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之前的各届大会相同，今年在福州召

开的第四十四届世界遗产大会，新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的项目依然是人们关注的热点。

这些项目寄托着申报国家人民、相关城市和

社区的热望，也反映了他们长期努力、不断

追求的结果。从观察者的角度，同样也可以

看出一些世界遗产领域的趋向。

作为一届延长的大会，本届世界遗产大

会讨论的世界遗产申报包括了原定 2020 年

和 2021 年应当讨论的项目。最终一共新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项目 34 项，包括文化遗产

29 项，自然遗产 5 项，还有 3 项现有世界遗产

项目边界范围的重大调整得到批准。第四

十四届世界遗产大会是 2004 年以来列入遗

产项目最多的一届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一

些对现有世界遗产项目边界的微小调整，包

括中国神农架项目边界的调整。这一微小

调整，使原本位于神农架遗产范围之外的重

庆巫山县五里坡自然保护区被划入了神农

架世界遗产的遗产区域。稍微遗憾的是，中

国原定 2021 年在大会上讨论的自然遗产项

目巴丹吉林沙漠，由于疫情原因，无法安排

咨询机构专家现场考察，错失了在本届大会

上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机会。

29项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项

目中，有 6 处景观类项目、2 处岩画类遗产、5
处建筑类作品、6 项城镇类遗产、7 项考古遗

址、1 处交通类遗产、1 处壁画类遗产、1 处聚

落与特定传统技艺项目。按地区统计，欧美

有 16处、亚太有 6处、阿拉伯地区 2处、拉美地

区 4 处、非洲 1 处列入文化遗产；亚太地区 3
处、欧洲 1 处、非洲 1 处列入自然遗产。世界

遗产保护作为一项基于教科文组织《世界遗

产公约》上的全球性事业，在世界遗产名录项

目列入时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世界遗产保护呼唤更为密切
的国际合作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项目是中国在这届大会唯一正式申报的文

化遗产项目。泉州是一个有着丰富文化遗

产资源的城市，许多遗产都具有突出普遍价

值，但如何把这些内容组合在一起，讲好一

个更为整体和宏大的中华文明发展故事，具

有巨大挑战性。2018 年泉州市通过世界遗

产的上游程序项目邀请国际古迹遗址理事

会的专家参与申报文本的编写，重新发掘泉

州作为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梳理申报

项目中各文物点之间的逻辑关系，把申报的

核心价值表述集中到了泉州在中国海上商

贸活动中最为活跃的时期——宋元时期所

发挥的作用，把遗产的申报变为对泉州这个

城市宋元时期相关城市功能要素的整体梳

理，最终使泉州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这表明，中国世界遗产保护事业仍然需

要加强国际合作，从更高、更广阔的视野审

视中国的文化遗产，审视中国的遗产在人类

文化遗产中的地位，汲取国际遗产保护的经

验、思想与方法。

“韩国滩涂”是一个对候鸟迁徙有重要意

义的项目。但由于它的重要性超出了韩国自

己的自然遗产保护，涉及候鸟跨区域迁徙线路

上的栖息地保护问题，是整个世界性候鸟迁徙

路线上一个重要环节，影响到整个候鸟迁徙的

体系，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各国代表支持将这一

项目在本届大会上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

2019 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黄渤海候鸟栖

息地一期项目”就是这个候鸟迁徙体系中与

“韩国滩涂”项目紧密连接的部分。对候鸟的

保护不是一个国家能够做到的，需要建立起一

个国际网络才能有效保护。

在这次大会上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国际

合作是跨境的联合申遗。世界遗产名录上

共有 38 项跨境遗产项目，欧洲占据了 24 项，

覆盖了 34 个国家。今年的 4 个跨境申报项

目也全部是欧洲申报的。跨境项目是教科

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鼓励的世界遗产

保护和管理方式，它有效促进了对遗产完整

性的保护，促进了相关国家在遗产价值辨

识、遗产保护和管理方面的合作。

对中国来说，联合跨境申遗同样具有启

发意义。目前中国具有潜在的跨境申报可

能性的项目主要分布在丝绸之路及茶叶贸

易线路相关的主题范围内。

促进世界遗产保护的可持续
发展

第四十四届世界遗产大会是一届面临着

严峻挑战的大会。由于世界遗产的重要性被

不断强调和凸显，如何保持世界遗产名录的

权威性与不断增加的遗产之间的平衡，成为

大会中《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和教科文组织

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大会最后通过了

《福州宣言》，呼吁国际社会团结合作。

中国作为第四十四届世界遗产大会的主

席国，在促进世界遗产的国际合作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无论是未来 5 年拿出 100 个奖学金

