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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括多种遗产价值的

复合传播系统

价值阐释是建设文物主题游
径的关键环节，要深入研究文物
的历史、时代、艺术、科学和社
会、文化、审美多重价值，揭示
其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
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

坚持实物实证，保护好不可
移动文物及其周边环境的历史真
实性、风貌完整性、文化延续
性，持续提高展览展示水平。

围绕文物游径主题，可串联历
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
区、历史建筑、传统村落，可包括农
业遗产、工业遗产、老字号、水利遗
产、风景名胜区、自然景观，可纳入
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美术馆、
剧场、文化馆、非遗馆等文化场馆。

——《关于开展中国文物主
题游径建设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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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游径如何“走”？
本报记者 齐 欣

6月23日，“万里茶道—环
中国自驾游集结赛”车队行进
在湖北省鹤峰县的茶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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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遗产小道上骑行一天或骑下全
程，可减排多少碳？”这是“钱塘江两
岸”规划更新中的一项新内容。志愿者
正在多地从碳足迹、碳汇和鼓励机制等
方面进行测算评估。

“不改变文物原状”“最小干预”是
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始终坚持、普遍遵循
的原则。与此紧密关联，“遗产小道”逐
步归纳出3项基本特征：整体位于遗产区
之内；鼓励步行、骑行等运动方式；强
调联通，尽量不破坏任何风貌。现在，
规划者和行走者以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积
极推动“遗产小道”进一步转型，加入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践内容，使之成为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热门体验项目。

长征文化线路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
的红色主题线路。北京清华同衡规划院
遗产中心杜凡丁主要执笔完成了 《长征

标识与展示体系建设指引》文本。“以长
征为主题的历史步道展示体系中，将与
长征沿途具有代表性的、与长征的历史
进程和精神意义有直接关联的自然和人
文环境都纳入进来。”杜凡丁介绍说，

“比如，包括了能够反映长征沿线主要自
然地理特征的山川河流、地形地貌、生
态植被、典型景观等。”

“中国文物主题游径”的规划要求也
沿用了前期实践中的一些成熟思路。虽
然命名为“文物主题游径”，但其已经关
注到在体验路线上“物遗”与“非遗”、
文化与自然景观多重信息叠加，着意为
日后多领域合作预留出空间，《通知》明
确要求“建立多部门协调机制，形成工作
合力，与财政、自然资源部门加强政策对
接，与工业和信息化、住房城乡建设、水
利、农业农村、商务、林草、中医药等部门
加强资源融合”。

“热门体验项目”能否成为生态文明
建设的贡献者？在各种“游径”上，应
该怎样鼓励体验和消费？7月 8日，本报
记者来到河北沧州的大运河边，沿着5个
月前考察过的堤顶路向北行进重访。前
一次，是来看建设中的国家文化公园，

观察对长距离体验者的友好程度；此次
重访，则基于遗产价值进行评估：两岸
是否存在“画蛇添足”式的过度、搭车
或重复建设。

“以后，在‘小道’‘步道’‘游径’上行
走，将不只能看看景、跑跑步了，许多人会
加入到我们新的观察体验方案中，成为遗
产区沿线建设的主动监督者和建议者。我
们推动出台生态体验和消费方案，鼓励
各地公共政策进行创新。”一位参与调研
的规划志愿者这样表示，“ 《通知》 明
确，价值阐释是建设文物主题游径的核
心和关键环节。如果以游径这样的平台
即能真实、完整地阐释价值，那么来到
河边的人们就会算明白这道简单的数学
题——为何非要额外花大笔钱去繁复展
示呢？”

“所以，‘主题游径’一定会同时成为
一条生态小道。”他进一步分析说，“这意
味着，‘游径’和‘小道’一样，既包含
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资源，也具备绿色
体验尤其是绿色生产的行动本领。”

“别小看一条简单的游径，它可以看
出全局‘一张图’的综合能力和前瞻水
平。”他对“主题游径”做了这样的解读。

6 月 16 日，本报记者从安徽黄山出
发，跟踪调研了修水·宁红茶杯“2023万
里茶道—环中国自驾游集结赛”。“万里
茶道”是继“丝绸之路”后兴起的以茶
叶为大宗货物的国际贸易线路。这条正
在“申遗”的文化线路，同时贡献出一
条典型的文物主题游径。今年的赛路长
4585 公里，以小型汽车和房车为比赛工
具，沿乡、省、国道和高速公路一直向
北抵达内蒙古自治区的二连浩特。

