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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认知
不解到贯通 质疑到交融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

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具
有重大影响力的国际公约，目的是
在全球范围推动具有历史、科学和
艺术价值的人类遗产的共同保护。
目前，全球共有 !"#个国家加入该
公约，中国自 !"$%年加入《保护世
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已成
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增长最快的国
家之一。
在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文物学会世界遗
产研究委员会副会长杜晓帆教授看
来，世界遗产体系带给我们的价值，
并不承载于一个国家遗产地数目的
多少，也远不止一份国际荣誉那么
简单。加入《公约》的这 #&年历程，
见证了中国在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中，从观念到实践数个阶段的
变革。我们看待世界遗产体系的目
光，从不解到贯通，从质疑到交融，
这个过程本身即是一段双向影响、
不断深化的认知之路。

杜晓帆特别提到，'()* 年，在
深入研究认知世界遗产类型后，中
国第一次主动将杭州西湖申报为
“文化景观”遗产类型，并顺利获得
列入。与 *""+年庐山的被动申报不
同的是，此次申报将中国传统文化
中“天人合一”的自然人文关系，以
国际化的语言作了充分的阐述表
达，标志着民族精神与世界遗产话
语体系的融合。更进一步的是，中国
在数十年间探索活态遗产保护方
法，所建立的“历史文化名村”和“传
统村落”名录制度，反过来推动了国
际社会有关乡村遗产的实践与反
思，从多个方面为国际组织制定全
球“乡村景观”遗产的保护方法提供
了多维度的贡献。
此次，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实证了 %,((多年中
华文明。世界遗产委员会表示，良渚
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
石器时代晚期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
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
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
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
献。遗址真实地展现了新石器时代
长江下游稻作文明的发展程度，揭
示了良渚古城遗址作为新石器时代
区域性城市文明的全景，符合世界
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要求。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认
为，良渚遗址考古发现的种种证据
都能表明，距今五千年左右，长江流
域已经进入“古国文明”阶段。同时
期，中华大地各个区域中，良渚文化
的发达程度是具有领先地位的。

融入生活
展览多看点 文创有亮点
就在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之后，故宫博物院院长
王旭东在朋友圈“发声”：良渚大展
将于 -月 *+日在故宫武英殿展出。
据悉，这次展览在国家文物局

指导下，由浙江省人民政府、故宫
博物院联合主办，浙江省文化和旅
游厅、杭州市人民政府协办，浙江
省文物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
府、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

会承办，一直持续到 *(月 '(日，展
览 .个月。
此次展览将是中国最早的以玉

器为载体的礼制社会的完整呈现，
也是良渚文化展览史上，以玉器为
主的良渚文化的集大成展，也是目
前良渚玉器规模最大的展览。其中
包括余杭县反山 *'号墓出土的国
王用玉，以及瑶山 **号墓出土的王
后用玉。
除了文物本身之外，此次将在

武英殿耳房设立的“故宫/良渚快
闪店”也是一大亮点。据杭州西泠文

化创意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恩清介
绍，良渚相关的文创产品包括：以良
渚遗址出土文物为元素，设计的锌
合金桌面收纳架；以良渚玉琮为灵
感设计的香囊；还有根据神人兽面
纹、玉琮纹饰、良渚文字等元素设计
的胶带、文件夹、笔记本。
“我们自 '(*-年起，就一直关

注良渚申遗进程及衍生品开发，开
展了与良渚遗址管委会的对接工
作，未来我们还将把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带入大众文化领域，展现传统
文化的魅力和活力。”王恩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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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历史
讲述文化观 展现美学观
杜晓帆表示，世界遗产始终是

中国向世界表达价值观、发出属于
自己声音的重要舞台。“过去，我们
将申报的遗产地看作一个个独立项
目，载入名录被看作是对遗产地价
值的最高肯定。但未来，它们必然将
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向国际社会进
一步讲述中国的历史观、文化观和
美学观。”杜晓帆表示，“我国的世界
遗产是一部中国文明的缩影，其中
既有代表皇家文化的明清故宫，也
有体现士大夫精神的苏州园林，有
乡土情感的开平碉楼和西递宏村，
也有承载殖民地记忆的澳门历史城
区。哈尼梯田、布达拉宫、丽江古城，
共同反映了我们多民族丰富多彩的
自然与文化特征。长城、都江堰、大
运河，从地理环境上串联起了中国
东西南北波澜壮阔的区域历史和文
化动态。这些遗产是不同时期中国
文化的代表性杰作，它们所具有的
区域性和多样性，共同谱就了丰富
灿烂的中华文明，也是我们今天民
族振兴和文化自信的本源之所在。”

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
世界文化遗产视为推动经济发展、
增强社会凝聚力、实现和平共处的
关键要素，发展世界文化遗产事业
的目标已不再是单纯的文化遗产保

护，而是要推动文化对话，保护文化
多样性，助力可持续发展。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
协委员、九三学社上海市副主委周
锋就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强文化遗
产社会功能体系建设，完善文化遗
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相关政策法规的
提案》。“我通过调研发现，大量文化
遗产的价值尚未得到发掘和展示，
没有活起来，起不到有效的宣传教
育作用。此外，由于没有区分哪些文
化遗产只能作为文化记忆，不能产
生经济效益，哪些文化遗产具备可
开发与利用的潜力和价值，地方政
府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活化利用上
缺乏全局观念，往往简单地将文化
遗产作为旅游资源，结果不恰当的
开发利用，造成遗产价值的破坏。”
周锋表示，加强文化遗产社会功能
体系建设与政策研究，提出文化遗
产分级分类评估指标体系，分步分
区地制定文化遗产分级分类保护利
用导则，为国家、各级政府有效、规
范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杜晓帆也认为，对于文化遗产
中的名胜风景地，不应再仅仅追求
观光旅游所带来的经济红利，更要
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文化自信的重
要来源，让中国的世界遗产成为全
人类都能感知和喜爱的对象，成为
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故事、看到中国
魅力的重要名片。

玉
璧

图 !"

中
国
黄
!

渤
"

海
候
鸟

栖
息
地
!

第
一
期
"

黑
翅
长
脚
鹬

盐
城
市
委
宣
传
部
图

黑
陶
器

陶
片

玉
琮

新
华
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