名额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加强与非洲

国家在世界遗产方面的合作，还是援助其他发

展中国家进行世界遗产保护，推进亚洲文明遗

产保护行动，都在促进世界遗产成为文明对话

的桥梁与纽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年，《世界遗产公约》将迎来诞生 50 周

年。在过去的这些年中，世界遗产已经发展

成为教科文组织的旗舰项目，引领了世界文

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的发展方向。同时，这些

年人类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也使世界遗产

可持续保护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加。这些挑

战不仅有相关财政需求、工作方法，更包括

了整个社会对世界遗产的关切和需求。中

国将与各国和教科文组织一道迎接挑战，促

进世界遗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世界遗产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和自然

珍宝，蕴含着各种形式的人类价值理念和创

造力。明年世界遗产保护将进入第二个 50年

的发展新阶段，中国的世界遗产保护样本将贡

献更多智慧。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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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 50 余年的土山汉墓考古，是我国考

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理念转变的缩影，凝

聚着三代考古人和博物馆人的梦想。

在江苏省徐州市市区南部，有一座呈南

北走向的山脉——云龙山，因山分九节、蜿

蜒起伏、状似神龙而得名。土山汉墓位于云

龙山北麓低缓的山腰上，借助山势夯筑形成

一底部直径近 100 米、高约 16 米的高大圆形

封土堆，从上世纪 30 年代和 80 年代的老照

片上，仍能明显感受到土山封土的高耸挺拔

和巍峨壮观。

土山附近一直有居民居住。 1969 年 5
月，附近居民在取土时发现了一号墓，1970
年 7 月，南京博物院对该墓葬进行了考古发

掘，出土各类文物 100 余件，其中的银缕玉

衣、鎏金兽形砚、雁足铜灯等珍贵文物更是

轰 动 一 时 。 由 于 一 号 墓 偏 于 土 山 封 土 北

侧，且规模不大，大家普遍认为封土下应该

还有大墓。

1977 年，徐州博物馆组织对土山开展考

古勘探并发现了规模更大的主墓，即二号

墓。在随后的几年间，徐州市政府前后两次

组织开展考古发掘并清理了东耳室，但最终

因为资金、堆土、拆迁等问题而搁浅。1999
年，徐州博物馆新馆落成，与土山汉墓仅一

墙之隔，土山汉墓的考古工作很快被重新提

上议程。但这时候对土山汉墓的认识已不

仅仅是考古发掘，更多的是关于保护、展示

利用、周边环境提升改造等一系列问题，这

一思路得到了国家文物局和江苏省文物局

的首肯和赞许。

2003 年至今，在将近 20 年的时间里，土

山汉墓经历了封土发掘、整体保护规划、重

点工程建设、室内发掘的漫长历程。考古工