“万里茶道”南起我国福建武夷山，
经国内9省份，再由蒙古国乌兰巴托最终
抵达俄罗斯圣彼得堡，全长约 1.4 万公
里。那修水在哪个位置？又与宁红茶、

“万里茶道”有何关联？这是本报记者一
路注意观察的传播效果内容。目前进行
的赛事线路长、空间跨度大；与“申
遗”同步进行，扩大了人们对遗产价值
的整体认知。“万里茶道”（中国段） 沿
线集结了众多城市、集镇、村落、建筑
及茶产区，所以体验线路又可分出许多
繁茂的“枝杈”。通过“申遗”带动自身
发展，是沿线产茶区的强烈愿望和参与

动力。这样，在线路设计上，就出现了
“局部”与“整体”不同层面的需求。

在 2023 年度的“集结赛”上，还举
办了两次研讨会，探讨“主题游径”如
何有效对接沿线发展目标，形成了 《万
里茶道文物主题游径黄山共识》。一个明
显的趋势是：在重要的节点上，以后将
会延伸出局部的、慢行的、停留体验更
为充分的游径形式——就像“大运河遗
产小道”“长征历史步道”那样。

作为货物流通线路出现的“万里茶

道”上，不仅仅有“茶”。在“万里茶
道”途经的长江以南地区，现在有江西

“景德镇窑址”和湖北“黄石矿冶工业遗
产”也列入了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
名单》。这些项目都与世界遗产突出普遍
价值的第 （ii） 项标准紧密结合，阐释

“茶”“瓷”“铜”作为贸易商品，见证中
国南、北方之间，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
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这意味着在不远
的将来，“青瓷之路”“青铜之路”一定
会出现。这些新体验线路也一定会与

“万里茶道”交叠重合，形成更大规模、
更为丰富的体验主题。

路途悠长的体验线路，会越来越多
吗？答案是肯定的。《通知》已提出“国
家文物局商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研究确立中国文物主题游径主题，
与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等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做好衔接”。随着体验
线路不断增加，覆盖地域越来越广阔，
终会有一天，这些线路群将呈现新的格
局。各种展现中国文化和自然风貌，体
现亚洲东部特色的“主题游径”，终将形
成“去远方、去东方、去壮游”的路
网。它们与世界各地的线路相连共通，
体验方法友好相同——人们既可以远
行，行进在“阿巴拉契亚小道”“圣地亚
哥之路”上；也可以来东方，感受代表
人类智慧与勇气、毅力的“大运河遗产
小道”、展现沟通与发展的“万里茶道”

“南方丝绸之路”，体验青海湖国家公园
和三江源国家公园独有的生物多样和地
质、地貌。2022 年冬季，在大运河绍兴
段的遗产小道更新计划中，就已经出现
了“去远方、去东方、去壮游”体验目
标，分别凸显了长距离的线路、世界遗
产保护与传承的“东方”要素以及行走
者通过体验陶冶身心的行为方式……

并非从“零”开始，但需更进一步。从
宏观视角来观察，“中国文物主题游径”推
出之际，也是其必须发力创新之时。

2022 年年末，本报记者在浙江杭州
和绍兴两地开始重走紧贴遗产区的“大
运河遗产小道”。这是新启动的“钱塘江
两岸”大运河遗产体验线路的规划更新
组成部分。2006年，京杭大运河成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运河进入全面“申
遗”阶段。自那时起，“规划一条公众可全
线行走的‘大运河遗产小道’”就成为包括
文保工作者在内的社会各界共同关注、
参与的实践课题。在大运河列入 《世界
遗产名录》 后，“遗产小道”监测、评估
与规划调整愈发活跃，与世界各地通行
的各种文化、自然遗产步道 （TRAIL）
逐步呼应、对接。为何刻意称为“小
道”？因为这项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目
标，是瞄准一次次体验、远行的个体感

受。人们可能来自世界各地，需要真
实、具体、细微的有效导引。为何还要
在这条小径上反复规划？因为超长距离
的体验线路具有动态演变的特征。在大
运河“申遗”、成为世界遗产、开始大运
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
各个阶段，两岸景观和体验环境不断发生
变化。于是，此次“钱塘江两岸”的更新内
容将带动“遗产小道”进入一个新阶段：成
为步行、骑行时可以“长距离、无障碍、易
感知、可复制”的示范段。

“主题游径”功能鲜明：在历史文化
遗产与公众间，建立有效的价值阐释途
径。应用于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中的各
种“主题游径”早已存在。分布于世界
各地的历史城市和街区、各个国家和民
族引为自豪的重要事件以及壮美的自然
景观，都逐渐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小道”

