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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

新华社伦敦 5 月 11 日电（记者张代蕾）
英国广播公司（BBC）近期播出单集英文纪
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以下简称

《杜甫》），引起广泛关注。该片导演、英国历史
学家迈克尔·伍德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
访时说，这部纪录片让不少英国观众增进了
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了解，他期待英中两国
未来继续加强交流和合作，不要让疫情和偏
见切断两国之间的文化连接。

《杜甫》一片时长 59 分钟，上月初在
BBC 播出。作为该片制作者和主持人，伍德
在片中不仅盛赞杜甫是“中国最伟大的诗
人”，还借哈佛大学知名汉学家宇文所安的评
价，将杜甫与西方文学巨匠但丁、莎士比亚比
肩，同时对中国诗歌和文化的悠久传承给予
很高评价。

伍德认为，这部纪录片在英国播出“恰逢
其时”，在疫情阴霾下发出微弱光芒，为西方

观众提供新的视野，“让他们看到中国，去了
解中国人的感受和想法”。

伍德说，纪录片播出后，他收到许多西方
观众的积极反馈，“他们告诉我，很高兴能在疫
情期间看到一部关于中国文化的纪录片”。还
有观众向他打听英国哪里可以网购到英文版
的杜甫诗集，想要趁居家隔离期间潜心阅读。

“宅家抗疫的英国人因为这部小小的纪录
片而对中国产生兴趣，”伍德说，“纪录片产生
了实际影响，为不同文化的人们互相理解提供
了帮助，这正是我喜欢制作纪录片的原因。”

伍德曾制作并主持超过 120部纪录片，包
括《追寻文明的起源》《亚历山大东征传奇》《印
度的故事》等。他撰稿并主持的《中华的故事》
2016 年在 BBC 等媒体播出，讲述中国从古代
到改革开放的历史变迁，深受西方观众欢迎。

他说，正是在拍摄《中华的故事》期间，他
意识到杜甫在中国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

地位，这一点在西方鲜有人知，于是他萌生了
为杜甫单独制作英文纪录片的想法。

去年秋天，他和拍摄团队从河南巩义出
发，沿着杜甫生前足迹重走西安、成都、重庆、
长沙等地，跨越半个中国，以西方人的视角和
叙事方式，追述中国“诗圣”漂泊动荡、忧国忧
民的一生。

伍德说，在采访拍摄中，他深刻感受到中
国古老的诗歌传统仍在继续传承。“我和许多
中国老百姓交谈，每个人都能和我聊杜甫。在
成都杜甫草堂门前读《春夜喜雨》的小女孩，
每个月都要去一次杜甫草堂的成都老人，湖
南读诗会的成员，给杜甫诗作谱曲演唱的大
学生们……从他们身上，我清楚看到中国优
秀的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

在伍德看来，杜甫的诗句千古流传，是因
为诗中所表达的人性最闪光的部分，比如忠
诚、友谊、博爱、坚韧、良知，能够跨越语言、种

族和时间。他相信，即便诗句从中文翻译到
英文会损失部分意境，也不会影响西方观
众的理解。

“身为纪录片导演，我深知没有哪部纪
录片是完美的，唐诗的复杂性让这部纪录片
更是如此。但我愿意尽力而为，向西方观众
展示一些可能引起他们兴趣的内容。”他说。

除了纪录片导演，伍德还是曼彻斯特
大学公共历史学教授，以及英中了解协会
主席。伍德说，他在不断探寻中国文化的魅
力。“我坚信文化交流能消除偏见，促进不
同民族互相理解”。

谈到眼下的新冠疫情，他提到，英中之间
的许多正常交流不可避免地因此中断，他非
常不希望看到中西文化连接因疫情和偏见而
中断。“我期待疫情尽快过去，”伍德说，“更期
待我们能一起努力，搭建更多让这个世界变
得更美好的文化桥梁，共同消除偏见。”

不能让疫情和偏见阻断文化交流
访《杜甫》纪录片导演迈克尔·伍德

近期，全国多地相继出台
入学改革新政策，引发当地房
地产市场波动。一时间，舆论对
学区房会“凉”还是会继续升温
莫衷一是。“新华视点”记者在
北京、上海、深圳等多地采访，
探求学区房未来走势。

交易激增：卖家担心

房价下跌，买家担心错过
“末班车”

