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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

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开始，我在文学
创作最高峰的时候转过身，走上了文化
之旅。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不是一个牺
牲，而是一个选择。

我慢慢把手里的笔放下，做文化的
抢救工作。特别是 2000 年，当上中国民
协主席以后，我面对的是中国大地上五
十多个民族保留下来的民间文化。当时
我认为，我们的民间文化濒危，大量的民
间歌舞、戏剧、美术、民间文学在消失。我
认为我们这代人应该站出来捍卫我们的
传统、我们前辈创造的文化。所以我们开
始对中国大地上所有的民间文化进行地
毯式全面抢救。

这些年有两件我做得最费力，但好
像也是别人一般都看不到的事情。第一
个就是我对那些最弱势的、最濒危的东
西的保护，我到全国各地跑，我认为这是
很重要的，我必须要帮助他们，但别人是
看不到的，网络也看不到。第二个，我拿
出大量的精力，帮助每一个接触到的文
化遗产做档案，做记录。有时候一部几十
万字的档案，我看了觉得不行，就重新写
一遍，一年几十万字甚至更多的东西，都
要自己写。

我今年 75 岁，前两年，还能到各个
农村跑，写很多文章，发在各个地方，现
在依然有大量的事情找我，但是我岁数
大了，跑起来困难了。这样我有了一点时
间，因为不往下跑了，所以我悄悄地对自
己的本行，对吸引着我的文化、艺术，稍
微地转过一点身来，所以这两年我写了
几本书，像《意大利读画记》。

看起来我写的是意大利，但是写作
时离不开我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我是从
中国文化的视角来看意大利的文艺复
兴。另外，我希望把一种精神介绍给中国
人，就是意大利人对自己文化的尊重。

我记得，我在意大利的一个人家里，
他家地面上有一个坑。他的屋子很漂亮，
是石头做的墙壁，屋子里也很美，有很多
艺术品。因为跟他聊天时我老看那个坑，
意大利主人就问我：你是不是老注意这
个坑？我说：对，我有点好奇。后来他就
说，“这是二战的时候，一个炮弹飞进屋
子里炸的。当时我的家人差点伤到，它是
我的历史，我不能忘掉它，我不能抹去
它，我必须留下它”。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什么是属于我
们自己的？真正属于我们的，是我们的经
历。一个人最重要的财富是经历。一个国
家和民族最重要的也是经历，这个经历
有财富，有教训，有经验，也有传统，这些
都在经历里面。所以我觉得一个民族，如
果忘掉了这个东西，这个民族是没有希
望的。我曾经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
个代表聊天时说：“非常感谢你能来参加
我的会。”他说：“冯先生，你别感谢我。你
们的文化只有你们自己热爱，不管你们
的文化多伟大，要是你们自己都不热爱
你们的文化，谁也没有办法。”所以，我们
要摸一摸我们的心，我们是不是真爱我
们的文化？我们是真实的还是虚伪的？我
们是不是光说我们自己有伟大的、灿烂
的文化，但是实际上它在我们心里并没
有真正的位置？如果你真爱你的文化，你
对你的文化要有情怀。

我写每一本书，实际上都是来自一
种情怀。曾经有记者问我：“什么是情
怀？”我说：“情怀不是你走进它，而是它
走进你。”如果我们真爱我们的文化，文
化应该走进我们的心里。我是文化人，我
应该做些事情，让我们的文化走进我们
的心里，这是我的工作。

（本报记者根据冯骥才在新书发布
会上的采访整理）

在一位普通意大利人的家里，作家冯骥才发现了一个大坑，大坑与充满艺术气息的屋子很
不搭。这位意大利主人看出了中国作家的好奇与困惑，揭开了谜底：这是“二战”的时候，一个炮
弹从外面飞进屋子里炸的。我的家人差点受伤，它是我的历史，我不能忘掉它，抹去它，我必须
留下它。

这位普通意大利人的回答，连同那个充满历史感的大坑，给冯骥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6
月 1 日，他又一次向记者讲述了这个故事，这是他 2016 年下半年意大利之行的收获。面对文艺
复兴巨匠们留下的艺术精品和意大利的丰富古迹，冯骥才经常会联想起他正在从事的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并由此展开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他将这些经历、思考写成了《意大利读画记》一书，
与他的新书《冯骥才艺术谈》在今年的书博会上同时推出，如他所说：希望把一种精神介绍给中
国人——— 那就是意大利人对自己文化的尊重。

意大利是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很多
街道、建筑都有数百上千年的历史。作为复兴古
希腊罗马文明的圣地，那些被文艺复兴光辉照
亮的地方留下了众多的历史遗迹和艺术精品。

“意大利人是自己历史的知音，他们敬畏历史，
珍惜历史的每一个细节。”冯骥才从威尼斯开
始，一路边走边看。在佛罗伦萨一条蜿蜒狭窄的
古街上，许多建筑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存在，
他住的酒店是一栋建于 12 世纪的老建筑，同时
期的中国正是南宋。一栋建筑及其所在的古街
能够保存这么多年，在冯骥才眼里非常不可思
议。他在国内见了太多的大拆大建，漫步在这条
街上，“确确实实就进入了这个城市的时光隧
道，进入了它的历史。”

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冯骥才看到了散落在
城市的断壁残垣和坍塌了上千年的废墟。“罗马
依旧有股帝国气象，好似一头死了的狮子。”冯
骥才在书里说，罗马之所以还能让人感受到曾
经的辉煌，这些断壁残垣的存在功不可没。意大