“步道”和“游径”。在国内，除“大运河遗产
小道”外，2020年1月，中国古迹遗址保护
协会发布了 《长征标识与展示体系建设
指引》。2017 年 11 月，《广东省南粤古驿
道线路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 出台，覆

盖了全省 21 个地级以上市的全部行政区
域。这些游径的共同特点，是陆续将文
化遗产、自然遗产资源都含括在一起，
形成凸显各种主题的“风貌整体”。南粤

古驿道线路包含了 959 处古驿及相关遗
存、历史文化城镇村、文物古迹和248处
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
湿地公园以及旅游景区。在钱塘江两岸
的大运河周边，原本被忽视的湿地等自
然景观被纳入“遗产小道”体验范畴；
在绍兴，大运河遗产体验线路已经与

“唐诗之路”叠加重合；在杭州拱宸桥以
北的郊野段和工业区段，目前已经出现
了长达 29 公里的绿道，串联了古镇、金
色的稻田和果实累累的枇杷林并直抵即
将开通的临平运河新航道……

这些基于中国独特人文地理环境、历
经长期实践出现的“先行者”，揭示出“小
道”“游径”式体验线路的重要时代特征：

“主题游径”是一个遗产价值复合传播系
统，具备感知文化多样、生态多样、地
质多样的知识传递体系，具备文明交流
背景下的分享与共享能力；同时，它还
兼具促进体验者参与保护或文化生产的
创造力。此时新加入这个行列的“中国
文物主题游径”，就不能止步于生成数量
巨大的展示和旅游路线，而是能持久地
为社会提供宏观文化视野，提升公共文
化水平，为全球交往提供“韧性”并促
进相互理解与尊重。

据新华社电 国家文物局日前发布 《第一批古
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包含碑刻、摩崖石刻等
1658通 （方） 重要文物。这些碑刻文物刻成年代从
战国至清，在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分
布，现保管、收藏在 323 处文物保护单位和 221 家
文物收藏单位。

据介绍，此次发布的名录展现了我国古代碑刻
刻成年代、类型形制和分布区域情况，记录了我国
古代多民族交流融合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格局的生动例证。相关文物还展现了我国古代文
字、书法、文学的演变，反映古代经济社会、科学
技术发展的重要成果，记录了中华文明同其他文明
交流互鉴的历史。

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鉴于巨大的资源
数量，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采取分批次公布的方
式。此次公布的名录以刻成于 1911 年以前的古代
碑刻石刻文物作为遴选对象。（杨湛菲、施雨岑）

首批含括1658通（方）

国家文物局发布
名碑名刻名录

成为贡献

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小道

2023年5月，国家文物局、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开展中国文物

主题游径建设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本报记者先后在大运河文化遗产沿线、正

在筹备建立的青海湖国家公园以及“万里茶道”申遗活动现场跟踪调研，就“主题游径”建

设深入了解了一线实践和相关经验。

“去远方 去东方 去壮游”

的未来路网

下图：强化线路的贯通，串点成
线、以线扩面，是加强长征文化线路
整体性展示阐释的重要方式。

《长征标识与展示体系建设指引》
提出，应以路线考证清晰、遗迹丰富
完整、景观环境较好、适合徒步行走
的红军路为基础，结合旅游公路、城
乡绿道建设及沿线省、县、乡道改造
提升等，形成长征历史步道体系。

“石鼓-田车刻石”被列入 《第一批古代名碑
名刻文物名录》。石鼓共有10块，为花岗岩质，高
约90厘米，直径约60厘米。 （故宫博物院网站）

“‘大唐都督杨公纪德颂’碑”被列入《第一批古
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石碑刻于唐朝，高168厘米，
宽82厘米，厚20厘米。 （敦煌市博物馆网站）

“东魏天平元年程哲碑”被列入《第一批古代名
碑名刻文物名录》。碑阳正中圆拱龛内浮雕释迦坐
像，龛之内外线刻飞天、胁侍、讲经说法图及护法狮
等。 （山西博物院网站）

摩崖石刻“南宋乾道二年张孝祥撰朝阳亭记”
被列入 《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位于广
西桂林漓江象鼻山水月洞。碑文为南宋著名词人、
书法家张孝祥所撰。

（桂海碑林博物馆网站）

“ 万 里
茶 道 — 环 中
国 自 驾 游 集
结 赛 ” 已 经
初 步 具 备 规
模 优 势 ， 为
逐 步 推 出 沿
线 茶 区 重 点
体 验 支 线 奠
定 了 基 础 。

图 为 集
结 赛 武 汉 站
的 发 车 仪 式
现场。

冯 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