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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7月，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
产委员会第 27 届会议审议，明孝陵以其独有
的建筑形制、极高的历史地位、永恒的文化
价值、完整的空间序列、优良的生存环境和
周全的保护体系，作为中国“明清皇家陵
寝”扩展项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申遗成功以来，江苏南京中山陵园管理
局坚持严格保护、科学规划、创新阐释、文
旅融合，不断提高明孝陵保护水平。

“开明清两代帝陵之型范”

明孝陵位于紫金山南麓，是明朝开国皇
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的合葬墓，从洪武十四
年 （1381） 开 始 营 建 ， 至 永 乐 十 一 年

（1413） 完成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亭，历时30
多年，是明初最重要、规模最浩大的工程之
一。其功能和形式多样的陵寝建筑与山水形
势相称，从下马坊到大金门及整个神道石
刻，布置蜿蜒曲折，自内御河、金水桥起，
经陵宫门、享殿前门、享殿、方城及明楼直

到宝顶，沿一根轴线由南到北，纵深 2776
米，从疏到密、由低到高、层层推进。

明孝陵的建设，从总体布局到单体建筑
多有创新，自由与规整相结合，陵宫平面规
整划一，中轴对称，与朱元璋主持建造的明
初京师 （南京） 都城和宫城 （明故宫） 的体
制一致；神道则蜿蜒曲折，一改历代帝陵仅为
中轴对称的布局。正如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
生所言：“明代陵寝之制，自太祖营孝陵于南
京，迥异古制，遂开明清两代帝陵之型范。”明
孝陵与周围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和天造地设
的山川形胜浑然一体，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天
人合一”的理念，从而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建
筑艺术和自然环境相结合的典范。

1961 年，国务院公布明孝陵为第一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 年，明孝陵正式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抢救性保护”到“预防性保护”

近年来，在原真性、整体性、可持续性
的保护利用原则下，明孝陵保护从“抢救性

保护”进入到“预防性保护”的新阶段。
为了护好明孝陵这块“瑰宝”，20 年来，

中山陵园管理局严格遵守“不改变文物原
状”和“最小干预”原则，科学严谨开展考
古勘探、建筑保护、馆藏文物修复、文保及
周边环境整治等保护修缮项目，先后实施明
楼加顶保护、神功圣德碑亭 （四方城） 保
护、大金门修缮保护、享殿修缮、下马坊加
固等文保工程。完成翁仲路环境整治工程，
新建了明孝陵石柱子大门和紫霞湖大门，按
照明代形制修复棂星门，实现了大金门至四
方城之间的神道连接，明孝陵古朴秀丽的历
史风貌得到进一步保护和彰显。

2021年，《明孝陵总体保护规划（2018-2035）》
正式公布实施。该规划对标世界遗产管理标
准，范围覆盖了明孝陵和明功臣墓区域总计
675公顷，将钟山北麓以及中华门外 8处明功
臣墓纳入一体化保护，明孝陵的整体形制以
及遗产的完整性得到进一步彰显。

此外，中山陵园管理局与中国文化遗产
研究院、南京大学等联合开展遗产保护科学
研究和技术创新工作，建成世界文化遗产监测
预警系统，并与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总
平台实时对接，全天候采集分析文物本体、自
然环境、人为活动因素等37项监测指标；完成了
明孝陵安防工程、四方城及享殿防雷工程等一
批综合性安防项目，极大增强了遗产保护的科
技支撑力度。同时，构建完善文物保护单位网格
化巡查管理机制，联合驻景区单位和文保志愿
者，形成了覆盖全域、联防联动的明孝陵“大保
护”格局，进一步织牢织密文化遗产“安全网”。

文保成果惠及人民群众

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中山陵园管理局
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融合发展，更多文
保成果惠及人民群众：建成明孝陵博物馆、
东吴大帝孙权纪念馆等文化设施；持续整治
提升明孝陵周边区域环境，将陵区古树名木
纳入整体保护范围，建成前湖公园、梅花谷
公园、下马坊遗址公园及诸多文化景观，打
造“万株梅园”“长生鹿苑”“最美 600 米”

“燕雀湖落羽杉林”等景观；引入虚拟现实技
术，在明孝陵明楼区域设置“地宫探秘”沉
浸式体验项目；连续举办“中国南京国际梅
花节”“世界遗产明孝陵文化月”等活动，提
升游客体验，展示明孝陵生态人文交汇的独
特魅力。数据显示，目前，明孝陵景区年均
接待游客量超300万人次，已成为国内外游客
到访南京的“打卡地”。

