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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上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助理
教授袁承维走上讲台，开启了新学期的
第一课。

袁承维生在台北，本硕博皆就读于
台湾大学政治系，一直热衷研究中国古
代政治思想史。2005年，通过一次两岸
学生交流活动，他第一次来大陆，首站便
是位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

天下书院半湖湘。漫长岁月中，岳
麓书院承载着延绵不绝的湖湘精神和文
化根脉，让当时还在读研的袁承维更深
刻感受到中华文化的脉动。这次探访，
也为袁承维和岳麓书院之间埋下了一段
隐而不显的缘分。

2018年，在老师和学长鼓励下，袁
承维来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任教，从事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与教学，目前
讲授课程以道家思想为主。

学习先秦诸子等重要思想家的思想
内容，并透过这些内容了解他们的思考

过程，是袁承维在湖南大学任教以来一
直坚持的教学理念。任教 6年来，岳麓
书院的生命力和包容力也让袁承维感受
深刻。

他说，在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不远
千里来到长沙，与岳麓书院掌教张栻讲
学论道，留下“朱张会讲”的千古佳话。

“我感受到，岳麓书院的学生一方面具有
非常强的包容性，同时也对社会有高度
的使命感。”

岳麓书院每名本科生都可以选择一
名老师作为“学业导师”，每两周学生和
老师需要进行一次互动，主要是读经典，
谈心得体会。这是袁承维最珍视和喜爱
的一项教学内容。

“透过经典来探讨现代，包括谈论日
常生活，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传承了书
院过往师生密切互动的传统。我带的几
个学生毕业后，会回长沙看望我，也时常
和我联系谈论近况，让师生结识的缘分

细水长流，成为面对生命的并肩战友。”
袁承维说。

袁承维的学生经常提起对他的三个
印象——“认真准备教材”“亲切且细心
指导”和“台湾腔很可爱”。在学生们看
来，袁承维的口音差异给书院增添了多
元色彩，使得汉语表达和课程讲述有了
别样乐趣。

岳麓书院的包容和关切社会的特
征，让身处其中的袁承维深受感染。
2019年，他回到台湾大学做宣讲，期间
开始牵线台大哲学系和岳麓书院的交
流；去年 11月，湖南大学与台湾大学两
校学术交流与研讨活动“中国传统文
化研讨周”启动，首场活动“师生学术
论坛”中，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
一主题，台湾大学哲学系、历史系、政
治学系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
历史系的本硕博学生分组研讨，以论
文报告形式分享研究心得及成果，气

氛热烈。
“我希望两校交流效果继续拓展，给两

岸学子带来更大视野和更多机会。”袁承维
说。

入职后，袁承维只身来到长沙，面对的
挑战不只是教学和科研，还有饮食、气候等
变化。最让他感动的是，同事们热情地和
他分享在长沙的生活经验，带他“打卡”当
地美食和景区，在节假日大家一起聚会聊
天。通过不断地观察和学习，袁承维加快
了融入湖南的脚步。

现在，袁承维常会邀约师长、朋友和家
人，到长沙游玩，登岳麓山，观爱晚亭，在时
光流转中看岳麓书院的四季递嬗。“努力将
教学和科研的心得，以及学术交流的收获
分享给两岸学子。借由文化和学术，为两
岸交流带来正面影响。”这是袁承维对未来
的期盼。

“从台湾到大陆，互动交流带来了同胞
之间更深刻的认识。”他说。

台湾教师在湖南：在千年学府触摸湖湘文脉
新华社记者 阮周围 余春生 张玉洁

9月 10日，无锡惠山泥人厂的工
作人员在制作泥人“阿福”。泥塑（惠
山泥人）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

在江苏省无锡市，无锡泥人、精微
绣、留青竹刻等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在大运河畔的惠山古镇集中展
示、传授、生产、销售，让更多人近距离
了解非遗文化与传承。

2023年起，无锡市推出“百匠千
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工程三
年行动计划，提升非遗文化的传承保
护与发展水平。

新华社记者 杨磊 摄

江苏无锡：
大运河畔非遗续传承

新华社新西兰奥克兰9月10日电（记者 卢怀
谦 郭磊）中新青年人文交流对话会10日在新西兰最
大城市奥克兰毛利文化中心举行。

本次活动由中国外文局主办、当代中国与世界研
究院承办，是“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首次走进新西
兰，为中新青年人文交流翻开新篇章。

