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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意两国合作为何选择
了两条文化线路

中国大运河和意大利阿匹亚古
道，都是由国家建设运行的古代基础
设施工程，其规模与影响世所罕见。
两条线路的部分区段沿用至今，现
实功能与遗产身份混合，保护利用
管理都遇到相似的棘手问题。巧合
的是，两者近年都在通过文化线路
整合区域资源，振兴区域社会经济
文化发展。

中国大运河和意大利阿匹亚古
道两条文化线路，可拿来做比较研
究的内容非常丰富。

中国政府近年来实施“大运河
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意大利政府自 2016 年启动“阿
匹亚古道—万路之母”计划，并于
2022 年 10 月 1 日宣布启动阿匹亚古
道申报世界遗产程序。

2014 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与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首批合作研究课题中，

《文化线路：大型文化遗产的利用和
管理——以中国大运河淮安和意大
利 阿 匹 亚 古 道 为 例（2016—2018
年）》取得良好成果。自 2019 年起，

《“一带一路”背景下文化线路保护
利用和开放政策与实践研究》第二
期合作项目中，大运河与阿匹亚古
道仍为重点案例。

二者都是古代国家的
基础设施工程

维系庞大国家的持续繁荣，离
不开庞大的基础设施工程，其中就
包含防御体系和交通运输路网。中
国的长城和分布于欧洲、非洲、亚
洲的“罗马边墙”，是前者的代表；
中国大运河和古罗马道路网则是后
者的范例。

只有具备强大的组织动员实力
和卓越的工程技术能力，才能使上

述国家工程得以实现。中国大运河
长距离连接政治中心与粮食产区，
是 为 确 保 粮 食 运 输 的 “ 漕 运 ” 安
全，由国家投资开凿和管理的巨大
工程体系。大运河的开凿始于公元
前 5世纪，在公元 7世纪完成第一次
全线贯通，公元 13 世纪完成第二次
大 沟 通 ， 沟 通 了 海 河 、 黄 河 、 淮
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

阿匹亚古道修建完善于公元前 4
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是古罗马庞大
路网体系中最早建成的一条道路。
这个庞大道路体系中其他任何一条
道路的知名度和重要性都无法与阿
匹亚古道相比。阿匹亚古道从罗马
通向意大利半岛东海岸布林迪西，
成为后续庞大路网设计的母版。古
罗马“白银时代”诗人斯塔提乌斯
称其为“万路之母”。这一庞大路网
体系由古罗马军队负责建设和日常
维 护 ， 随 着 古 罗 马 的 持 续 扩 大 延
伸，鼎盛时期干线道路长达 12 万千
米。“条条大路通罗马”，记录了古
罗马帝国的统治和扩张过程。

两条线路在遗产价值和
社会影响上有相似之处

基础设施工程不像中外那些著
名建筑般吸引游客眼球，却具有更
为深厚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
影响。大运河是解决中国南北资源
不平衡的重要措施，实现了在广大
国土范围内南北资源和物产的大跨
度调配，沟通了国家的政治中心与
经 济 中 心 ， 在 国 家 统 一 、 政 权 稳
定、经济繁荣、社会发展等方面发
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中国乃至
世界历史都产生了持久的社会经济
和生态人文影响。

当时，阿匹亚古道不仅在军事
征服中发挥关键作用，也在商贸和
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包含
阿匹亚古道在内的庞大路网体系，
成为思想、文化的传播渠道，也以
古罗马人的生活方式改造着所经过
地区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

近现代地中海沿岸的城镇，仍
沿当年的古罗马道路为骨干格局进
行分布。阿匹亚古道也成为具有文
艺复兴象征意义的符号，经由无数
学者和艺术家的作品而传播不衰。

大运河申遗过程可为
阿匹亚古道申遗提供借鉴

中国大运河和意大利阿匹亚古
道这两个在世界历史上具有重要影
响的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在遗产保
护领域却是“后来者”。

2006 年，中国大运河中的京杭
大运河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2014 年，大运河被列入 《世
界遗产名录》。

中国大运河的申遗工作成为社
会广泛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事
件。2014年6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第 38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
时任中国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的童明
康发言称，持续多年的大运河申遗
过程，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文
化遗产保护行动”。

