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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 3月 23日，由全国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办公室、省委宣传部主办，南京大学
承办的长江文明溯源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南京
大学举行。中宣部副部长洪大用，省委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徐缨，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
学院院士谈哲敏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洪大用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的一系列

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为长江文明溯源
研究和长江文化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
了根本遵循。洪大用强调，文明溯源是对根
本的追求，更是对未来的保护，希望与会专家
学者自觉担当文化传承创新使命，为长江经
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深厚的文化资源，为新
时代新征程文化强国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更
强大的力量。

徐缨指出，江苏是长江文化的重要发祥
地、传承地，也是长江联通世界的起点。江苏
将坚决扛起保护、弘扬、传承长江文化的重要
责任，深入开展跨学科、跨流域的研究，大力
加强文物遗产保护利用，持续推动文旅深度
融合发展，不断挖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让
长江文明在新时代绽放新的璀璨光芒。

谈哲敏表示，南京大学正充分发挥基础学

科和交叉学科优势，以长江产业发展为主题
建设国家高端智库，接下来将进一步深化对
长江文明的考古发掘、史料整理、数字化传播
等工作，为传承弘扬长江文明、坚定文化自信
作出新贡献。

现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
究员王巍等5位专家作主旨演讲。

（杨频萍 顾星欣）

会场外，南京大学建筑与城
市规划学院教授策划了长江文化
数字化成果展区。数字技术重构
的长江文化记忆正在焕发勃勃生
机。在《情绪流域长江图》的交
互屏前，观众将手放置于选项之
上，生动直观地感受长江对个体
情感影响和投射。《长江万里图》
《水图》《金焦落照图》等画作捕捉
了长江的奔流急窜与遥岑水阔；
诗词“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
去不还”“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风流人物”等通过文字传达了长江
的壮阔永恒，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共
情。《又见中泠泉：脑机交互与虚拟
现实探索意境构建和体验创新》交互

作品，给观众提供了一个用意念“打捞”虚拟
泉水的机会。通过捕捉参与者的脑电信号
并进行感知分析，通过屏风展现历史朝代江
水变迁的画面长卷，帮助参与者体验一场跨
越时空的寻泉之旅，完成一场“我与长江”的
链接仪式。

会场内，专家学者们也在热议将新方
法、新技术引入长江文明研究。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刘太远
正在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进行“数智”考古
模型的构建与应用，他们选择的首个案例，
就是以长江下游的苏州城市考古作为样
本。“去年下半年，我开始使用ChatGPT，很
快就实现了代码自由，还用它帮我们画了很
多画，我发现效果都很好。”刘太远当时就
想，要是考古专业有这么一个AI大模型就

好了。“现在的考古学，主要任务就是获取田
野材料，去认识这些材料，然后基于认识的
材料进行理论的思考。而这个‘数智’考古
模型，我们给它的定位就是，能够很好地用
于认识田野考古材料。”目前，他们正在紧锣
密鼓地朝着既定方向前进。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樊志
宏，以“分形理论视角下的山水文脉与文明
育成适应性关系研究”为题，探讨从分形理
论视角研究长江文明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
昆仑文化。樊志宏介绍，分形理论和文化生
态学理论是 20世纪兴起的前沿科学，为研
究文明育成提供了全新视野。以分形和文
化生态学理论为指导，通过研究山水分形、
文化生态与文明间的关系，可以探究山水文
脉与文明育成的适应性发展规律。

长江文明溯源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宁举行

共话一江水，顶流学者云集南京溯源长江文明

研讨会上，王巍、葛剑雄、傅才武、
张勄、贺云翱等著名专家学者发表主旨
演讲。六场专题研讨聚焦长江上中下
游文明溯源，多学科、跨领域视野展开，
探讨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为长江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汇聚学术智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
究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
列举了长江流域诞生的“中国之最”，其
中许多也是“世界之最”，包括：1万年前
长江中下游的水稻栽培技术，不晚于1.6
万年前长江中游的制陶术，9000 年前长

