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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肖榕 文/图） 16 日，“同城建·新城古厝里”
2023 首届武盛同安功夫争霸赛在厦门同安区新城古厝里广场落
下帷幕。在这场中国散打与西洋踢拳的对抗中，中国散打以 4∶1 完
胜来自英国、法国、奥地利等各路精英。

“我们举办这次功夫争霸赛的第一要务就是弘扬中华武术。”
作为本次赛事的发起人之一兼形象大使，厦门同安籍的林帅说，这
次出战争霸赛的中方选手都是由少林塔沟武校培养出来的国家队
选手。其中，马永康是全国散打锦标赛 75 公斤级冠军，许志伟是全
国散打锦标赛 60公斤级第五名，杨帅是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 71公
斤级亚军，李家凯是亚青赛 60 公斤级冠军，靳文斌是全国散打锦
标赛 60公斤级季军。

曾拿过泰国普吉Bangla（邦拉）拳场 68公斤级金腰带的奥地利
选手西蒙表示，中方选手的基本功非常扎实，他也期待能和中国的
功夫高手有更多的交手机会。

据了解，武盛同安功夫争霸赛之所以从新城古厝里广场起步，
正是看中了当地独特的人文历史环境。赛事举办地旁边，是十八王
公文化园所在地，海神“十八墓公”信仰不但在厦门同安广为流传，
而且在整个福建和台湾地区也有着很大影响力。

赛事总策划宋玉杰表示，从“十八王公”到武术赛事，我们希望
海峡两岸间交流的纽带愈发牢固，武盛同安功夫争霸赛也将努力
成为第一个在宝岛落地的大陆搏击比赛。

题图：选手们在比赛中。

武盛同安功夫争霸赛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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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辉 通讯员 饶丽英）近日，福建闽江源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通过布设在野外的红外相机，记录到国家二级保
护野生动物黑熊的活动影像。从其体态看，这是一头成年黑熊，初步判
断该区域可能存在黑熊种群。这是该保护区首次发现黑熊。

黑熊是大型食肉动物，处于食物链顶层，对控制食物链中其他
动物的数量和分布，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福
建闽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记录到黑熊踪迹，对研究黑熊的
分布、活动行为、栖息地选择及物种保护有着重要意义。

福建闽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武夷山脉中段的建宁县东
南部，属野生生物类型的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武夷山脉中
段重要的生物区系组份、大面积的钟萼木和南方红豆杉原生种群、
独特的生物群落类型和福建闽江正源头森林植被。目前，该保护区
正在实施 2023 年度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
性监测）项目。此次发现黑熊，是该项目的最新成果。

近年来，福建闽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力开展生物多样性
保护、野生动植物调查监测、科普宣教等，保护区内植被恢复迅速，
野生动物种群增长明显，生态系统恢复成效显著，食物链日趋相对
完整，野猪、白鹇、小麂等野生动物经常记录到。

题图：黑熊活动影像 （福建闽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供图）

闽江源保护区首次发现黑熊

北京时间 17 日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第 45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中国“普
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这是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
产。截至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数量增至 57
项，其中，文化遗产 39 项、自然遗产 14 项、
自然与文化双遗产 4项。

福建，是非遗大省之一。2021 年，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在福建福州成功举办，也
同时迎来了我国第 56 项、我省第 5 项世界
文化遗产“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
中心”。自 1999年武夷山成为我省首个世界
遗产项目开始，福建土楼、三明泰宁丹霞、
厦门鼓浪屿陆续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当
前福建 9 个设区市中有世界遗产的城市超
过了半数，在全国各省份世界文化遗产数
量名列前茅。

15 日，2023 北京文化论坛“文化遗产：
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平行论坛在北京举
行。本次论坛以“全面提升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水平”为主题。论坛上有哪些精彩观点？
嘉宾对于福建文化遗产发展有哪些看法？
请看记者从一线发回的报道。

发挥资源优势，让文化活起来

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馆长杨卫东
受 邀 参 加 了 此 次 文 化 论 坛 。福 建 省 革 命
历 史 纪 念 馆 坐 落 在 鼓 山 脚 下 ，于 1998 年
开馆，是我省唯一一家省级，也是全省最
大 的 革 命 历 史 纪 念 馆 ，当 前 已 成 为 全 国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示 范 基 地 、全 国 红 色 旅 游
经典景区。

“福建既是一个优秀传统文化大省，更
是一个红色文化资源大省。在宣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上，福建特别是在革命旧址、革