利人就这样“任性”地让这些废墟兀自荒凉着，
从来没有人提出过类似修复再现这些古迹的
主张。“原封不动才保住历史的真实。”冯骥才
说，为了给这些遗迹让道，罗马建设现代城市中
心时也是另辟新区。

从罗马斗兽场出来，冯骥才赶上了大雨，他
被一座座千年废墟包围着，“一时分不清是在罗
马的遗迹里还是在罗马的时代里。”这一刻，冯
骥才感到古建筑不是死去的历史遗迹，而是依
然活着的历史的细胞。也因此，他认为，从城市
文化史的角度看，“死去的罗马比活着的罗马还
要神圣”。

冯骥才坚定地相信，城市除了供人使用，它
自身还有一种精神价值，“这包括它的历史经
历、人文积淀、文化气质和独有的美。”对城市功
能的不同理解，也会催生出对城市完全不同的
态度。“你若把它视为一种精神，就会珍惜它；若
把它视为物质，就会无度地使用它，任意地改造
它，随心所欲地破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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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祖先遗产要有敬畏之心

原封不动才保住历史的真实

真正属于我们的，

是我们的经历

身在意大利，从事了二十多年民间文化抢
救工作的冯骥才，视角总是不自觉地落在中国
的文化保护上。冯骥才在书中说，中国也有自己
的“九朝古都”，呈现出来的却是常见的新兴城
市模样。在水城威尼斯，他想起了一位南方某市
市长访问威尼斯的故事，市长来此听说威尼斯
不能走汽车，也不能骑自行车，感到不方便。一
问方知，原来威尼斯是一座小岛组合的城市，无
法行车。这位市长问：为什么不把它们连起来
呢？主人说：不行，我们做不到。意思是这是历史
遗产，不能改变。“我们这位去访问的市长听了，
财大气粗地说：这个——— 我们能做到！把人家吓
了一跳。”

“历史要延续，遗产要留给后人，这是文明
的思维。”意大利人对自己历史的重视，让冯骥
才感动。他闲逛在佛罗伦萨的街头，忽然从高处
掉下了一块墙皮，恰巧此时有一位老人经过，他
拾起这块墙皮，抬头在那些古老的房子上寻找
脱落处，好不容易找到了，便将墙皮恭恭敬敬立
在那户人家的门口，像是捡到了一件贵重的东
西。看着眼前的一切，冯骥才不禁想：这件事如
果发生在我们的城市里，谁会这样做？冯骥才曾
说，一个人也好，一个国家和民族也好，最重要
的是其经历，这个经历有经验，有教训，也有一
个民族的传统，不能被遗忘。

冯骥才不掩饰对意大利人敬畏自身历史
和文化的敬仰。在这里，一座教堂的建造时间经
常超过百年：世界闻名的米兰大教堂建造了
500 年；圣母百花大教堂 1295 年开始兴建，到
1887 年外墙立面才全部完成，前后持续了近 600
年。为了修复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教堂的壁画

《创世纪》，意大利人前后用了 9 年的时间，“我
带着疑惑举头望去，它竟然无限完美。他们真的
将几个世纪里覆盖在壁画表面黑乎乎的尘污
烛烟除掉了，露出壁画原本夺目的光彩。”而修

复达·芬奇的传世名作《最后的晚餐》，意大利人
更是用了 22 年，除了修复技艺本身，冯骥才从
中看到的是意大利人对历史的敬畏以及为此
付出的坚韧的努力。

从事非遗保护的冯骥才，在与佛罗伦萨染
花纸手艺人里卡尔罗的交谈中有了新的感悟。
这项文艺复兴时期传至意大利的民间技艺同
样面临失传的危险，喜欢这门古老艺术的人寥
寥，里卡尔罗也为谁来继承他的事业感到担忧。

“这情况和我在国内做非遗保护常常碰到的情
况完全一样。”冯骥才说，西方很多国家并不关
心广泛存在于民间的非遗，也没有所谓的非遗
名录和政府确认的传承人。“它们依然如在历史
的常态中那样自生自灭。”一位欧洲的学者告诉
冯骥才，如果政府来管，那就不是民间的，“甚至
会走样。民间的规律从来就是自生自灭，应该顺
其自然。”可是，冯骥才觉得，一种历史久远的美
妙的古艺在不知不觉中悄无声息地消亡了，不
是一种悲哀吗？然而，现实情况是，很多民间文
化在被干预后，丧失了其民间性。

冯骥才现在仍然是全国非遗评定专家委
员会主任，此外他还是传统村落评定专家委员
会主任。因为近年来在传统村落保护上取得的
成就，冯骥才被称为“传统村落保护第一人”。他
也和记者谈及了传统村落评定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空巢化和过分旅游化。空巢化是因为城镇
化是大势所趋，很多古村落在被确定为传统村
落后，就迅速面临脱贫、商业开发等现实考虑，
直接导致很多古村落失去原有风貌。这样的故
乡，怎么安放我们的乡愁？冯骥才透露，他已经
在专家委员会上提出，要对完成评定的传统村
落实行红黄牌制度，如果复审时和申报的情况
不一样，就亮黄牌，如果已经改造得失去了原有
的风貌，就予以除名，“要保持中国文化的严肃
性以及对祖先遗产的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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