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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空间

离不开真实努力
□ 魏永刚

网络在方便社会交往和信息传递

的同时，给我们营造出了一个又一个

虚拟空间。在这些虚拟空间里，只有

付出了“真实的努力”，才能收获真实

的进步。

一块玉琮，是先人的眼眸，饱含深情；一座古
城，是文化的遗珠，熠熠生辉。

一年前，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古
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实证了中华五千
年文明史。

一年来，良渚古城遗址展走进故宫博物院、亮
相第二届进博会，良渚遗址整篇入选全国统编《中
国历史》教科书，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和良渚博物院
迎来150余万人次探访。良渚，由此站上世界文
明舞台的“C位”。

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
任张俊杰说，申遗成功一年来，杭州用心做好良渚
古城遗址保护、研究、传承和利用，努力当好历史
文化“薪火传人”，持续擦亮良渚古城遗址这张世
界级文化名片。

今年6月份，杭州市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将
每年7月6日定为“杭州良渚日”。

承担更多保护责任

84年考古，25年申遗，一座5000多年历史的
良渚古城展露在世界面前。

1936年，良渚人施昕更在家乡良渚开展了自
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后在长江下游的第一次考古
发掘，揭开了探究我国东南沿海古文化的序幕。
此后，陶器、石器和玉器等文物在良渚文保区内的
10个村、社区持续出土。

1986年，考古工作者王明达主持反山墓地发
掘工作，5000多年前的良渚王陵展露眼前，出土
了震惊世界的玉琮王、玉钺王、权杖等1000多件
（套）玉器。

之后，良渚考古队迎来了第三代考古人。
2006年6月份，以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现任所长
刘斌为首的团队在瓶窑葡萄畈遗址试掘，一条良
渚时期的南北向古河道被发现，从此揭开了一座
古城、一个国家的面貌。

如今，第四代“后浪们”已经登台亮相，继续叩
问中国是何时、在什么地方，又是以什么方式开
始的。

申遗成功之后，良渚考古正向更深更广的范
围拓展。土遗址保护，尤其是潮湿环境下的土遗
址保护是一项世界级难题。不久前，良渚遗址管
理区管委会与南开大学合作开展的《良渚土遗址
的微生物群落分析和保护材料研究》课题在国际
权威期刊《微生物前沿》《Frontiers in Microbi-
ology》发表。

目前，《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修编保护区
划和管理规定调整工作已完成，并同步启动分项

规划编制工作。在国家有
关部门支持下，良渚古城外
围水利工程遗址（鲤鱼山—
老虎岭水坝遗址）成功列入
第八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申遗成功，意味着更大
的责任。

杭州市郑重承诺，将严
格遵守《世界遗产公约》，以
世界的眼光、科学的精神，
把这一厚重的文化遗产保
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作
为遗址所在地，杭州余杭区
认真落实“保护文物也是政
绩”的理念，努力将良渚古
城遗址打造成中华文明朝
圣地和中华文化展示地。

张俊杰告诉经济日报
记者，申遗成功次日，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有限开
放。为实现更有效保护，良渚率先在全国探索建立
大遗址保护“特区”模式，最大程度保持了遗址的完
整性、真实性，通过建设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构建了

“遗址博物馆+遗址现场展示”的综合展示体系。
在良渚遗址遗产监测管理中心监测大厅，工

作人员杨鑫轻点鼠标，就能实时监测良渚古城遗
址不同点位上的即时图像。良渚遗址遗产监测管
理中心主任郭青岭说：“与去年相比，现在的监测
指标实现了可视化显示，这里要成为遗址保护的

‘数字驾驶舱’。”
何为“数字驾驶舱”？即以数字化赋能保护管

理，持续加强114平方公里遗产区和缓冲区“日常
巡查+科技预警”。截至目前，已全面启动良渚古
城南城墙、外围水利系统老虎岭遗址保护工程；完
成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及周边电力上改下工程、5G
全覆盖基础设施建设，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成为全
国首个实现5G基础设施全覆盖的遗址公园。

