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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玉是中华传统玉文化精神的物质体现
地区融媒讯 （记者 张勇）

10月26日下午，参加“于阗南山·
玉河古道”昆仑和田段多学科综合
科考成果发布会的部分知名专家
学者围绕“和田玉与中华玉文化”
展开讨论。专家们表示，中华玉
文化绵延几千年，玉代表爱国的
人格，君子的骨气，出色的品
行，和田玉是中华传统玉文化精
神的物质体现，要以中华玉文化
研究为工作重点，深入推进文化
润疆，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

讨论会上，中国玉文化研究会
副会长兼专家委员会主任陆建芳，
中国玉雕艺术大师、上海工艺美术
学会玉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陆
华，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国
学专家夏国强，民族文化宫博物馆
文保部副主任王佳炎，山东大学历
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强，江苏科信智
能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玉学院（苏
州）高级讲师汪娟，和田博物馆副
馆长艾再孜·阿不都热西提等先后
围绕“和田玉的历史发展”“和田玉
的文化属性”“和田玉的研究发展
传承”等方面发言。

陆建芳认为，玉文化的发展经
历了六个阶段，和田玉至迟在四千
年前进入中原地带，只有和田玉的

滋润感才符合“五德”的要求。孔
子“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
去身”的提法，都是基于和田玉的
这一特性，因此，和田玉是中华传
统玉文化精神的物质体现。

陆华认为，和田玉是和田很响
亮的名片，对于和田玉这一重要且
宝贵的资源，不仅要给予保护，也
要给予合理的研发，要加强多学科
深化研究，讲好和田玉故事，以中
华玉文化研究为工作重点，深入推
进文化润疆，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王佳炎认为，玉在中华文明的
早期阶段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更是深入融
合于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和
田玉因其优秀的品质和独特的产
地，自上古以来就成为备受推崇的
中华玉中珍品。和田玉文化是中
华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揭示中
华文明的演进规律。开展跨系统、
跨学科、多维度、综合性的中华玉
文化研究，诠释历史，凝聚人心。

中山大学教授刘文锁

于阗是佛教文化最早
传入国内的第一站

10 月 26 日，记者就和田“一院
三中心”成立的重大意义对中山大
学教授刘文锁进行了交流访谈。

“唐代一些史书里，包括玄奘的
《大唐西域记》里记载，于阗是佛教
文化最早传入国内的第一站，中国
佛教历史里于阗是最重要的区
域。”刘文锁结合历史记载和文献
说，“在汉代以后，尤其是唐代，
通过佛教，于阗跟中原地区密切联
系，比方说汉译佛经的来源是于
阗，这些有很多史书记载。还有大
量于阗文的文献里都记载了许多佛
教文献，这些都证明于阗在古代佛
教是无比重要的一个区域。和田地
区保留了大批佛教寺院的遗址，还
有这些遗址出土的文献都可以证
明。”

刘文锁认为，“一院三中心”的

成立恰逢其时，今后要加强研究于
阗佛教历史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与
中原地区的联系等，通过这个学院
和中心学术机构的架构，为于阗史、
于阗考古、于阗文献方面搭建一个
良好的平台，推进更多领域的研究，
甚至成为国际性的文化交流。

对今后的于阗历史文化研究方
向，刘文锁认为重点有几个方面：一
个是考古。要加强和田的考古发
掘；小佛寺、尼雅遗址、喀拉墩和圆
沙等遗址需要很好地研究。在这个
基础上，加强于阗史的研究，这里出
土了大量的多种语言的文献，这些
文献需要组织有关专家系统地开展
研究。除了这些还有昆仑文化的研
究、佛教史的研究、玉文化的研究，
这都是将来需要研究的重点。

地区融媒记者 阿卜杜拉

艺术与设计杂志社社长钱竹

让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和田之美
10 月 26 日，和田于阗学院、昆

仑文化研究中心、中华玉文化研究
中心、于阗佛教文化研究中心揭牌
仪式在和田举行。记者就研究和田
历史文化资源的有关问题采访了艺
术与设计杂志社社长钱竹。

钱竹说：“和田具有非常丰富的
文物资源，深厚的历史积淀，从精绝
故城到尼雅古城，然后到于阗的佛
教遗址，再到昆仑的玉文化，数千年
的和田文化给中华文化留下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

