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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15日，第十九届杭州亚运会的火种采集仪式在良渚古城遗址公

园进行，五千多年前的文明辉光与现代的青春活力在此刻交汇，碰撞出最美火

花。从文物保护到文化展示，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用最生态、最科学的方式，最大限

度还原了五千多年前那个以稻作农业为基础，以“水城”规划格局与营造技术为特

征的良渚古国。火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它将人类带进了文明的时代。从1951年

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一届亚运会开始，回望历次亚运会的火种采集以及其后的火炬

传递，无不与历史文脉及社会发展息息相关。

1990年北京亚运会，亚运火种的采集地在念青唐古拉峰之下。世界屋脊的

神秘莫测更增添了神圣感，展示了全国人民对于这一全亚洲盛会首次来到华夏大

地的由衷祝福。

2010年广州亚运会，在北京居庸关长城的北烽火台，16名少女与采火使者

康辰晨一起，完成了亚运火种的采集。来自“天下第一雄关”的亚运火种，代表了

神奇的自然力量和伟大人类智慧的完美结合，更是新世纪头10年中国迅猛发展

的生动缩影。

今天，火种之光在圣地闪耀，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以绝美的姿态迎接着八方来客。

中华文明全面展
示的“圣地”

为什么是良渚？管窥其中的“文化

基因”，或许能给出答案。

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是长

江下游环太湖流域继马家浜文化（距今

7000-6000年）、崧泽文化（距今6000-

5300年）之后发展起来的一支新石器时

代晚期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源

头之一。良渚文化分布广泛，主要分布

于环太湖苏浙沪约3.65万平方公里的广

袤地区，目前共发现1000余处良渚文化

遗址。

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杭州市余杭区，

是良渚文化遗存分布最为密集、最为核

心的地区，也是整个良渚文化分布区域

的权力与信仰中心，有规模宏大、三重布

局的城址，有目前已知中国乃至世界上

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有见证阶层分化、

等级分明的墓地，出土有象征信仰和制

度的系列玉器，完整呈现了中国5000年

前早期国家的社会形态。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评价，“良渚古城遗址代表了长江流

域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起源作出的

卓越贡献，是东亚和中国5000多年前史

前稻作文明的最高成就，是人类文明史

上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

根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

显示，良渚古城遗址作为探源工程重点

研究的四大都邑性遗址之一，不仅为实

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提供了最为直接、

最为典型的例证，还为提出判断文明标

准的中国方案提供了最完整、最有力的

支撑。

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

巴库，随着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第

43届世界遗产大

会主席加拉耶夫

的木槌落下，良

渚古城遗址成功

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从学术上

实证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

遵照“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

文明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的精神指引，经过

多年努力，伴随着其精美的玉器、恢宏的

城池、鲜明的社会等级制度、山水城池交

融的生态环境，正与现代文明不断交织，

已经成为全球访客体验和感悟“中华五

千年文明”的重要场所，也成为展示古代

中国和现代中国的重要窗口。

作为中国大遗址保护利用的优秀典

范，余杭区各级相关部门始终恪守安全

底线，坚持规划管控，保护优先。数字手

段被运用为保护研究的载体，在深化完

善“人防+物防+技防+犬防+制度防”工

作体系的基础上，围绕文物“发掘—保护

—研究—利用”全生命周期，打造“良渚

遗址5000+数智应用平台”，重塑良渚遗

址保护研究利用工作流程。特别是以

“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

中心东南分中心”的挂牌为契机，全力破

解土遗址保护世界难题，进一步推进良

渚古城遗址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努力打

造世界遗产科学保护的世界典范。

随着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瑶山遗址

公园和老虎岭遗址公园的相继开园，城

址、祭坛和水坝三大遗产核心区实现全

开放，并与良渚博物院组成完整的展示

窗口体系，进一步让世界文化遗产全民

共享。

虽然是中国大型土遗址的代表，但

当我们走进良渚古城遗址，文化是“可触

可摸可感”的。这里不是想象中的“土丘

一片”，而是更有辨识度的雕塑小品、植

物标识，是诸如3D打印1:1复刻的大型

木构件那样直观的“第一现场”，是戴上

AR智慧导览眼镜的“畅游千年”。通过

环境修复、数字展示等手段，既保存了良

渚古城遗址水丰草美的自然环境，又破

解了土遗址内涵展示的世界性难题，拉

近了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的距离。

运动精神一脉相
承的“福地”

亚运火种采集和传递源于奥运会。

当火种点燃，火炬手接力奔跑，象征着和

平、光明、团结、友谊的体育精神便就此

延续下去。这项从古希腊流传下来的传

统，是全世界人民所共享的。

第19届杭州亚运会火炬“薪火”，在

设计之初就融入了大量良渚元素，良渚

螺旋纹演化而来的图案装点着炬身；以

玉琮为语意特征的炬冠寓意着方圆相

融；出火口设计源自良渚经典玉器“琮”

最早的甲骨文字形……无论是从火炬外

观来看，还是从“薪火”二字解析，都表达

出了主办城市杭州对中华文化的致敬和

传承，也寄托了希望通过此次体育盛会

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古代中

国、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的美好愿望。

五千年前，良渚人生活在太湖流域，

碧水纵横，绿树繁茂，白鹭轻飞。他们依

水而居，耕作水稻、营造房屋、兴修水

利……劳动生活的景象历历在目。面对

暴雨和洪水的挑战，他们用几十年的时

间，设计并修筑了世界上最早的拦洪大

坝系统。良渚人筚路蓝缕、克服万难、团

结奋进的精神，也与拼搏奋斗的亚运会

精神相契合。

今天，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莫角山

宫殿区采集亚运火种，也寓意着良渚的

远古文明之光，穿过岁月时空，点燃新时

代的亚运之火，象征体育精神传承发扬、

赓续不竭。

良渚先民秉承着智慧、勇敢、坚韧、

积极、乐观的精神，开展着团结、拼搏、奋

进的实践。正如火种象征着的“相互理

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以及

杭州亚运会“用心交融，互相包容，团结

向上、紧密相拥的理想，传递自信乐观、

不畏挑战、共迎美好的期许，与‘永远向

前’以及‘更快、更高、更强’的向往契合

一致”。在良渚回首五千年，寻先人足

迹，俯瞰世界，找到生命向上的力量，寻

溯运动的精神。

文化共富蓬勃建
设的“热地”