展示古老文明魅力

2019年9月1日，在全国中小学新学期开学
第一天，新启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全国统编《中国
历史》（七年级上册）教科书中，以较长篇幅阐述了
对良渚古城遗址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

这一年，良渚搭建起“一展一会一营一教材”
宣传教育平台，“一展”即良渚文明展；“一会”即中
华玉文化中心年会；“一营”即由良渚博物院和北
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面向全国中学生每年举办的
考古夏令营；“一教材”即良渚文化被写进教材。

这一年，良渚博物院与故宫博物院互办展览，
为期3个月的良渚文明故宫特展汇集260件（套）

良渚玉器以及商周、汉代等仿良渚风格玉器，接
待国内外观众50余万人次。

这一年，良渚陆续推出“云展览”“云
春游”“云直播”“夜游博物院”等活动，

累计吸引在线观众达上亿人次；杭
州市民可以免费畅游遗址公园，

体验稻香节、入泮礼、游园会
等文化活动；建设浙江省

中小学研学基地，与10
多所知名高校合作
打造实践教学基地，
推出薪火传承计划，
让良渚文明薪火相
传、永续传承。

“要持续推动中
华文明圣地走向大
众。”浙江省委常委、
杭州市委书记周江

勇表示，要全景式构建“良渚大IP”，用现代的科
技、最新潮的创意阐释最古老的文明，让更多人特
别是年轻人感受文化遗产魅力，切实增强文化自
豪感、民族认同感和精神归属感。

今年7月6日，首届杭州良渚文化周活动，继
续讲好“良渚故事”、放大“良渚声音”。良渚博物
院、故宫博物院“玉见中华五千年文明”举行线上
直播，以良渚博物院院藏良渚玉器、故宫博物院院
藏良渚玉器为载体，向公众展示中华文明的独特
魅力与别样精彩。“当文创遇上良渚”线上直播活
动，邀请文创设计师与博物院社教工作者，与网友
一起交流。

近日，良渚与浙江省文投集团合资组建创意
公司，打造良渚文化衍生品产业链，旨在让古老文
明焕发新活力。公众小程序“i良渚古城”上线，所
有人都可以把自己认为保护区内需要改进和提高
的地方，以照片形式上传，推动形成人人参与保
护、人人珍爱遗产的浓厚氛围。

发展高品质文旅产业集群

良渚故事不仅要“活”起来、传下去，更要“火”
起来、走出去。

记者了解到，在良渚街道，依托“良渚大IP”，
一条产业带、两个小镇正在快速崛起。

一条产业带即文化产业带。在毛家漾沿线、
梦栖小镇和良渚北片文保区块，依托良渚和运河
两大世界级文化遗产，以梦栖小镇、中国美术学院
良渚校区建设为载体，结合区块内良渚文化村、东
明山、毛家漾等优质资源和良渚北片农文旅产业
统筹推进，大力发展工业设计、文化创意、文化旅
游产业。其中，中国美院良渚校区由著名建筑师
张永和领衔设计，将于今年下半年投入使用。

两个小镇即梦栖小镇、良渚文化村。梦栖小
镇取意设计梦想栖息之地，是中国首个工业设计
小镇，于2015年11月份启动建设，2016年1月28
日列入第二批省级特色小镇创建名单。小镇紧盯
高端装备制造前端工业设计，兼顾智能设计和商
业设计，重点实施“科技、人才、文化、金融”战略，
全力打造中国工业设计圣地、世界工业设计高地
和全球资源聚合平台。目前，小镇已完成投资
76.34亿元，集聚设计产业项目476个。

北靠“良渚文化遗址保护区”的良渚文化村占
地万亩，内有山脉、公园、湖泊，是万科集团传承和
复兴良渚文明的当代尝试，是中国新都市主义人
居场所的实践范本。在文化村内，文旅项目的招
商引资进入高峰期。“目前招商谈项目，底线就是
文化”，良渚街道党工委书记费跃建说，坚定地走
文旅融合发展之路，就是文化为基、产业为本，发
展高品质、高颜值文旅产业集群。