“昨天一套房有 12 拨客户
来看。”北京市西城区一位地产
中介对记者表示，自入学新政
策发布以来，看房、卖房以及咨
询的人络绎不绝。贝壳研究院
统计显示，“五一”期间，北京市
西城区二手房交易量环比和同
比增长均超过 100%。

4 月底，北京市西城区发
布教育新政策，自今年 7 月 31
日后，购房家庭不再对应登记
入学划片学校，全部以“多校划
片”方式在学区或相邻学区内
入学。至此，北京市城六区全部
明确以“多校划片”方式入学。

政策一经公布，疫情期间
沉寂的二手房市场开始波动。
德胜学区和金融街学区是地产
中介口中西城区最受家长追捧
的两个学区。政策发布仅半日
时间，德胜学区内知名的育翔
小学对口学区房就新挂牌 8 套
一居室，最便宜的一套挂牌价
745 万元。

在金融街学区，宏庙小学
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的对口直升校。目前，对口学区房每平方米超过 19 万元，面积只
有 50 多平方米、总价达千万元的房子成交迅速。

多位房地产中介表示，交易量增加是买卖双方的焦虑所致：
学区房业主担心区域优势不再、房价可能大幅下降，急于抛售；
购房家长担心未来“多校划片”，上名校没把握，想赶紧搭上“末
班车”。

在上海，记者走访发现，对口较好的学区房销售单价同样上
升。华东师大附小是上海市普陀区第一梯队的重点小学，对口的
华东师大一村和二村原仅限教职工内部买卖，自 2018 年 7 月起
不再限购后，房价从每平方米 6 万元涨至 8 . 3 万元。

35 岁的李先生为了儿子能够入读华东师大附小，耗资 500
多万元购置了一套 50 多平方米的“老破小”。“为孩子我们愿意
牺牲，就当是买个学位指标，用完了再脱手投资。”他说。

在深圳，受楼市整体上涨带动，学区房也水涨船高。中原地
产网站显示，4 月深圳二手房成交均价环比增长 5 . 76%，同比
增长 14 . 84%。

深圳市福田区百花片区一位房产中介说，以国城花园为例，
面积 44 平方米的一居室今年 3 月成交价为 1050 万元，而同样
面积的房源去年 12 月成交价为 1000 万元。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说，今年学区
房价涨得快，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有关；尽管学区房房龄长、配
套较差、居住体验不好，但仍被一些投机者看作是安全投资。

多校划片、摇号、名校集团化办学，多地淡化学区

房概念

近年来，不少地方定向“就近入学”的原则，令学区房价格不
断攀升，逐渐沦为教育投资工具，屡屡出现十几平方米的过道
房、车库房、挂户房卖数百万元的怪现象。学区房的畸形发展，令
一些地方的义务教育演变为“拼爹”“拼房子”。

当前，国家将义务教育的均衡、公平发展作为重要目标。北
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多措并举，努力淡化学区房概念。

北京通过集团化办学和学区制改革等方式，扩大优质教育
资源覆盖面；城六区明确“六年一学位”“多校划片”等措施，为学
区房降温。上海大力推进集团化办学，并通过公办民办同招、民
办摇号等政策，防止筛选低龄化，推动教育资源公平、均衡发展。
广州多个区规定，在市内无自有产权住房，可凭借在区内租赁的
作为唯一居住地的房屋就近入学。

有专家认为，“多校划片”等政策的逐步落地，是义务教育均
衡化的新起点，“高烧”多年的学区房有望降温。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汪明认为，过去“单校划片”的
政策，强化了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且因确定划片范围缺乏公认
的标准，存在一定随意性，引起不少争议。实施“多校划片”，通过增加
选择性推动公平，让家庭经济实力一般的学生有了更多进入优质学
校的可能性，客观上可以抑制学区房的过度炒作。

上海交通大学住房与城乡建设研究中心主任陈杰表示，通
过“多校划片”、学位不定期轮换，可弱化投资学区房的驱动力。

均衡发展，增加优质资源，提高分配透明度

多位专家认为，从近期看，“多校划片”政策有助于推动教育
公平，落实“房住不炒”政策，让学区房炒作进一步降温；从长远
看，学区房概念所附加的优质教育资源“溢价”效应无法在短期
内完全消除，政府需要通过进一步强化均衡发展、增加优质资源
等满足群众的教育需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佘宇说，经过
多年努力，我国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但总体上
看，城乡、区域、学校、群体之间教育资源配置仍不够均衡，办学
条件和师资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有学
上”的问题总体上基本解决，但“上好学”的矛盾凸显。