就和田于阗学院的揭牌，钱竹

表示，揭牌仪式可以说是对和田丰
富文化历史资源的重要回馈与开
始。研究和田文化，对于我们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西北边疆
民族文化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

钱竹对和田的发展充满信心，
他说：“近年来，和田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经济快速发展，百姓安
居乐业，相信今后的和田会越来越
美，同时也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能更多地发现和田之美。”

地区融媒记者 阿卜杜拉

中国玉雕艺术大师陆华

希望更多的人喜欢和田玉
10月26日，和田成立中华玉文

化研究中心，记者就中华玉文化研
究和传承等内容采访了中国玉雕艺
术大师、中国玉雕艺术评论家、上海
工艺美术学会玉文化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陆华。

陆华表示，中华玉文化研究中心
在和田成立，这是天时地利人和。在
和田玉的生产所属地办玉文化，它对
于中国当代怎样让玉文化继续发展，
这个作用是其他地方不可替代的。

“和田玉文化包括多种形式，比
如和田玉原料的文化、工艺的文化、

和田玉题材的文化等。”如何研究和
传承玉文化，陆华表示，和田是中国
玉文化的发源地。其实，现在全国收
藏和田玉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
田玉原料收藏，一种是和田玉艺术品
的收藏。研究和田玉，怎样让中华优
秀传统玉文化融入中国人民的生活，
怎样做好中华文化的宣传，怎样去用
现代语言解答，这个研究的责任是艰
巨的，因为它需要各个行业来融通。
希望众多的爱玉人、赏玉人能够影响
带动更多的身边人喜欢和田玉。

地区融媒记者 阿卜杜拉

（上接第1版） 既是推动新时代文化润
疆、固疆、兴疆、强疆的自信之举，
也是展现泱泱中华的礼义文明及各民
族美美与共的自觉之举，更是提升昆
仑为新天下之中的自强之举。

4. 金生丽水，玉出昆冈。和田玉
一直被视为中国的国玉、圣玉、君子
玉，她引领了中国灿烂辉煌的玉文明
及沟通天地人的国家祭祀体系，象征
着“君子之德、中庸之道”的东方情
操。而以和田玉为核心的玉石之路及
玉礼的交流，在推动大一统中国的

“四方辐辏”过程中更是扮演了关键

的作用。和田作为中国第一玉都，凝
聚着玉魂国魄。玉文化的传承创新及
产业优化发展，方兴未艾，前景广
阔。

5. 作为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
组成部分，和田是推进东亚与中亚、
西亚、南亚区域文化、经济交流的枢
杻和通衢。作为多元文化通和的重镇
和当代亚欧大陆桥的关键节点，和田
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推动
沿路民心相通方面责无旁贷，在深化
于阗南山和玉河古道的中华文脉赓
续，特别是昆仑文化的总体性研究提

升、文化遗产活化方面大有可为。期
待各方勠力做好昆仑历史名城建设、
牛头山佛教圣地建设、和田 （昆仑）
大学建设、大昆仑路网建设等文化与
民生工程，共建和合共生的和美和
田、和善和田、和乐和田。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巫新华
新疆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

院教授海鹰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

所研究员穆桂金
中国社科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

所研究员赵明鸣

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编审颜廷真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

教授陈进国
中国玉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专家

委员会主任陆建芳
中国社科院边疆研究所研究员李

新岭
巫新华教授学术助手刘洁
新疆日报社新疆画报主任记者张

国军
和田地区文旅局副局长张化杰
和田地区博物馆副馆长艾再孜·

阿不都热西提

参加“于阗南山·玉河古道”昆仑和田段多学科综合科考成果发布会的专家学者展开讨论

昆仑山是中华文化元素符号 是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
地区融媒讯 （记者 张亚辉 阿

巴拜科日）10 月 26 日下午，参加“于阗
南山·玉河古道”昆仑和田段多学科综
合科考成果发布会的专家学者围绕“昆
仑文化的内涵和时代价值”“昆仑文化
旅游开发”等内容进行深入探讨，共同
探讨和田昆仑文化挖掘研究、保护传
承、开发利用的有效途径。