活动聚焦“新技术推动文明互鉴与创新”主题，鼓
励和推动中新青年运用新技术赋能文化交流与文明互
鉴，分享两国友好交往的故事，为深化两国人文交流、
赓续中新传统友谊贡献青春力量。来自新中友好协
会、奥克兰大学、新西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等机构关注
青年人文交流的近80位中新嘉宾出席活动。

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在致辞中表示，新西兰是第
一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第一个同中国就加
入世贸组织达成双边协议、第一个同中国启动双边自
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发达国家，很高兴看到青年人成为
新中及世界各国间友谊的“投资者”，让各国人民间的
友谊更加长久。

与会嘉宾表示，近年来，中新两国关系取得历史
性发展，中国和新西兰之间有着深厚友谊和广阔合
作空间。当前，数字化浪潮为两国合作发展增添了
新机遇，希望中新两国青年能够抓住机遇，加强对话
与沟通，通过日益密切的交流为中新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增添新内涵。

中新青年人文交流
对话会在新西兰举行

遗失声明
延安市宝塔区甘谷驿镇康家沟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不慎将原法人（康志军）私章丢失，声明作废。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9月9日电（记者 赵焱 陈威
华）中国交响乐团室内乐团9日在里约热内卢市立剧
院为中巴两国观众带来一场音乐盛宴，拉开中国交响
乐团拉美五国音乐之旅的大幕。

中国交响乐团在里约的演出也是给中国与巴西建
交50周年的一份献礼，曲目中有被改编成室内交响乐
形式的《梁祝》《我和我的祖国》等中国作品，也有柴可
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和《小夜曲》、门德尔松的《弦乐
八重奏》等曲目。

中国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手姚亮表示：“我们这次
来到巴西感受到了巴西人民的热情，在热情的氛围中
我们也希望把清雅、脱俗和旋律化的中国作品展示给
他们，体现我们中华民族的特点。”

演出中，几名巴西艺术家也加入到《瑶族舞曲》和
《金蛇狂舞》两支中国乐曲的演奏中。姚亮说：“音乐是
一种无国界的语言，是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我们在
排练和演出中感到他们对两支中国乐曲没有任何陌生
感，融合得非常自然，大家合作得非常愉快。”

观众里卡多·马丁斯告诉记者：“我非常喜欢这场
音乐会，我此前听说中国音乐家技术精湛，今日亲眼见
证。此前我看过中国艺术家表演的芭蕾舞剧《大红灯
笼高高挂》，今天也有巴西艺术家一起参与演奏中国乐
曲，充分证明东西方的艺术可以相通。”

负责组织本次音乐会的巴西戴尔艺术文化机构负
责人斯特芬·道尔斯贝格认为：“这是一支真正世界级
的交响乐团，节目风格非常多样化。在巴西与中国建
交50周年之际的这场表演，显示了一种非常有效的文
化合作方式。”

中国交响乐团在里约的演出是其拉美音乐之旅的
第一站，在巴西还将赴彼得罗波利斯、圣保罗和巴西利
亚各演出一场。离开巴西后还将前往多米尼加、委内
瑞拉、阿根廷和哥斯达黎加，在 25天的行程中进行 13
场演出，同时进行相关文化交流活动。

中国交响乐团在里约
开启拉美音乐之旅

● 9月9日，中国交响乐团室内乐团在巴西里约
热内卢市立剧院演出。

新华社发 克劳迪娅·马尔提尼 摄

千载峡州大城浮千载峡州大城浮
———解码—解码““三峡门户三峡门户””宜昌的文化自信样本宜昌的文化自信样本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惠小勇惠小勇 李鹏翔李鹏翔 李思远李思远

长江穿过幽深奇绝的巫山峡谷，冲出
我国地势二三级阶梯分界线，在西陵峡口
陡然变得开阔起来。“水至此而夷，山至此
而陵。”湖北宜昌古称夷陵，就坐落在这水
势逐渐平缓、崇山转为丘陵之地。