这个分布在8个省 （直辖市） 27
个城市的巨型文化遗产在短短数年
内申遗成功，难度之大、组织力度
之大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扬。

在中国国家文物局组织和各地
政府全力支持下，先后开展了 3 次
大 规 模 运 河 沿 线 文 物 调 查 ， 编 制
国 家 、 省 和 市 级 三 级 大 运 河 保 护
规 划 ， 完 成 遗 产 点 的 环 境 整 治 和
保护维修展示，并成立中国大运河
保护和申遗省部际会商小组，在专
业、法规和组织上保障大运河申遗
的成功。因此，意大利阿匹亚古道
申 遗 团 队 特 别 希 望 从 中 学 习 借 鉴
相关经验。

在 申 请 成 为 世 界 遗 产 的 过 程

中，阿匹亚古道同样面临着许多棘手
问题，比如其部分线路现在仍是繁
忙的交通线，私人违法建设仍难以
有效制止。2004 年，阿匹亚古道就
曾申报世界遗产，但未获成功；直
到 2022 年 10 月 1 日才再次正式启动
申遗工作。

作为此次阿匹亚古道申遗工作
的前期准备，意大利于 2016 年成立
国 家 级 阿 匹 亚 古 道 考 古 公 园 管 理
局 。 阿 匹 亚 古 道 将 作 为 “ 系 列 遗
产”申报，不仅包括阿匹亚古道全
线近 600 千米的道路及相关遗存，
还 包 括 后 来 修 建 的 支 线 图 拉 真 道
路，共 22 个区段，总计超过 1000 千
米。值得关注的是，阿匹亚古道是
意大利首个由文化部直接牵头组织
的世界遗产申报项目。为支持阿匹
亚古道申遗，文化部近年持续投入
巨资，用于沿线古迹遗址的维修和
展示。

两条线路都寄望串联区
域资源，促进发展振兴

“文化线路”具有资源、行业、
社会融合发展的特质，已经成为国
内外遗产保护、城乡振兴和区域发
展的前沿领域。

大运河和阿匹亚古道作为具有
重大影响的文化线路，相互交流实
践经验，既有助于相互启迪，也有
利于为世界可持续发展提供应有的
借鉴。

自 2017 年上半年起，中国开始
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大运
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战略部署。这一
行动规划将大运河遗产保护与区域
社会经济发展结合，提出文化带、
生态带、旅游带建设愿景。

伴随着文化遗产体制改革，意
大利阿匹亚古道也开始进入复兴阶
段。考虑到阿匹亚古道申遗的复杂
性，意大利政府从国家和地方层面
均将其纳入多元政策框架。

数字化是阿匹亚古道整合资源
支持区域发展的重要特点。意大利
文化部近年组织实施阿匹亚古道的
全线航空调查，应用数字技术生成
摄影测绘图，通过激光探测与测量
技术生成数字地形模型，在此基础
上开发地理信息系统，将文化遗产
资源、保护管理信息和活化开放项

目及相关数据统一整合，形成现代
步行道路的“地理—文化”平台。

目 前 ， 这 一 平 台 已 经 对 外 开
放。公众、企业均可便捷查询阿匹
亚 古 道 的 遗 产 认 定 信 息 ， 保 护 范
围，相关文化、自然和旅游的权威
信息。通过数据整合和相关技术等
战略工具功能，当地政府希望实现
多目标服务，包括城镇规划服务、
游客服务和产业服务，不仅增加阿
匹亚古道自身价值，也使周边社会
文化空间受益。

中意两国合作成果丰
富，促进世界遗产认知

中意两国文化遗产工作者的共
同努力，既促进了相互交流，也是
两条线路的广泛传播过程。两国学
者多次沿大运河和阿匹亚古道现场
调研，分别在两国举行了4次联合研
讨会。参加研讨的人员涉及两国的
政府机构和学术机构，极大扩展了
交流规模和视野。

中方专家还组织了“大运河淮
安段综合研究训练工作坊”和社会
调查活动，结合文物培训宣传与社
会实践的新形式，加强了淮安运河
遗产的社会认知。现在，合作研究
已经取得了许多学术成果，出版英
文论文集和中文论文集。相关研究
成果还被引用在意大利阿匹亚古道
申遗网站中。