专家学者表示，昆仑山是中华文化
元素符号，是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成
立和田于阗学院昆仑文化研究中心对
于推进昆仑文化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推进文化润疆具有重要意义。

新疆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
院教授海鹰从昆仑山地表生态角度阐
述了昆仑文化，他认为地表分布植物十
分珍贵，植物为人类生存提供了氧气，
其价值无法用金钱来衡量。昆仑山包
含高山河谷、戈壁草原、绿洲等生态，研
究不同生态植物分布，能够反映当时人
类的生产生活状况，从这个角度入手，
对于研究昆仑文化是一个不错的选
择。此次科考发现在昆仑和田段约有
六、七百种植物，这是大自然留给和田
人民的宝贵财富，希望保护好这些植
物。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
所研究员穆桂金表示，从自然科学认识
昆仑山是不够的，因为这个区域不光是
海拔高，人员稀少，道路难行，它还有很
多非常神秘的现象，有待于我们去研
究。建议后续加大对昆仑山的探秘，形
成更多文字图片资料，为后续开发利用
提供依据。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费晟从环境历史学角度阐释了昆仑山

进行文化建构的可行性、科学性。他建
议，可以赋予特定自然物（昆仑山）以民
族文化属性，使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
一种指向。让自然物、人与自然环境互
动的历史成为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的
基础。对昆仑文化的阐释与赋义，要充

分结合自然景观特征，立体、综合地研
究理解包括岩石圈、土壤圈、水圈、大气
圈与生物圈的所有要素。打造昆仑文
化，需要跨学科的知识生产者共同努
力、合力打磨与推广。

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旅游专委

会秘书长林玉珊说，在徐霞客心中，
能否抵达昆仑山是判断旅行者的成败
标准，这次科考的专家学者就是当代

“徐霞客”。她希望加快对昆仑山文化
旅游开发，让更多游客成为当代“徐
霞客”。

10月26日下午，加“于阗南山·玉河古道”昆仑和田段多学科综合科考成果发布会的专家学者围绕“昆仑文化的内涵和时代
价值”“昆仑文化旅游开发”等内容进行深入探讨，共同探讨和田昆仑文化挖掘研究保护传承开发利用的有效途径。

地区融媒记者 许晓龙摄

于阗佛教文化在中国佛教文化中具有重要历史地位
地区融媒讯 （记者 胡对红 艾

克甫江）10月26日下午，参加“于阗南
山·玉河古道”昆仑和田段多学科综合
科考成果发布会的专家学者围绕于阗
佛教文化历史展开讨论。专家学者表
示，于阗佛教文化在中国佛教文化中具
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非常具有研究价
值。

中国社科院宗教所佛教艺术研究
室研究员张总说，于阗佛教文化在中国
佛教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佛
教传入中国后，在于阗形成的佛经，是

中国佛教文化的经典，也是汉语系佛经
中最完整最系统的。在丹丹乌里克、巴
拉瓦斯特等遗址发现的于阗佛教壁画、
木板画，与敦煌莫高窟里的壁画，有很
多联系与相似之处。考古发现，于阗佛
教绘画还在甘肃、河南、山西、山东等地
一直都有传播、延续，有力印证了很早
以前，于阗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交往交
流非常密切。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孟嗣徽说，在于
阗出土的佛教绘画作品中，有大量绘画
作品具有唐朝中原的绘画风格。于阗
佛教文化的研究目前还比较薄弱，开展
研究工作非常必要，也非常有价值。

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
杨治国说，于阗有着悠久的佛教历史文
化，是佛教最早传入我国的中心之地。
研究于阗佛教文化对研究中国佛教文
化具有重要意义。挖掘于阗佛教文化，
要充分借鉴于阗佛教文化不断本土化、
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沟通等方面的特
点，在深入推进文化润疆工作中，坚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引导宗
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 10 月 26 日下午，参加“于阗南
山·玉河古道”昆仑和田段多学科综合
科考成果发布会的专家学者围绕于阗
佛教文化历史展开讨论。

地区融媒记者 许晓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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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下午，参加“于阗南山·玉河古道”昆仑和田段多学科综合科考成果发布会的
部分知名专家学者围绕“和田玉与中华玉文化”展开讨论。 地区融媒记者 许晓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