一江穿城，宜昌始终涌动着澎湃动
能，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

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吾
将上下而求索”的自信自强，正在为城市
兴盛提供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展现出
与时俱进、开创新局的旺盛生命力。

底蕴：诗意与厚重

初秋时节，宜昌秭归凤凰山上，屈原
祠歇山重檐，三面牌楼，六柱五间，牌楼
上方正中“光争日月”四字牌匾高悬。步
入山门，拾阶而上，过碑廊，但见《天问》
浪漫、《离骚》悲懑、《九歌》缥缈……

两千多年前，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在
秭归诞生，由此发源了一条浪漫主义的
诗歌长河。如今，“诗意”仍滋养着屈原
故里的人们。

屈原祠虽几次迁徙重建、饱经岁月
风霜，却越发熠熠生辉。周边建有非遗
馆、端午剧场，并常年开展薅草锣鼓、杨
林堂鼓、三闾刺绣等非遗传承人展演，加
上一年一度的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无
不成为留存在人们心底的文化记忆。

“这里有中华文明的一脉清泉。”国
家级非遗项目“屈原传说”传承人郑承志
说。

江河山川，诗脉连绵。宜昌，既是长
江万里长图中一帧隽秀的山水画，也是
中华文化长篇中一页唯美的散文诗。

西陵峡口，峭壁之上，一个天然的溶
洞通过狭仄的栈道与外界相连。此洞名
为“三游洞”，因唐代诗人白居易、白行
简、元稹“前三游”和宋代“三苏父子”“后
三游”闻名。洞内外崖壁至今存有50多
件欧阳修、黄庭坚等文人墨客的壁刻和
碑文。往来游人，踩着青白石阶，与古往
今来诗人的脚步重叠，蹚过时间长河，触
摸那些雄浑而灵动的诗篇……

峡口胜景熠熠生辉，高山流水声声
含韵。至今，宜昌有约 2万名群众坚持
诗歌创作，每年举办大型诗歌活动80多
场，参与群众超十万人。

宜昌还是多元文化汇聚之地。巴文
化、楚文化、土家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
在薪火相传中推陈出新。

兴山民歌、当阳关陵庙会、长阳撒叶
儿嗬等众多非遗代表性项目承古纳今，
赋予古往今来的人们以生活的仪式感，
也打磨出具有时代气息的文化产品；峡
江号子高亢激昂、远安呜音浑厚优雅，关
公信义文化至今传扬，这些都融入了现
代生活，助力当地打造文化产业发展的
新赛道；沉浸式情景体验剧《三峡盛典》、
新编历史话剧《屈原》的创新演绎好评如
潮，成为当地文旅“爆款”，传统文化与现
代文明碰撞出耀眼火花。

城因文而闻名，文因城而兴盛。
眼下的宜昌，正以千年文脉为笔、世

界级山水为墨，书写“诗和远方”。厚重
而富有诗意的文化底蕴，在潜移默化中
培根铸魂、启智润心，在赓续传承中日益
彰显出旺盛的生命力、创造力。

品格：坚韧与担当

“生活越过越好，买了车，盖了四层
的楼房。”三峡工程第一批移民谭德训的
儿子谭必林感慨道。

为了工程建设，百万三峡儿女舍小
家为大家。谭德训叮嘱四个儿子“国家
搞建设，一定要支持”；在补偿标准尚未
出台时，他带头砍掉200多棵脐橙树，带
着全家16口人率先搬进临时帐篷。

众多“谭德训”们的付出，挺起宜昌
的担当。作为“世界水电之都”，这座“来
电”的城市，以 0.2%的国土面积点亮万
家灯火。

在岁月洗礼中，镌刻历史转折的时
代注脚；在碰撞交融里，磨砺顽强不屈的
文化品格。

长坂坡上，赵子龙七进七出单骑救
主；当阳桥头，张翼德吼退曹操百万雄
兵……人们耳熟能详的三国故事，有30
多个发生在此。而 81年前的石牌保卫
战，更是一段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抗
战处在僵持的紧要阶段，日军调集10万
兵力进攻石牌，中国军队顽强阻击，甚至
展开了三个小时的肉搏战，终于挫败日
军入峡西进的阴谋，彰显了宜昌人民的
英勇担当。”宜昌市委党校副校长龙会忠