此外，世界文化遗产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
得到拓展。数据显示，近年来，明孝陵博物馆
每年举办主题展览 10 余个，开展 30 多个主题
近百场次研学活动，送展、送教进校园、进社区
等文化活动30多场次，服务群众5000余人次。

现代科技守护古老遗产

展望未来，中山陵园管理局将以新科技
带动明孝陵保护，努力破解文物科技基础研
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不足对考古与文物保护实
践的制约。借助数字监控、人脸识别、定位
巡更等技术，健全突发事件全影像记录系
统，坚决防范化解遗产全域范围内各种安全
风险。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高
新技术运用，推进明孝陵文物考古资料和文
物的数字化，综合运用地理信息系统、遥感
监测、人工智能、5G等技术，探索建设全域
全要素文化遗产预警监测体系，整合构建明
孝陵世界文化遗产综合监测系统，以现代科
技守护古老遗产，保护传承历史文脉。

与此同时，中山陵园管理局坚持系统性
整体性保护，合理规划明孝陵内各功能区，
积极探索明孝陵大遗址整体保护方式。推进
实施明孝陵附属功臣墓保护与环境整治、明
孝陵文物大数据库建设等重点项目；实施明
孝陵碑殿、明孝陵石刻、陵宫围墙、宝城城
垣等文物本体保护修缮工程；编纂出版 《明
孝陵考古报告》，开展常遇春墓、仇成墓神道
区域考古勘察，筹建明孝陵文物修复技艺中
心，开展文物修复成果和数字化藏品展示，
积极申报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让文化遗产
的历史文化信息代代传承。

（作者系江苏南京中山陵园管理局局长）
（本文配图均由中山陵园管理局提供）

明十三陵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北部的天寿山
麓，陵寝建筑具有规模宏大、体系完备和保存
较为完整的特点。1961 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 年列入 《世界遗
产名录》。

中国古代帝陵的杰出代表

明十三陵是明朝迁都北京后 13 位皇帝陵
墓的总称，从 1409 年营建长陵到清顺治初年
营建思陵，长达 200 多年间依次建有长陵、献
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永
陵、昭陵、定陵、庆陵、德陵、思陵，故称
十三陵。

从选址到规划设计，明十三陵都十分注重
陵寝建筑与大自然山川水流和植被的和谐统
一，陵区四面群山环抱，中部川原开阔，水流
曲折交错，十三座帝陵错落有致分布在东、
西、北三面山麓上。作为中国古代帝陵的杰出
代表，明十三陵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
涵，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物价值。

在这里，葬有皇帝 13 人、皇后 23 人、皇
贵妃 1 人及数十名殉葬皇妃。除皇帝陵外，
陵寝区域内还有明朝皇妃墓 7 座、太监墓 1
座，以及行宫、神宫监、祠祭署等若干附属
建筑。

目前，对外开放的景点包括长陵、定陵、
昭陵、神路；除此之外，康陵实行预约式开
放。其中，长陵始建于1409年，地面建筑保存
完好；定陵是明神宗朱翊钧和两皇后的合葬
墓，出土的珍贵文物是不可多得的明史研究实
物资料；昭陵则是近年按照明朝旧址全面复原
的陵园。

2002年 8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相关专
家对明十三陵进行考察时认为，明十三陵代表
了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在世界某一文化领域
内对建筑艺术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并能为
一处已消逝的文明提供独特的见证。作为一
种类型的建筑群，展示出人类历史上一个重
要阶段。

2003年 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委员会第27届会议将明十三陵作为“明清皇家
陵寝”的扩展项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有序实施文物本体保护修缮

自 2003 年成功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以

来，累计投入资金近 7.3 亿元人民币用于推进
明十三陵文物本体的保护性修缮。

沿着时间轴线，2002年以来，先后实施德
陵、康陵、庆陵、泰陵、裕陵、茂陵及外排洪
沟、大红门神道修缮及环境整治、长陵神功圣
德碑楼、长陵祾恩门及龙蚨碑亭修缮等30余项
保护修缮工程。

