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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5 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

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五十

六项世界遗产。

为什么是泉州？

见 证
共存包容的海洋商业传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四十四届世界遗产委员

会会议决议认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

中心”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独特而杰出的港口城市

空间结构，其所包含的 22 个遗产点涵盖了社会结

构、行政制度、交通、生产和商贸诸多重要文化元素，

共同促成泉州在公元 10—14 世纪逐渐崛起并蓬勃

发展，成为东亚和东南亚贸易网络的海上枢纽，对东

亚和东南亚经济文化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世界遗

产委员会依据《实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操作指南》所规定的标准Ⅳ，决定将“泉州：宋元中国

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

委员会主任、第四十四届世界遗产大会主席田学

军表示，这一决定体现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泉州

作为宋元中国杰出的对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窗口、

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以及世界海洋贸易中心港

口杰出范例所具有的突出价值的高度肯定，也体

现了国际社会对泉州项目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促进可持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具有

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的高度认同。

泉州系列遗产由 22 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及其

关联环境和空间构成，包括九日山祈风石刻、市舶

司遗址、德济门遗址、天后宫、真武庙、南外宗正司

遗址、泉州府文庙、开元寺、老君岩造像、清净寺、

伊斯兰教圣墓、草庵摩尼光佛造像、磁灶窑系金交

椅山遗址、德化窑址、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

洛阳桥、安平桥、顺济桥遗址、江口码头、石湖码

头、六胜塔、万寿塔。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傅晶说，22 处遗址组成部分之间具有功能、空间、

社会、文化上的紧密关联，呈现出高度一体化的区

域空间、经济、社会系统，呈现出包括制度保障、多

元社群、城市结构、生产基地、运输网络、区域布局

在内的关键特征。

傅晶说，泉州系列遗产完整地呈现了 10—14
世纪在中国对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窗口成功实践的

海外贸易体系，见证了这一体系在泉州积淀而成

的多元共荣海洋商业传统。该传统珍视民生福祉

的促进、经济机遇的全民共享、跨行业跨区域的共

同发展以及多元文化的共存包容。“泉州以生动的

历史实证讲述了开放、互信、对话、融合的重要意

义，为世界提供了有关地区发展和国际交往的中

国方案，也彰显了中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

出的卓越努力。”傅晶说。

建 设
世界的古城、活着的古城

据悉，国家文物局支持福建及泉州市不断推进

泉州考古、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环境整治等工作，取

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有效提升了遗产管理和展示

水平。同时与国际权威专业机构——古迹遗址理

事会建立合作，提升申遗策略，完善技术路线，为申

遗成功奠定了扎实工作基础，进而推动了泉州历史

文化名城整体保护，为各地探索文化遗产保护与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融合共赢之路提供了良好借鉴。

在规划保护方面，当地根据遗产保护管理要

求，划定了泉州系列遗产的遗产区、缓冲区、景观

控制区，进行严格的管控，确立了在城市管理中优

先服从遗产区划管控要求的总体原则。泉州市副

市长周真平说，我们把泉州古城整体纳入遗产缓

冲区保护，按照“原真性保护、活态化利用、功能性

提升、生态型修复、家园式共造”的理念，开展生态

修复、城市修补，实施街巷环境提升、业态提升等

综合保护整治项目，改善人居环境，保护历史文化

底蕴，致力于建设“世界的古城、活着的古城”。

在法律法规方面，《泉州市海上丝绸之路史迹

保护条例》作为泉州市获得立法权后制定的第一部

地方性法规，于 2017年 1月 1日正式施行。2018年 1
月以来，当地又颁布实施《泉州市市区内沟河保护管

理条例》《泉州市中山路骑楼建筑保护条例》，目前正

着手制定《泉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在协调机制方面，泉州成立了“跨区域、跨部

门”的系列遗产协调管理领导小组，对于遗产保护跨

区域、跨部门的重大事项、重要内容均由市政府层面

统筹讨论决策，确保各项管理措施都得以有效执行。

同时，泉州实施遗产保护“五纳入”制度，即纳

入各级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综合评价体系，纳入财

政预算，纳入社会综合治理和平安单位建设，纳入

文明城市（县城、城区）和文明乡镇创建考评体系，

纳入干部教育体系，形成遗产保护的坚实屏障。

建立近百人的遗产专家库，实施遗产专家咨询制

度。加强专业人员配置，遗产保护管理机构人员

有 400 余人，每年至少开展两次以上的专业培训。

健全联动执法机制，形成强有力的遗产司法保护、

监察保护网络。

建 立
常态长效的保护利用机制

位于泉州城西北约 70 公里的德化县的德化

窑址，是宋元时期泉州内陆地区外销瓷窑址的杰

出代表，其兴起受益于宋元泉州海洋贸易的繁荣，

在发展过程中创烧出独特的白瓷产品。

福建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栗建安说，

德化窑始于晚唐，在宋元海洋贸易发展的背景下

获得重大发展，窑址遍布全县。其中德化县城周

边的窑址分布最为集中，已调查发现宋元时期

（10—14 世纪）窑址 29 处。“德化窑烧制的大量产

品满足了海外市场的消费需求，同时对外传播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窑业技术。”栗建安说。

申遗成功后，如何平衡保护和利用的关系？

“我们采取游客量、游客日承载量和瞬时承载

量监测以及现场巡查、游客行为管控等措施，持续

开展旅游管理，引导游客行为。”周真平说，各遗产

点分别制定了旅游管理应急预案和疏导方案，保

障遗产安全和游客安全，“我们正在完善建设全市

遗产点统一的网上预约平台，保障游客体验。同

时，我们还注重构建多种预防体系。”