张俊杰告诉记者，良渚遗址保护和传承永远
在路上。申遗的最终目的是守住5000多年中华
文明的根和魂，作为全人类共同遗产的一部分，向
世人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良渚
将进一步探索文化遗产“活态”利用的有效路径，
打造大遗址保护利用典范和文旅融合发展样板。

左图 良渚古城

遗址公园游人如织。

下图 反山王陵

遗址。

（资料图片）

左图左图 莫角莫角
山宫殿遗址山宫殿遗址。。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又到放暑假的时候了。
刚刚过去的这个学期，对于正在上学的孩子

们来说，非常特别。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些学
校没有正式开学，孩子们没有回到校园，而是在网
络教学中度过了一个学期。

网课教学成为学习的常态，带给孩子们一段
独特体验，也留给我们许多思考。

网课学习克服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似乎完
美地“替代”了课堂教学。孩子们各自在家里，通
过电脑屏幕，“聚集”在一个虚拟空间，听老师讲
课。他们听得见老师的声音，看得见同学的面孔，
也能够完成上交作业甚至考试的任务。

每一个班级都可以设立一个独立的虚拟空
间，学生通过视频举手提问，老师在网络课堂辅导
答疑，网络展示老师的板书和课件，甚至比坐在教
室里看得更清楚。

毕业季来临，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不少学校
通过网络举行了许多“虚拟仪式”，“隔空”传递出
浓浓情意，让学生们升腾起别样的青春思绪。

互联网进入我们的生活已经有 20 多年了。
它从简单的文字和图片信息传输，到视频播放，
又到及时互联互通，再到实现网络支付、社交沟
通等，逐渐触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成为
我们思考和认识社会的一种基本思维。尽管如
此，人们从来没有像在疫情期间这样密切地依靠
网络。

当疫情把人们“堵住”，当“隔离”成为一种生
活需要的时候，发达的网络体系似乎填补了巨大
空间，没有给人们生活留下太多不便。套用一句
过去的广告词，可以说：如果今日无网，人类将会
怎样！

网络在人们生活中发挥的最直接作用，就是
方便了学校教学。尽管在刚刚开始上网课时，出
现了一些偏远山区的孩子找不到网络信号等问
题，但很快就得到了解决。网络远程教学的优势
立刻显现出来，似乎距离并没有影响学习。各个
学校很快在网络上开始“复课”，课程表也与学校
教学同步。除了把课堂从教室搬到了每位同学的
家里，教学进程似乎受影响不大。

但是，一个学期下来，细心的家长发现，孩子
们的变化还是不小。有的孩子学习进步很快，有
的孩子则出现了一些问题。没有老师直接监督，
没有了课堂氛围，当孩子们分散在各自家里听课
学习的时候，是什么决定了学习成效？一位老师
说，虚拟空间更离不开孩子们真实的努力。

“真实的努力”是一个发人深省的说法。虽然
在同一时间上网课，但屏幕前的孩子们却是不一
样的。老师通过视频只能看到孩子的头像，但有
些孩子真实的上课状态却是，有的身边摆了一堆
零食，有的放了各种饮料，还有的在屏幕上同时开
几个窗口，听课聊天都不耽误。

状态不同，效果自然不一样。经过这一个学
期特殊的课堂学习，那些成绩有所提高的孩子，大
多是能管得住自己、真正付出了努力。他们能认
真地对待每一节课，不因为在虚拟空间上课就丢
下预习、复习等环节，也不因为老师看不见自己就
东张西望甚至胡思乱想。付出了“真实的努力”，
才能收获真实的进步。

“真实的努力”是对孩子们学习状态的表述，
对于已经不是孩子的成年人来说，尤其是生活在
网络时代的人们，又何尝不是一个警醒呢？

网络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在方便社会
交往和信息传递的同时，给我们营造了一个又一
个虚拟空间。在这些虚拟空间里，我们看到了过
去难以看到的东西，也体会着时空距离无法阻挡
的交往之乐。同时，网络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些问
题：如何正确地对待虚拟空间？怎样在虚拟空间
收获充实和幸福？怎样让虚拟网络提升我们的真
实生活？

老师那句话也值得成年人深思：虚拟空间更
离不开真实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