介绍。
从昭君出塞，到堪称中外战争史奇

迹的宜昌大撤退；从五峰红二军团总指
挥部旧址，到长阳七十七烈士纪念碑；从
五峰茶马古道到川汉铁路，再到沿江高
铁……风云激荡，岁月沉淀，宜昌始终与
时代同呼吸，始终与民族共奋进。

从秭归县城眺望，三峡大坝巍巍矗
立，“国之重器”犹如巨龙横卧长江。

世界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等112项
世界之最、934项发明专利……俯瞰三
峡双线五级船闸，一艘艘货船正有序通
过。截至 5月 21日，三峡枢纽货运量达
20.81亿吨。

峡江之畔，“坝头库首第一村”许家
冲村，房屋错落，茶园青翠。

2018年的春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宜
昌市太平溪镇许家冲村考察时强调：“乡
村振兴不是坐享其成，等不来、也送不
来，要靠广大农民奋斗。”

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许家冲村的
群众向着美好生活不断奋进。从“移民
村”变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年吸引
游客10多万人次，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家
门口就业……村支部书记谢蓉说，依托
茶旅融合，近5年来，全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加2万元。

如今，远安县，传承嫘祖蚕桑习俗，
发展特色农旅产业；当阳市，弘扬关公信
义文化，打造“中国义城”；宜都市，挖掘
杨守敬国学文化，建设“全国文明城
市”……放眼宜昌，深厚的人文底蕴，正
转化为源源不断的奋进动力。

宜昌，流淌着坚韧担当的文化血脉，
迸发出自立自强的精神力量。

律动：绿色与永续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
尽，江入大荒流……”约1300年前，李白辞
亲远游，船出三峡，穿过夹江对峙的虎牙
山、荆门山，便是一片壮阔的山水意象。

岁月匆匆，山水依旧。沿石阶古栈
道，登虎牙山，只是悬崖峭壁间，江水泱
泱，宜昌市猇亭区坐落山下。

目光所及，当年改写吴蜀历史进程
的“猇亭之战”发生地，如今打响了一场
新的生态保护战——长江大保护。

20世纪80年代，化工企业纷纷在猇亭
附近落地，这里一度陷入“化工围江”的环
保困局。由于粗放型生产方式，污水直排
入江、化工企业围江、码头砂石堆积，长江
一度水质持续恶化、生态功能退化，给生态
系统敲响警钟。

2018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宜昌考
察时指出，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一定
要保护好。企业是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建设
的主体和重要力量，要强化企业责任，加快
技术改造，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清洁生产，
提升企业生态环境保护建设能力。

六年后，猇亭区旧貌换新颜。曾经管
道纵横、反应塔林立的化工厂区，如今已
优雅蜕变，绿树成荫、生机盎然，完美融入
并成为滨江公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
旁的企业展厅内，一款通体泛着金属光泽
的黑晶体引人注目，普通黄磷一吨卖 2万
多元，而眼前的黑磷仅一克就可以卖到
5000元。

“虽然经历了阵痛，但绿色转型催生了
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兴发集团总经理助
理陈晓清说，产品从“论吨卖”变成了“论克
卖”，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实现双赢。

“江豚吹浪立，沙鸟得鱼闲”，万里长江
浩荡东流、奔腾不息。

江风徐来，一碧万顷。水上，我国首艘
氢燃料电池动力示范船“三峡氢舟1”号去
年在宜昌首航；江边，134家化工企业关改
搬转，拆除码头216个；沿岸，在建、拟建亿
元以上新能源电池及材料类项目63个，总
投资超3000亿元。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古诗词中描绘的三峡胜境，如今与现代文
明交相辉映，让宜昌在新时代焕发出绚丽
光彩。

近年来，宜昌积极推动长江大保护典
范城市和三峡库区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建
设，宁德时代等一批企业纷纷落户，一条世
界级磷系新材料产业集群已现雏形。“这些
新发展动能均是在长江大保护和绿色永续
发展理念下引进的。”宜昌市经信局副局长
唐铸伟说。

回顾关山千重，东望碧空万里。
走过两千余载历史岁月的宜昌，在传

承中创新，在坚守中突破，继续书写“宜于
国运昌盛”的新时代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