作也从室外考古转为室内考古，从单纯田野

考古发掘转变为发掘与保护同步、修复与展

示并重。2020 年，土山汉墓考古发掘工作基

本结束。至此，历时半个世纪，凝聚三代考

古人和历代徐博人心血的土山汉墓，即将成

为重要的遗址博物馆对公众开放。

土山二号墓是我国目前已发现东汉时

期保存较为完整、获取信息最为丰富的大

型诸侯王陵墓。土山二号墓规模宏大，结

构复杂。墓上有高约 16 米、底部直径近百

米的圆形封土。封土层层夯筑而成，封土

内 包 含 大 量 西 汉 时 期 的 瓦 片 、陶 片 、封 泥

等，仅封泥已发现 4500 余件，包括有西汉楚

国职官、县（乡）邑、私人等封泥，对于研究

当时的文书传递、职官制度、疆域变迁等具

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墓葬为砖石混合结构，平面近“甲”字

形，由墓道、耳室、甬道、前室、后室、徼道及

黄肠石墙组成。除耳室外，其他墓室外砌有

一周黄肠石墙，上覆有四层封石。考古学家

判断，该墓葬的营建过程中调动了巨大的人

力资源，耗费了大量的物力和财力。据统

计，墓葬用石 4200 多块，近 1000 立方米，大

部分石材形制规整、打磨精细，仅观察到的

石材上阴刻铭文或白书文字的工匠姓名已

超过 180 人，夯土方量超过 4.5 万立方米。青

砖包括长方形砖、楔形砖，大量用于耳室、墓

室券顶和铺地，数量超过 4 万块。墓室中大

量使用木材，经鉴定有柏木、梓木、樟木和杉

木等。

土 山 二 号 墓 共 发 现 各 类 文 物 4850 余

件。其中墓室内出土文物 350 余件，按照功

能不同分置于各墓室中，东耳室为庖厨间；

西耳室为车马室；前室东部为车马器、兵器

和娱乐器具，西部为祭祀用品；徼道内主要

为陶器，其功能已由巡逻警备道路转为藏

椁；后室为主棺室。出土文物有陶器、金属

器和玉石器，陶器中有大量成组的彩绘陶

器，方案、圆盘、耳杯等组合完整清晰，其中

抽屉形方盒为国内首次发现。玉石器包括

玉衣、玉席、玉枕等殓葬玉器，出土了成套的

耳杯、盘、案、勺等祭祀器物。

考古发掘厘清了东汉早期诸侯王陵墓

的 营 建 过 程 、建 筑 结 构 及 建 造 方 法 ，对 研

究 东 汉 帝 陵 形 制 乃 至 中 国 墓 葬 制 度 演 变

具 有 重 要 的 学 术 价 值 。 通 过 券 砖 上 的 文

字 ，各 个 墓 室 的 名 称 功 用 得 以 明 确 ：前 室

为“前堂”、后室为“官（宫）室”、回廊为“徼

道”。首次发现较为完整的东汉诸侯王彩

绘漆棺，明确东汉诸侯王（后）使用双层套

棺的棺椁制度。

徐州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两汉期间，

这一地区受到汉王朝的高度重视。如今，西

汉楚国和东汉彭城国的都城均得到考古证

实，西汉楚王陵墓、高等级贵族墓考古已取

得令人瞩目的成果。然而，徐州地区东汉时

期考古工作开展相对较少，土山二号墓的考

古发掘工作填补了这一空白。如今，土山汉

墓将转入墓室本体、封土和出土文物保护的

新阶段，随着土山汉墓陈列馆的改造建设，

我们将得以管窥东汉时期诸侯王陵墓制度

和当时的社会生活。

（作者为江苏徐州博物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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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戏 曲 成 熟 于 北 宋 时