佘宇建议，继续加大义务教育阶段投入，进一步完善已出台
的划片就近入学等政策。同时，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尽快
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从而消除择校现象，切实减轻家庭因
择校带来的教育支出压力。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研究分会副会长马学雷说，在义务教育
阶段，不仅公办教育更加均衡，民办学校也将配合实现均衡的大
局要求，不能再享有自由招生的政策，跨区招生纳入统一管理。
另外，城市优质教育资源要注意合理布局，不要过度集中在某些
区域，让更多学生在家门口就可找到心仪的学校。

一些家长担心，“多校划片”后学位资源分配不透明还会产
生不公。汪明认为，实施“多校划片”应当保证流程的公开、透明，
防止暗箱操作产生不良社会影响。

同时，陈杰等专家指出，需要正视的是，优质教育附加值是房
地产价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在发达国家，好学区的房价通常也
比较高。因此，学区房的概念可以被淡化，但不会消失，关键是不要
推动房价过高，出现极度扭曲。

北京市海淀区某知名学校的一线教师坦言，一些家长不惜重
金购买学区房投资孩子教育，用心良苦。不过，学校终究是外力，教
育质量的核心还是家庭环境和孩子自身的努力。（记者郭宇靖、
赵琬微、郑钧天、郑天虹、王晓丹） 新华社北京 5 月 1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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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呼和浩特 5 月 11 日电（记者王
靖、安路蒙）记者从敖汉旗委、旗政府获悉，约
有 1000 年历史的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辽代
武安州白塔抢救性加固于 5 月 11 日完成，修
缮工作将于 5 月 18 日提交修缮方案后正式
启动。

4 月，辽代武安州白塔因修缮滞后、存在
损毁、面临倒塌等情况，引发关注。对此，内蒙
古自治区高度重视，当地迅速搭设脚手架，对
面砖脱离等病害进行排查，通过抢救性加固

保护白塔。
敖汉旗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张红民介

绍，根据国家文物局要求和专家意见，旗里确
定了武安州白塔的维修加固步骤。第一步是
进行抢救性加固，对塔身用钢箍进行加固；在
二层大檐和塔身处，加钢绞线进行临时加固；
对塔顶采取防水和避雷措施进行保护。以上
工作已于 5 月 11 日全部完成。第二步是完善
修缮方案并展开修缮。白塔修缮方案将于 5
月 18 日提交内蒙古自治区，接下来按照国家
文物局修缮规范要求和专家意见展开修缮，
将于年内完成。

辽代武安州白塔位于敖汉旗丰收乡白
塔子村，是一座八角形密檐空心砖塔，塔刹

部分已倒塌，塔檐残存 11 级。敖汉旗博
物馆馆长田彦国介绍：“该塔为早期辽塔
形制，由于塔外壁曾抹白灰，俗称‘白
塔’。”据相关研究评估称，该塔是现存辽
塔里始建年代最早、最具辽中期建塔特
色，且仅存的空心式砖塔，具有极高研究
价值。2013 年，该塔及所在地武安州遗
址，被列入全国第七批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同时，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
游厅获悉，除武安州白塔外，内蒙古文物部
门正在对全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全面
排查整改，并完善文物保护机制，切实加强
文物保护工作。

赤峰千年辽塔抢救性加固完成

除险加固中的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辽
代武安州白塔（5 月 11 日摄）。

新华社记者王靖摄

经过长达 6 年的发掘，新疆文物考
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已基本确定：位
于新疆奇台县境内的石城子遗址就是东
汉耿恭驻守的“疏勒城”旧址。历史上，东
汉将士曾在这里与匈奴发生激战，涌现
出耿恭等一批青史留名的英雄人物。如
今，在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下，这座经历过
血雨腥风的丝路重镇重现真身。

立夏后的奇台县江布拉克风景区，
天高云淡，绿油油的小草破土而出，重新
覆盖光秃秃的山头。缓缓融化的天山积
雪汇成小河，滋润着山前的丘陵地带。经
考古人员调查勘探确认，著名的疏勒城
就依山形水势，建在此地一座山嘴之上，
城北面、西面筑墙，城东面、南面以深涧
为障，地形险峻，易守难攻。