在抢险性保护工程方面，先后实施明十三
陵石牌坊抢险加固、昭陵方城明楼抢险加固、
景陵监门抢险修缮、裕陵、泰陵、献陵监墙抢
险修缮等工程。

自 2019 年以来，开展长陵古建筑日常保
养维护、康陵古建筑日常保养维护、十三陵
未开放陵寝古建筑日常保养等日常保养维护
项目。陆续完成德陵、长陵、定陵、茂陵、
献陵、康陵、泰陵勾补裂缝、补墁地面、清
除杂草等日常养护。

此外，为更好保护明十三陵，设立了明十
三陵文物保护和环境整治专项资金，专门用于
明十三陵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使文物保持整
洁、安全和稳定的良好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世界文化遗产保护
管理办法》的规定，2018年3月，《明十三陵世
界遗产保护管理规划》 启动编制。同年 12月，
规划文本初稿编制完成。2022年7月，《明十三
陵世界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和《明十三陵文物
保护规划》两规合一，目前该文保规划已经通
过了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专家审核。

遗产监测助力科学保护

在遗产监测工作方面，明十三陵管理中心
不仅开展文物本体安全结构检测监测，还加强
文化遗产日常监测。目前，已经完成长陵祾恩
殿楠木结构安全检测及地基沉降监测、神路北
五孔桥结构安全检测监测、神路南五孔桥安全
结构检测监测、康陵三孔石桥检测监测等 6项
文物本体安全结构检测监测项目。同时，完成

《明十三陵陵寝及妃坟古树名木对文物本体影
响评估报告》，为诊断文物病害、采取科学保
护措施提供了依据。

此外，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已将十三陵遗产
地范围内 120 处遗址遗存点位具体分工到每位
遗产监测员，针对巡查周期、巡查范围、巡查
记录的填报、汇报等要求进行严格规定，确保
责任到人、监测到位。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关于明十三陵的文
物档案资料不断完善。2009 年完成第三次不
可移动文物普查，制作了档案资料。2016 年
完成可移动文物普查。此外，相继实施明十
三陵总神路石像生三维扫描项目、明十三陵
特色石刻三维扫描项目、长陵祾恩殿数字化
项目等，为文物保护和展示利用提供了基础
数据。

让文物“活起来、走出去”

在明十三陵的研究和展示利用方面，明十
三陵管理中心主要从学术研究、馆藏文物活化
利用、举办明文化论坛等方面推进。其中，两
届明文化论坛的举办对推进明文化的研究、发
展、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明十三陵还
结合文化遗产日，举办了出警入跸仪仗展演、
祭祀祈福大典、大射礼、中华武备表演、明朝
服饰表演等特色活动，让广大游客沉浸感受明
文化。

在打造精品文物展览方面，明十三陵先后
举办“永乐皇帝与明长陵历史陈列”“定陵地
下宫殿出土文物精品展”“昭陵秋祭复原陈
列”等多项固定、临时展览。

为了进一步推动文物活化利用，明十三陵
管理中心将与南京博物院、故宫博物院、中国
文物交流中心等单位合作，进行馆藏文物外
借、展出活动，积极推动“让文物活起来”

“让文物走出去”。
除了线下展览，明十三陵管理中心还进行

了文物数字化，通过对馆藏文物进行高精度三
维扫描，制作了文物数字档案，并将扫描的文
物进行线上云展览。在未来，将计划做一些线
上展览平台，让游客不受时间、地理因素限
制，随时都能欣赏到明十三陵出土的珍贵文
物，感受到其背后所承载的明文化。

（作者系北京市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
（本文配图均由明十三陵管理中心提供）

明清皇家陵寝
是指建于中国明清
时期的皇家陵寝建
筑群，是大型建筑
群与自然环境有机
融 合 的 创 造 性 杰
作，是 14-20 世纪
中国历史上最后两
个封建王朝 （明、
清） 文化和建筑传
统的独特见证。

2003 年 ，在 法
国巴黎召开的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遗产委员会第27届
会议上，位于江苏
南京的明孝陵和位
于北京昌平的明十
三陵作为“明清皇
家陵寝”的扩展项
目，被列入 《世界
遗产名录》。

20 年来，明孝
陵和明十三陵的保
护理念与保护实践
水 平 不 断 创 新 提
升，更多文物保护
成果惠及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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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顶保护后的方城明楼。加顶保护后的方城明楼。

明孝陵景区内的“长生鹿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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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十三陵景区内，工作人员在修缮相关建筑的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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