命文物等方面有突出优势，文化具有极强
的象征意义，因此做好新时代展馆工作变
得更加重要，当前我们在进一步思考如何
深入挖掘历史，丰富展陈内容，实现内容为
王。”杨卫东与记者分享了自己的感想。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原院
长单霁翔是本次论坛的演讲嘉宾，常年致
力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他，对福建
文化遗产的丰富印象深刻，谈起来滔滔不
绝，“福建的文化是多样的，从特色乡土建
筑，到绿水青山、生物多样性，再到名人荟
萃的历史文化名街三坊七巷、上下杭，还
有宋元时期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现在的
工作是把福建传统文化中悠久、灿烂的内
容跟今天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进一步地
提炼和揭示”。

2022 年，在中国首档世界遗产探访体
验类文化节目《万里走单骑》中，单霁翔作
为团长带领团队走访了福州的文化遗产
地，展示福州在推动文化遗产保护日常化、
生活化的尝试和成果。

早在 2004 年，单霁翔就与三坊七巷结
下不解之缘。彼时，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
的他收到了一封联名信，来自福建的 62 位
专家、教授在信中呼吁加强福州历史文化
的保护。此后，经过多方努力，三坊七巷等
历史文化建筑在城市建设浪潮下得到保
存。2006 年，“三坊七巷-朱紫坊建筑群”被
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并由
此展开以保存三坊七巷整体格局为基础
的整治和修缮。

“我了解到福建在历史文化街区的保
护上做了非常大的努力，包括街巷的整治、
恢复历史景观风貌等等，当前已成为全国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一个典范，但这只是
第一步。”单霁翔说。

三坊七巷要如何生生不息延续文脉薪
火？单霁翔介绍了“社区博物馆”的概念。
2011 年 8 月 24 日，他来到福州，参与全国首
批社区博物馆之一的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
正式揭牌活动。

三坊七巷不仅有着 268 处明清时期的
建筑，更先后有 410 多位重要人物曾在此
居住和生活，是三坊七巷活化利用的丰富
资源。

“第二步就是要讲好这里面的故事，我
了解到现在很多名人故居已经开放了，这
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同时街巷里的民俗博
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等也进一步
增添了文化气息。接下去，结合周围社区人
们的传统生活，组织民众开展丰富多彩的
活动，这个街区就会开始像一个大的地域
博物馆一样，形成一个社区博物馆，真正让
这里头的文化、文物都活起来。”单霁翔说。

让文化遗产健康有序地
传给子孙后代

“在 2020 年 12 月 8 日，紫禁城迎来了
600 岁生日。这一天我们格外激动，在世界
人们的共同支持下，通过我们诚实的劳动，
实现了我们的诺言，我们把一个壮美的紫
禁城已经完整地交给了下一个 600 年！”当
天，单霁翔在论坛上分享了自己参与故宫
博物院保护的相关工作，最后的发言赢得
了全场掌声。

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多元发展的重要
成果，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

“红墙、黄瓦、蓝天，这是三原色，用这
三种颜色可以谱画出世界任何的色彩。我
们的世界必须是绚丽多彩的，不能是单一
色彩的，每个民族都有他们值得纪念的、他

们悠久的历史，每个民族也都应该拥有他
们向往的未来。”此次单霁翔演讲的主题为

《中外交流互鉴 保护文化遗产》，在接受采
访时，他补充说：“在文化遗产的中外交流
互鉴上，福建厦门鼓浪屿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案例。过去我们把鼓浪屿作为一个旅游
的风景名胜的岛屿，其实它更重要的特色
在于它是一个国际社区，中外的居民在岛
上能够和谐地组成一个历史国际社区，这
是鼓浪屿最重要的价值。”

“所以不能单纯把鼓浪屿当成一个旅
游目的地来开发，不能把此前人们生活的
场景给‘迁走’，人们来到岛上看着当地的
民众还过着这种独特而幸福的生活，我们
的钢琴还在弹奏，我们的足球还在踢，我们
的家庭还在享受音乐文化、海岛文化，这样
才是真正文物保护的目的。”单霁翔说。

单 霁 翔 表 示 ，文 化 遗 产 是 人 类 献 给
未来的礼物。保护不是目的，利用也不是
目 的 ，真 正 的 目 的 是 传 承 祖 先 创 造 的 灿
烂 文 化 ，让 后 人 依 然 能 读 懂 人 类 发 展 的

“根”与“魂”。
他还提出，福建在传承活化文化遗产

上具有一定优势，“一是福建海岸线绵长，
沿海有丰富的水下遗产，如今也有非常丰
富的水下考古成果，有丰富的海洋文化；二
是拥有丰富的涉台文物，就是挖掘海峡两
岸亲缘、血缘、地缘关系密切的文物以福建
为主，这都是福建的优势所在”。

“过去文物保护往往是静态的，文化遗
产告诉我们遗产可以是活态的，甚至人们
今天还在使用它，福建就有很多很好的案
例。在文化遗产保护中要注意传承，注意在
当今社会与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如何让文
化遗产能够生生不息，如何健康有序地传
给子孙后代。”单霁翔建议道。