江下游的彩陶、长江下游的太阳信仰，8000
年前长江下游的独木舟制作与水上航行、长
江下游的髹漆工艺，7000 年前长江中游的
白陶工艺、长江下游的榫卯木作技术，6000
年前长江中游城墙建造和水利技术，5000
年前玉琼玉璧玉钺代表的玉礼器、长江下游
的犁耕，4000 年前长江下游的原始瓷器。

“长江流域史前文化是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
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
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
历史学院教授贺云翱认为，长江是人类稻作

农业文明的最早诞生地，也是世界稻作农
业文明的重要传播中心。世界所有的原生
文明，包括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河
恒河文明、黄河长江文明等，无不是以农业
文明作为其文明标志。早在1000多年前，
长江已经参与世界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包括
瓷器、茶叶、丝绸等国际化产销。至少从隋
唐时代开始，长江流域的物质文明成就通过
大运河源源不断地对北方政治中心产生支
撑作用。唐代中晚期开始，以“江海一体”
构成的海上丝绸之路推动着中国与世界的
融合。

“在全球范围内，中国是唯一完整拥有
两条世界级大河的国家。黄河流域是中
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但随着气候变化，
长江流域逐渐变得更为宜居。”香港中文
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复旦大学文科
资深教授葛剑雄认为，地理环境的独特
性造就了中华文明的优势。长江、黄河
两条大河同处北温带，使得两大流域文
明能够持续互动交融，为中华文明绵延
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黄河文明与长
江文明交相辉映，保证了中华文明常
新长青。“长江与黄河不仅是地理概念
上的母亲河，更是承载中华民族精神
的文化符号。”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
院长傅才武引入文化原型的理论，

探讨长江如何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象
征。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就蕴藏在中华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中，长江和黄河作为全体族
群共有和共享的审美结构，为中华民族提供
了一种既谋求在物质上掌握环境，又谋求在
精神上掌握自身的精神武器，这就是中国人
的天人合一智慧。

南京博物院研究员、江苏省考古研究所
原所长张勄则从五六千年前长江下游古国
时代的研究中发现了“奥秘”：长江下游先后
出现了太湖平原的“崧泽古国”、巢湖平原的

“凌家滩古国”、太湖平原的“良渚古国”和
山前沿江平原的“薛家岗古国”。距今
5500—5300年之间，北阴阳营文化、龙虬庄
文化、“凌家滩古国”突然消失，而太湖平原
的“崧泽古国”却华丽地蝶变为“良渚古

国”。张勄认为，长江下游古族、古国、古文
化的殊途同归，成为长三角一体化的先声。

“在中国这样一个区域多样性的大国，
长江流域有条件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作
出更大贡献。”贺云翱说，当代“长江经济
带”“长三角一体化”建设是国家重大战略。
长江流域占国土面积约20%，但是经济产出
约占全国45%以上，其工业和农业产值都占
全国首位，是我国今天工业文明的重心所
在。它承东启西，接南济北，拥江达海，内河
航运能力全球第一，战略地位无与伦比。对
长江文明开展溯源研究，目的是探索长江文
明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特色与地位以及中
华文明的发生发展规律，实现“古为今用”的
目的，让长江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
挥重大作用。

多学科、跨领域视野续写长江文脉

长江流域有条件为“中国式现代化”作更大贡献

长江流域诞生了众多“中国之最”

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从文明古国到中国式现代化，万里长江流淌着古往今来中华文明的密码。“春
风又绿江南岸”的美好时节，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齐聚长江之滨南京，共话长江文明，探寻中华文明根
脉。3月23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主办，南京大学承办的长江文明溯源
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

一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这场在南京召开的研讨会以长江文明
溯源研究为主题，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文化的重要指示精神。会场内外，春意盎然，焕发
出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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