对于大运河与阿匹亚古道在保
护和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超复杂难题
进行跨文化合作研究，能够提供多
维认识与借鉴。中意遗产专家合作
研究中，涉及许多全面和综合的研
究维度，包括：从遗产保护工作环
节的维度观察两条线路遗产价值研
究与保护历史，保护维修与保护措
施，开放利用与社会认知；从时间
路径维度比较分析文化线路在历史
长河中的演进与遗产保护历程及影
响因素；从文化和国情维度比对两
条线路，探讨在不同的历史文化、
政策体制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下采
取的策略和具体措施等。

6 年来的持续合作探索，不仅
促进了两国文化遗产工作者的相互
了解，也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促进
了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传播。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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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偕行
——中意遗产专家携手研究

大运河与阿匹亚古道

于 冰

中国大运河和意大利阿匹亚古道两条文化线路，可相互
比较借鉴的内容非常丰富。两者都是由国家建设运行的古代
基础设施工程，其规模与影响世所罕见。

中意两国文化遗产工作者进行了长达6年的比较研究，
为世界超长线路的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借鉴。

大运河所跨越区域的自然地理状况和水文地质条件迥异，运
河开凿和工程建设中运用水道、堤坝、船闸、水闸、水源、泄洪
等众多规划和工程技术措施，联结为一个大型工程体系以实现国
家意图。大运河以其多样性、复杂性和系统性，呈现出这一工程
技术体系的中华文明特征，也全面地展现了传统运河工程的技术
和发展史。

考古发掘的甲骨文残片。

大运河洪泽湖渔港。

阿匹亚古道东端布林迪西纪念柱。阿匹亚古道东端布林迪西纪念柱。

于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意大利国家研
究委员会第一期合作项目《文化线路：大型文化遗产的利用和管理——以中国
大运河淮安和意大利阿匹亚古道为例（2016-2018年）》和第二期合作项目《“一
带一路”背景下文化线路保护利用和开放政策与实践研究》中方负责人。

大运河无锡段的清名桥。大运河无锡段的清名桥。

作为古罗马道路体系的最早母版，阿匹亚古道建设目的是以
最短距离、最快速度调动军队，因此克服了因自然地形造成的技
术难题等。道路在从罗马出发的最初90千米几乎笔直向南，遇山
而凿，遇水而跨。道路的规划意味着对整个区域地形有着全面的
分析，包括路线选择所需的地质勘探与测量、大量水利设施建设
和土地平整、河流溪水的排水和导流、巨大的路基开挖和山体开
凿、道路两侧山地和沟谷地形护坡施工和桥梁修建等。阿匹亚古
道的修建，推动了世界工程建设的革命性发展。

本报电（记者赵晓霞）“甲骨文发现总
计约 15 万片，经科学考古发掘的有 3.5 万
余片，单字数量已逾 4000 字，甲骨文资料
整理、分期断代、文字考释、商史研究、
工具书编纂出版、人才培养等方面成果丰
硕 。” 日 前 ， 在 国 家 文 物 局 在 京 召 开 的

“ 考 古 中 国 ” 重 大 项 目 重 要 进 展 工 作 会
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时系统介
绍了 120 余年来甲骨文发现与研究的重要
成果。

甲骨文是早期成熟汉字体系文字的代
表，也是殷墟作为商代都城的实证。据冯时
介绍，殷墟甲骨共有 3次重要发现，分别是
殷墟内出土数量最多的完整窖藏小屯YH127
坑、具有明确年代的小屯南地甲骨和史料价

值独特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殷墟甲骨直
接证实了古史记载中“商”王朝的存在和安
阳小屯为殷商王朝的王庭，将中国信史的上
限提早了千余年，开启了殷墟90多年的考古
与历史研究历程，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字学的
革新与发展。

冯时表示，参与甲骨文文字学研究的学
者遍布世界各国，著述卷帙浩繁，成为国际
性学术课题，为促进人类文明共同发展作出
极大贡献。新时代甲骨学研究立足百余年深
厚学术积淀，更加注重与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及多学科的结合，对推动思想史、天文历
法、历史地理相关领域研究方面取得重要成
果，诠释中华文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具有重要意义。

甲骨文发现总计约15万片甲骨文发现总计约15万片

（国家文物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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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拉真支线道路上位于卡诺萨-迪普利亚的图拉真凯旋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