彩的诠释。序厅内的“浙江万年
百件大事记展示墙”呈“之”字形状展开，直观传递万年
浙江历史文化的高光亮点。这也是首次对浙江一万年
历史文化谱系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经过多轮专家论
证后，为了“接地气”，浙江省博物馆还在其中吸纳了面
向观众的投票结果，让“大事记”既有高度，也有温情。

此外，整个展览也堪称是浙江考古成果最新、最系
统的一次巡礼，囊括了长兴七里亭遗址、长兴太傅庙遗
址、衢江西周高等级土墩墓、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等最新
考古发现。

二是“深深挖”，继续深挖浙江历史，并赋予其时代新
意。不断加强考古发掘和对出土文物的研究、整理、阐释，
梳理文明脉络，提升文化内涵，让“启明星”更加明亮。

比如，“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项目经过18年接续推
进，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大标志性成果，此次也在
之江馆区四层精彩亮相。以《宋画全集》为例，项目组充
分依靠各方力量，系统梳理、广泛搜集国内外文博机构
收藏的千余件五代两宋辽金时期传世画作，让宋韵文
化绽放出新光亮。

三是“时时用”，涵养“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用
好具有鲜明辨识度的文化标识，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将
更富足。让优秀传统文化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之物有
许多打开方式。在新开放的之江馆区负一层的人文探
索馆，市民游客在现场就能体验到十大镇馆之宝拓印、
活字印刷等技艺，多彩的非遗活动让传承千年的技艺
不再遥远。

再比如，杭州亚运会吉祥物“琮琮”“莲莲”和“宸
宸”，以毛绒玩具、钥匙扣、盲盒等形式“现身”，“三小
只”可爱的形象深受消费者喜爱，成为传播亚运文化、
普及亚运知识的载体，展现着三大世界文化遗产的魅
力。吉祥物之一的“琮琮”的灵感来源于良渚文化代表
性器物玉琮。它的头部装饰着良渚文化的符号，寓意着
中华文明的传承和文化的延续。

在“浙江一万年”通史陈列中展出的玉琮王出土于
余杭良渚反山遗址12号墓，因其体积重量及纹饰均为
现存玉琮之最而被称为“玉琮王”或“琮王”。整器重约
6500克，形体宽阔硕大，纹饰精美繁复，为良渚文化玉
器的巅峰之作。

文化不是凝固的雕塑，而是流动的活水。

一边读，一边用，在读中用，在用中读，让浙江

历史文化的活水流出场馆、书籍、古迹，流进

日常生活中、具象到行为习惯里，我们就将拥

有更足的信心、定力和底气。

浙江一万年——浙江历史文化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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