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大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中国的世界

遗产既是坚定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的文明瑰宝，

也是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

2021 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成为中国第五十六处世界遗产。从 2012 年澄江化

石遗址和元上都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算起，十

年间中国增加了 15 项世界遗产，总数达到 56 项，居

世界第二。作为世界遗产大国作为世界遗产大国，，中国始终中国始终践行新发践行新发

展理念展理念，，不断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

诠释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

这十年，我们不断讲述着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

农耕文明从起源到演变的故事。

东南沿海地区，浙江余杭良渚古城遗址展示了

新石器时代晚期以稻作农业为支撑、具有统一信仰

的早期区域性国家；西南山地之间，哈尼族人民创造

了由森林、水系、梯田和村寨组成的“四素同构”耕作

体系。它们共同见证着古老的稻作文明。

如果说，良渚古城遗址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

明史，代表着悠远与传统，那么福建的鼓浪屿则作为

年代最晚近的世界遗产，表现着中华文明年轻的一

面——敞开怀抱、吸纳四面八方的新鲜事物。这里

有闽南居民、外国侨民和还乡华侨共同营建的生活

空间，还通过学校、医院、银行、邮局，成为近代文化

在中国传播的纽带。

广西崇左的左江沿岸，古代骆越人在崖壁上绘

制岩画。崖壁好似一块块巨大的幕布，映射出中国

人对于山水的独特理解。而天山、可可西里、梵净山

等自然遗产，也都是中华山水的杰出作品。这些人

文精神与自然景观交织的遗产，带给全世界独特的

审美体验。

2014 年，“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

和大运河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两个大型线

性遗产是跨越千山万水的历史遗存，填补了我国世

界遗产类型的空白。丝绸之路和大运河的中国故事

穿越古今，至今仍在谱写活跃的乐章，生动地告诉世

界，尽管地理空间局限，地形地貌复杂，文明交流、交

融的步伐从未停止。正在申遗进程中的海上丝绸之

路、万里茶道等项目，也在不断书写中国与世界交流

相融的故事。

这十年，《世界遗产名录》不仅增加了 15 项中国

的遗产，而且更加完整地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开放包

容、充满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文明古国。

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法赢得赞誉

十年中，中国对于世界遗产项目的保护与管理

不断完善，备受关注。

世界遗产的完整性、真实性等原则，早在上世纪

60 年 代 评 定 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时 就 已 经 体

现。可以说，世界遗产保护理念进入中国的过程，是

国际框架与中国方法相互印证和结合的过程。“坚持

保护第一，在保护的基础上研究利用好”，一直是中

国进行世界遗产保护的宗旨。

至今，中国已建立起以文物保护法

为基本，与世界遗产保护的国际宪章相

衔接，以各级法规、规划为支撑的世界遗产

保护法规规划体系。根据条块结合、属地管

理的国情，世界遗产在中国的保护管理机制，

既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配合，也有各部门

之间的协调配合。以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

庙、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等为代表的重大保护

项目，长城、大运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一方

面通过全面改善遗产本体和周边环境的保护状况，

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挖

掘展示其丰富内涵，成为坚定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

神的文明瑰宝。

中国通过积极参与世界遗产保护相关事务中国通过积极参与世界遗产保护相关事务，，为世为世

界遗产保护提供了中国方法界遗产保护提供了中国方法。。比如世界遗产监测比如世界遗产监测，，由于由于

遗产数量多遗产数量多、、地理分布广地理分布广、、保护管理条件复杂保护管理条件复杂，，中国从国中国从国

家层面进行统一规划家层面进行统一规划，，在制度规范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有在制度规范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有

益探索益探索。。依托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总平台依托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总平台，，建立建立

起联系国家起联系国家、、省区市省区市、、遗产地三个管理层次的监测预警遗产地三个管理层次的监测预警

体系体系，，并形成了年度报告并形成了年度报告、、年会年会、、移动端平台等一系列手移动端平台等一系列手

段段。。这一套监测体系的独创性和实施力度这一套监测体系的独创性和实施力度，，为世界各国为世界各国

进行世界遗产监测提供了宝贵经验进行世界遗产监测提供了宝贵经验。。

我们的人员和技术走出国门我们的人员和技术走出国门，，参与援助其他国家参与援助其他国家

的国际合作境外保护修复项目的国际合作境外保护修复项目，，展现了中国的文物保展现了中国的文物保

护理念和技术水平护理念和技术水平。。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国际文化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国际文化