期，为了适应演员表演和观众

听闻的需要，宋金元戏台的形

制 结 构 经 历 了 从 露 台 到 四 面

观、大三面观、小三面观和一面

观的变化。那么，这些形制变

化 的 原 因 、逻 辑 和 结 果 是 什

么？不同时期的改进与人们的

审美、科技发展、经济繁荣是否

有关系呢？

中 国 古 代 乐 舞 表 演 历 史

悠久，与其共生的表演场所自

然 也 源 远 流 长 。 早 在 距 今 约

5000 年 的 红 山 文 化 遗 址 ——

辽 宁 牛 河 梁 女 神 庙 中 就 发 现

了 大 型 祭 坛 。 周 代 以 来 ，祭

坛 、宗 庙 、殿 庭 等 建 筑 中 均 举

行过乐舞表演，但并非供民众

观赏。而在克孜尔石窟、云冈

石窟和敦煌石窟中，天宫乐伎

的 表 演 场 所 外 围 多 建 有 勾 片

栏杆，这是研究古代表演场所

的重要史料。

北 宋 戏 曲 ，时 称 宋 杂 剧 。

受先秦“俳优”、汉百戏、唐参

军戏和歌舞戏等艺术的影响，

由种类繁多、内容庞杂的技艺

表演组成，如假面表演、说白、

滑 稽 戏 和 故 事 表 演 等 。 露 台

是 宋 杂 剧 表 演 的 重 要 场 所 。

北 宋 年 间 ，元 宵 节 时 ，城 市 里

经 常 会 搭 建 临 时 性 露 台 。《宋

史·乐 志 十 七》载“ 每 上 元 观

灯 ，楼 前 设 露 台 ，台 上 奏 教 坊

乐，舞小儿队”。

从现存文献看，山西芮城

县东岳庙金泰和三年（1203 年）

碑刻《东岳庙新修露台记》就有

记 载 ，如“ 唯 有 露 台 一 所 ，累

（垒）土为之”，“衍循旧贯，创用

砖石增大其基”等等。遗存的

实例，有山西晋祠的金人台和

河南登封中岳庙的露台。晋祠

金人台是方形基台，通体由砖

石铺设，不设顶盖，四周砖砌花

栏围挡，前后设台阶，距圣母殿

50 余米。根据露台的位置、形

制以及献殿的创建时间推测，

晋祠金人台最早与正殿在同一

时间创建。

金代开始大规模建造露台。在露台建造之前，表演多数

是“撂地为场”，数量庞大的民众以演员为中心，围成圆形观看

演出。而露台的创建升高了演员的位置，“看见即听见”，演员

的声音可从台上直接传达给民众。

金代戏曲的形式主要有院本、杂剧和诸宫调。伴随着

杂剧的兴盛，山西泽州地区出现了形制为四面观的古戏台，

即露台上四角立柱，柱上搭建顶棚，各角柱间不砌制墙体，

四 面 皆 为 透 空 状 。 这 是 露 台 之 后 戏 台 形 制 演 进 的 首 个 节

点，比如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 年）所建高平市王报村二郎

庙舞亭。从满足实际表演的需求看，单檐歇山外顶可遮挡

雨 雪 和 日 晒 ，保 障 演 出 顺 利 进 行 ；从 改 善 视 听 效 果 的 角 度

看，藻井内顶将原本从此处散逸的声音反射至台面及舞台

周围，提高了舞台音量。

当表演内容从百戏、歌舞逐步发展为剧情性较强的杂

剧时，戏台上的演员多面向正殿表演，民众也相应地在戏台

的正面或两侧观看。由此，金代出现了在两后角柱间砌筑

山墙的舞台，其形制为大三面观，从优化视听的角度看，后

山墙将原本从戏台后部散逸的声音定向反射到台面、台前

乃至正殿。

元杂剧的故事情节复杂，人物角色增多，换场成为演出的

必要环节。由此，出现了小三面观舞台，即在大三面观舞台的

基础上，在两侧角柱间增设辅柱，并在辅柱与后角柱间砌墙，

以区分前后台，方便演员换场。之后又出现了两侧角柱间完全

砌墙的戏台，即一面观戏台。一面观戏台的两侧山墙进一步封

闭了表演空间，有效保证演员免受风雨袭扰。

至此，宋金元古戏台将原本从表演者上方、后方和左右两

侧散逸的声音反射至正殿与台前的观众，实现了定向传声乃

至声能汇聚，同时也隔离了环境噪声，彰显声学功用。古戏台

形制、结构的演进兼顾了演出发展的需要和视听效果的优化，

实现了建筑艺术与声学技术的完美融通，二者互为本质，相互

映射。一面观形制的戏台，实质上已将舞台围合成方形腔体，

可与某些频率产生共振，改变音响效果，成为中国古戏台设腔

助声技术的早期实践。

（作者为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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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东羊后土庙元代一面观戏台。 杨 阳供图

世界遗产是全人
类的瑰宝，明年世界遗
产保护将进入第二个
50年的发展新阶段，中
国的保护实践和理念
将贡献更多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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