目 前 ，泉 州 系 列 遗 产 已 建 立 完 善 的 监 测 体

系。该体系根据遗产所处的城市、山地、沿海 3 种

不同环境和木结构、石结构、土结构等不同性质，

对遗产的保存现状、本体病害、自然及人为影响因

素、遗产旅游等进行监测，为后续遗产保护管理工

作的持续开展奠定重要基础。

此外，社会参与也显得尤为重要。当地按照

“申遗惠民”的理念开展遗产周边环境整治，既优

化遗产保存环境，又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增加

群众的获得感。周真平说，泉州组织、支持开展传

承活动，重视保护与遗产点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

让群众通过活态传承更广泛地参与到遗产保护

中。同时，推动遗产保护进村规民约、进社区、进

校园、进企业、进千家万户，让遗产成为全社会的

重要情感元素。

泉州市委书记王永礼表示，申遗的目的不仅

在于取得荣誉，更在于保护与传承。泉州申遗成

功不仅是自豪、荣誉，更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

“下一步，我们将建好常态长效机制，推进遗产项

目保护立法，定好保护管理的专项规划，做好所有

遗产点的监测和日常维护工作，使这些文化瑰宝

能够活态保护好、活态传承好、有效利用好。”王永

礼说，要广泛讲好有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故事，

让泉州百姓、中国人民、全世界能够感受到泉州的

历史底蕴和人文魅力，感受到文化遗产带来的文

化之美、宜居之美、品质之美。

“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做好世界遗产的保护管

理工作，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在世界文

化遗产领域承担更多责任，为推动各国文明

交流互鉴，共同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贡

献自己的力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

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说。

核心阅读

泉州系列遗产完整呈现了
10—14 世纪在中国成功实践的
海外贸易体系，见证了多元共荣
的海洋商业传统。不断提升的遗
产管理和展示水平为申遗成功奠
定了基础，也为各地探索文化遗
产保护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融合
共赢之路提供了良好借鉴。未
来，泉州将建立常态长效遗产保
护机制，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文化瑰宝。

■文化遗产赋彩生活R

世界遗产事业久经风霜，能够成为人类共

同关注和支持的事业和体系之一，是基于在

各国各地区各族群实践经验和理念争辩最广

泛基础上演变而来的遗产与环境保护科学

专业体系。客观认知的科学标准、可持续

的保护与管理，成为支撑世界遗产体系不

可或缺的专业依据。

自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以来，中国已

拥 有 56 处 世 界 遗 产 ，数 量 位 居 世 界 第

二。迄今为止，各遗产地没有一处遗产

被列为“濒危遗产”，更没有遗产面临被

除名的境地，交出了一份令人赞赏的成

绩单。

中国的加入，为世界遗产保护提供

了独特范式，使世界遗产的宝库得以

丰 富 和 完 整 。 中 国 的 许 多 文 化 遗 产

（含文化景观）、自然遗产、文化和自然

复合遗产及对它们的推介与保护，为

世界遗产体系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世界遗产的各个分支体系中，中

国都有不俗的表现。比如系列遗产方

面，中国的系列遗产数量众多，各具内

涵与特色，保护成效显著。2010 年瑞士

易廷根专题国际专家会议之后，《世界

遗产公约实施操作指南》关于系列遗产

的定义和规定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局限

于相对单一的组合观念和形式，发展为

人类进化史中更深刻内在逻辑关联和更

多样表现形态的文化表达。中国的“‘天

地之中’——登封历史建筑群”组合申报项

目的创立和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就

为这一变化提供了首个里程碑式的范例，其

特殊作用为各缔约国和相关国际组织普遍

赞同。

世界遗产不仅能让各国人民增强身份认

知和团结自信，还体现着人类不同文明和文化

的互通互鉴、携手共荣。在遗产理论和操作体系

中，各国本土化的表达也须被充分尊重和包容。

在中国，保护维修要“老当益壮”而非“返老还童”、

不得已的增补措施要做到“有若无，实若虚，大智若

愚”、遗产与周边环境“红花还要绿叶托”等理念，都

用我们自己的语言生动诠释着真实性、完整性、最少

干预、可识别等遗产保护的国际普适原则。作为有志

于遗产事业的后来者，我们的使命就是各尽努力，共同

推进传统遗产体系的现代化、本土化和国际化进程。

世界遗产不仅是对历史和现状的评定，还是对未来

的期许和承诺；不仅有荣誉和效益，还有责任和使命。只有

坚守专业标准和对人类的承诺，才能守护住珍贵的遗产。无

论在国际上还是在中国，对待遗产的认识和做法都是动态

的，但又有基本属性、特征和规律，有必须坚守的初心和目

标。无论何时，遗产保护都要不忘来路和前人，坚持真实、完

整地保护、传承遗产本体及其相应的背景环境这一根本和长

远目标，永续利用，不迷失方向，不妥协于任何压力和诱惑。

（作者为中国文物学会世界遗产研究会主任委员，本报

记者刘晓宇采访整理）

各尽努力
赓续人类文明

郭 旃

世界遗产不仅是对历史和现状的评
定，还是对未来的期许和承诺；不仅有荣
誉和效益，还有责任和使命。只有坚守
专业标准和对人类的承诺，才能守护住
珍贵的遗产

■新语·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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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从上至下为：

泉州安平桥东段。 郑文桂摄

泉州府文庙。 陈晓东摄

泉州六胜塔全貌。 郑文桂摄

泉州文兴码头。 成冬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