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ICCROM））合作合作，，连续多年连续多年

举办关于世界遗产管理的国际培训举办关于世界遗产管理的国际培训，，培养了近百名国培养了近百名国

内外学员内外学员，，其中一半是其他国家世界遗产地的实际管其中一半是其他国家世界遗产地的实际管

理者理者。。

让世人领略世界遗产之美

走进世界遗产，领略世界遗产之美，成为很多人的

选择，更成为青少年成长中的宝贵经历。

2021 年的国际古迹遗址日，故宫举办了一场“我在

故 宫 画 彩 画 —— 听 障 青 少 年 走 进 文 化 遗 产 地 ”活 动 。

15 名听力障碍青少年走进故宫，向专家老师学习古建

筑彩画知识，还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绘制出宝珠吉

祥草、灵芝纹等彩画样式。面对来自国家文物局、故宫

博物院和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的专家，他们毫不胆

怯，就彩画的等级、不同时期的彩画风格等话题与专家

进行了热烈互动，充分感受文化遗产带来的愉悦。世

界遗产之美就这样进入到他们的心中，帮助他们更好

地融入社会生活，创造丰富多彩的人生。

这十年是“可持续发展”的十年。在纪念《保护世界

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通过 50 周年活动上，可持续发展、

社区、以人为本等概念被不断提及。通过保护世界遗产

让生活变得更好已经成为共识。沧浪亭里的园林版昆

曲《浮生六记》、拙政园中的时空长廊夜游《拙政问雅》，

将古典造园美学款款激活。鼓浪屿通过家庭乐队、社区

足球、百年诗社等方式，让曾经的中西融汇、宜居家园，

在四季烟火里延续。

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与世界遗产保护的结合上，中国

一直是脚踏实地的行动者。比如，良渚古城遗址周边的

良渚文化村，作为杭州近郊以文化、生态和休闲旅游为

特色的小镇，与良渚申遗进程同步发展，孕育出了世界

遗产和居住社区和谐共存的模式。再如，几位青年学者

在开平碉楼创立的“仓东计划”，通过修缮历史建筑，重

塑公共空间，建设出兼具乡景、乡业、乡情的世界遗产社

区。又如，通过大运河申遗，沿线城乡百姓的生活环境

得到了极大提升。

保护好保护好、、传承好传承好、、利用好世界遗产利用好世界遗产，，是人类文明赓是人类文明赓

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是世界遗产大中国是世界遗产大

国国，，始终坚守加入始终坚守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世界遗产公约》》时的承诺时的承诺，，践行新发践行新发

展理念展理念，，不断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那些向人们那些向人们

讲述多彩中华文明的世界遗产讲述多彩中华文明的世界遗产，，那些生活因申遗而变那些生活因申遗而变

得美好而富足的百姓得美好而富足的百姓，，那些自由享受文化遗产之美的那些自由享受文化遗产之美的

孩子们孩子们，，都是世界遗产保护的真正意义所在都是世界遗产保护的真正意义所在。。

（（作者单位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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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古城遗址。2019 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

新石器时代晚期、以稻作农业为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

形态。图为遗址上建成的良渚博物院。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2014 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是我国第一个跨国联合申遗项目，也是最大的国际文化遗产项目。图为

通过考古复原的隋唐洛阳城的应天门景观。

云南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2013 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处世界文化遗

产展现了哈尼族人民创造的由森林、水系、梯田和村寨组成的耕作体系，见证了稻

作文明在中国的发展。

青海可可西里。2017 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可可西里成为我国第

十二处世界自然遗产，也是面积最大、平均海拔最高的世界遗产地。图为

在这里生存的藏羚羊。

“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2017 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处世

界文化遗产见证了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通过多种渠道传播的过程，而

有机的城市肌理清晰地保留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

核心阅读

中国的世界遗产既是坚定文
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的文明瑰
宝，也是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
载体。

这十年，在中国，世界遗产不
仅仅是数量在增加，更重要的是体
现了更多元的类型和更高的水准，
更加完整地向世界展示一个开放
包容、充满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文明
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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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2021 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2 处遗产

点写满商旅云集千帆竞发的记忆，连接起宋元泉州的城市、港口与腹地，完整勾勒出千

年前作为世界海洋贸易体系重要引擎的泉州所承载的价值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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