站在历史的交汇点上，良渚古城遗

址以文物保护标杆地、中华文明展示地、

文旅融合样板地、共同富裕示范地为总

体目标，在保护中创新，在传承中发展，

努力让珍贵的世界遗产“活起来”，让更

多人了解和喜爱。

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

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的深入，

北村遗址、塘山北侧水坝等考古成果不

断涌现，早期良渚形成、长江下游地区史

前社会文明进程等课题研究取得突破性

进展，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

的中国方案提供了强大支撑。

近年来，良渚古城遗址与国际合作

不断加强，世界考古论坛、文化遗产世界

大会良渚分会场等国际活动先后举办。

良渚作为中国早期国家社会代表，入编

国际权威考古学著作《考古学：理论、方

法与实践》（第八版），体现了世界考古学

界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认可。

以“良渚”“浙江”“世界”为主题的

《良渚揽秀》跨界表演，吸引逾400万海

内外观众线上线下观看；交响乐《良渚》

赴葡萄牙、西班牙、哥伦比亚等7个海外

地区公演与亮相；“良渚符号”荣获2022

罗马国际舞蹈大赛舞蹈影像金奖。《良

渚》纪录片和《良渚微讲坛》系列短视频

作品先后译配成英语、匈牙利语、葡萄牙

语、希腊语、德语等多语种，在埃及、巴

西、俄罗斯、意大利、葡萄牙、匈牙利等

15个国家完成主流化展播，海外总覆盖

人数近2亿；《五千年良渚王国》丛书推

出日文、英文版；良渚文化海外数字推广

项目先后在60余个国家亮相。

另外，良渚遗址入选全国统编《中国

历史》教科书，出版各类科研文集、普及

读物累计600余种。每年都举行的“杭

州良渚日”暨良渚文化周活动，汇集学术

交流、国际对话、群众参与的共享活动，

与以良渚文化为设计灵感的700多款文

创产品，共同持续丰富着良渚文旅的供

给，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生动

展现出五千多年前古代中国的美美与

共，以及当代中国的自信从容。

承载着五千年记忆的良渚文化，作

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向标，正迸发出

无限的生机活力，书写着古文明的时代

新语，绘就“后申遗时代”的良渚印象与

中国印象。

良渚遗址核心区所在的长三角地

区，经济形态活跃、城市发展迅速。如

何建立长效有力的管理体制和保护体

系？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遗址保护

的矛盾？怎么营造与遗址保护要求相

协调的优美环境？这些都关系着百姓

的民生福祉。

浙江是先行探索高质量发展建设共

同富裕的示范区，而共同富裕不仅是全

体人民的物质生活富裕，更是人民群众

精神生活富裕。以人民中心为价值引

领、以美丽经济为展示窗口、以民生改善

为奋进目标，一个由世界级遗址带动的

共同富裕示范地，在良渚自然成型，稳步

破解推动人居环境升级、乡村产业振兴、

乡村文化自信等命题，向着未来正不断

生长。

良渚遗址周边，申遗成功效应持续

放大，生态振兴、产业振兴、文化振兴、人

才振兴、文旅融合等五大领域合作广泛

开展。循着大遗址保护和乡村振兴的契

合点，探索实现大遗址保护与提高原住

民生活品质的“双赢”。

今年年初，余杭提出在当地北部建

设良渚文化大走廊。随后，“良渚文化大

走廊”被写入杭州市政府工作报告。这

条文化廊道将五千多年的良渚文化、两

千多年的运河文化、一千多年的径山文

化、双千年古镇文化、苕溪文化和现代数

字文化等串珠成链，具体点位包括良渚

古城遗址公园、瑶山遗址公园、老虎岭遗

址公园、杭州国家版本馆、大运河文化国

家公园（余杭段）、小古城遗址、良渚博物

院、浙江省考古与文物保护基地、瓶窑古

镇、安溪古镇，及“径山茶宴”“余杭纸伞”

等非遗项目。

良渚文化大走廊的建设带来的基础

设施投入、公共服务配套提升等，不仅优

化城市界面、让区域发展更加“有血有

肉”，亦将有效带动沿线城乡居民生活水

平提升。同时，以文化产业为代表的新

兴产业的培育、导入、成长、做强，为原本

以传统制造业、农业等为主导的杭州北

部地区注入全新的产业活力。

在良渚文化“金字招牌”的加持下，这

片土地在五千多年后的今天，继续熠熠生

辉，打造成为乡里人的美好家园、城里人

的向往地、文创人的灵感催生地和创业人

的腾飞实现地，全力回应百姓对于文化汲

取和精神共富的期待。（蒋萍 刘海波）

▲国际考古界泰斗科林 ·伦福儒参观良渚博物院

良渚古城遗址：点亮“薪火”闪耀五千年文明之光

▲

良
渚
古
城
遗
址
公
园
鸟
瞰
图

▲

杭
州
亚
运
会
火
种
采
集
仪
式
在
良
渚
古
城
遗
址
公
园
举
行

▲遗址博物馆与中华文明探源论坛

▲莫角山宫殿区

▲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

▲南城墙水城门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