负责石城子遗址发掘工作的新疆文
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田小红介绍，
根据《后汉书》记载，戊校尉耿恭正因为
看中疏勒城旁有深涧，可据险自守，才从

金满城（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移驻疏勒城。
石城子遗址所在地，北与奇台、吉木萨尔等绿
洲相连，南越天山可至吐鲁番盆地。文献记载
的“恭以疏勒城旁有涧水可固”的特点，也与
城址相吻合。

城址还呈现出鲜明的军事属性。参与发
掘工作的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吴勇
说，城址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南北长 380 米、
东西宽 280 米，总面积约 11 万平方米。城墙
夯筑，城墙西北角和东北角各有角楼 1 座，北
墙上有马面 2 座。西墙外约 10 米处有护城
壕。城门仅 1 座，位于西墙中部。“出土遗物
中，还有弩机配件、铁铠甲片、铁质和铜质箭
镞等兵器。”

石城子遗址出土文物以灰陶砖、瓦等建
筑材料为主。瓦当当面多饰云纹或几何纹，个
别陶器表面还刻有“马”“宋直瓮”字样。出土
的钱币为五铢钱。吴勇说：“这些器物多是两
汉时期的遗物。”

自 2014 年起，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

国内十余家科研院所，利用环境考古、电
（磁）法物探、遥感等技术手段辅助发掘
工作。研究人员利用碳 14 对出土的木
头、骨骼测年后得出的数据，也显示石城
子遗址的年代为两汉时期。

公元 74 年，东汉在西域复设西域都
护，戊校尉耿恭屯金满城。公元 75 年，金
满城遭遇匈奴大军进攻，耿恭率部退守
至疏勒城。《后汉书》记载，耿恭“以单兵
固守孤城，当匈奴之冲，对数万之众，连
月逾年，心力困尽。凿山为井，煮弩为粮，
出于万死无一生之望”。耿恭从疏勒城撤
退时仅剩 26 人。

田小红说，石城子遗址不仅是迄今为
止新疆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年代准确可
靠、形制基本完整、保存状况完好、文化特
征鲜明的汉代古遗址，也是汉朝有效治理
和管辖西域的历史见证，未来有可能围绕
这处遗址建造考古遗址博物馆等。

（记者张晓龙）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硬汉耿恭就是在这里“单兵守孤城”

考古人员基本确定东汉“疏勒城”旧址

新华社北京电
（ 记者罗鑫、张漫
子）中国现存最完
好的古代皇家档案
库——距今已有四
百八十多年历史的
皇史宬南院 6 日启
动为期 50 天左右
的拆违，力图还原
古建风貌，唤醒“沉
睡”的古迹。

皇史宬位于
北京天安门东边
的南池子大街南
口，目前占地 8460
平方米，建筑面积
3400 平方米。皇史
宬初名神御阁，始
建于明嘉靖十三
年（ 1 5 3 4 年），两
年 后 建 成 ，改 现
名。皇史宬全部建
筑采用砖石结构，
正殿为“金匮”“石
室”的典型，是中
国现存最为完好
的古代皇家档案
库，集中体现了我
国古代藏书保护
的优良传统和技

术成就。1982 年，皇史宬被国务院公布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介绍，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皇史宬
的南院逐渐演化成了居民宿舍大院，院内违
建林立，私拉电线等问题也逐渐显现，存在大
量安全隐患。

记者走进皇史宬南院看到，两侧是连片
的彩钢板房，小厨房、小厕所、小客厅挤得满
满当当，原本只容纳四间门房的气派庭院，被
35 间违建房屋挤成了“羊肠小道”。

“保障不破坏文物的一砖一瓦，保持古建
原来的面貌是刚性原则。我们要求施工单位
全部采取人工拆除，同时要做好拆违中的降
尘措施，防止扬尘污染。”北京市东城区东华
门街道城管执法队队长朱卫东说。

据悉，违建拆除后，将进行专业的修
复，还原古建的风貌，届时皇史宬的南北两
院的风貌再度浑然一体，呈现一座完整的
古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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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7 日，工人在皇史宬南
院忙碌。 新华社发（陈钟昊摄）

▲这是 2018 年 8 月 4 日拍摄的位于新疆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内的石城子遗址（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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