在灿若繁星中延续福建文脉薪火
——2023北京文化论坛文化遗产平行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蒋丰蔓

17 日晚，走进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屏南双溪，第十二届宁德世界地质
公园文化旅游节现场热闹非凡。

一把三弦，几多锣鼓，二胡齐奏，琴瑟和鸣。现年 85 岁的严红梅一声
号令，宁德市第六批非遗项目——鼓亭音乐正式奏响。自 2007 年起，这
位屏南二中的退休老教师便致力于将此项技艺免费传授给更多人。抬头
望去，高约 3 米的鼓亭恰似金碧辉煌的飞鸾殿，亭檐之上雕琢有名花古
木，洋溢着一派喜庆气息。据乐队成员张纬雪介绍，鼓亭音乐原为宫廷古
乐，特用作迎接将士凯旋，在当代则有祈福之意。

另一边厢，几名孩子面着脸谱，身穿戏袍，手执花伞半遮面，或坐于
扇顶，或立于云端。若非仔细端详，丝毫看不出他们的脚下有木台铁架的
支撑。这是“铁枝”的表演现场，在 2008 年，该项目被国务院列入第二批
国家级非遗项目。此番盛景出于 65 岁的陆修庆之手，这位土生土长的双
溪人雕琢舞美创意已逾 30 年。不多久，10 余名青壮年齐力扛起舞台，巡
游正式开启。“要把好运播撒至街头巷尾，带给每一位到访屏南的游客。”
陆修庆说。

本届文化旅游节以“清新福建·山海宁德·浪漫屏南”为主题，由福建
省文旅厅、宁德市政府主办。开幕式采用多媒体情景交互式演出形式，展
现屏南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自然景观、人文底蕴。现场的沉浸式体验活
动包含民俗文化活动、文旅产品展示、特色美食品鉴等。

此外，旅游节期间还将举行“迎国庆 游古村 村村出大片”乡村生活
季体验，同时举办宁德世界地质公园可持续发展交流活动，为进一步打
响宁德世界地质公园品牌把脉问诊。

相约山水间 非遗话诗篇
宁德世界地质公园文化旅游节举行

□本报记者 单志强 见习记者 尤方明 通讯员 甘叶斌 文/图

本报讯（记者 单志强 通讯员 魏知秋 汤文娟） 17 日，2023
年福建省自行车联赛（周宁站）暨第二届“鲤乡福境·云端周宁”自
行车公开赛在周宁县正式开幕。

本场比赛是 2023 年福建省自行车联赛第四站，来自全国的 80
多支队伍近 500 人参与角逐。参赛选手从旅游集散中心出发，穿梭
在周宁街道，环绕县城一周，感受云端之城的魅力。

“今天赛道整体起伏较大，需要较多的技巧，很考验选手的综
合能力。我觉得周宁整个路况非常好，非常适合骑行。”来自福建泉
州丰信-森地客车队的男子公路青年组冠军刘振龙说。

近年来，周宁县高度重视“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举办了自行
车团体邀请赛、红色旅游村跑、徒步体验等活动，通过“体育+旅
游”融合，将体育元素与周宁山水风光巧妙融合，营造特色鲜明的
体育旅游环境，促进周宁全域旅游发展。

福建省自行车联赛（周宁站）开赛

本报讯（记者 张哲昊 通讯员 林彤欣） 16 日，2023 赛季中
国三人篮球联赛（福建平潭赛区）在平潭龙王头 3V3篮球公园火热
开赛，这是该联赛首次在我省举办，男、女组共 18 支球队将展开为
期 5天的比赛。

中国三人篮球联赛是国内最高水平的三人篮球赛事，包含中
国男子三人篮球超级联赛、中国男子三人篮球超级联赛卫星赛、
中国女子三人篮球联赛。本站比赛共设卫星赛和女子联赛两大
项，将在平潭赛区上演 64场高强度对决。

当晚，赛事由卫星赛率先打响，揭幕战在福建鲟星与安徽力
之篮两队之间展开。作为卫星赛史上首支福建球队，福建鲟星在
比赛中奋力拼搏，以总比分 22∶13顺利取得开门红。

2023赛季中国三人篮球联赛
（福建平潭赛区）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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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福州市鼓楼区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于山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联合组织辖区少年儿
童，在位于鼓楼区的福山郊野公
园生物多样性科普中心，开展以

“探求科学奥秘 维护生态平衡”
为主题的全国科普日暨野生动
物保护宣传月活动，激发少年儿
童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右图为志
愿者利用标本向孩子们科普生
物多样性知识和保护野生动植
物的重要意义。

本报通讯员 谢贵明 摄

福山郊野公园生物多样性
科普中心航拍图

▼游客驻足观看花灯。

◀非遗“铁枝”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