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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4 月 18 日是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确立的“国际古迹遗址日”。今
年恰逢 《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
的国际宪章》（以下简称 《威尼斯宪
章》） 诞生 60 周年。面对当今不断
变 化 的 国 际 形 势 和 气 候 环 境 等 挑
战，为了让人们回归文化遗产保护
的初衷，担负起为子孙后代保护人
类共同遗产的责任，国际古迹遗址
理事会 （ICOMOS） 将今年的主题
确定为“ 《威尼斯宪章》 60 周年与
时代挑战”。

纲领性文件诞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越来越
意识到保存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但
由于认识上的差异，许多古迹在城市
重建过程中面临着进一步被破坏的危
险。“古代建筑的保护与修复指导原
则 应 在 国 际 上 得 到 公 认 并 做 出 规
定”，成为当时各国文化遗产保护者
的共识。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下，
1964年5月，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
及技师国际会议在意大利威尼斯举
办，会议形成并通过了《关于古迹遗
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宪章》，即 《威
尼斯宪章》。它是对1931年《关于历
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宪章》和二战
以来国际社会对遗产保护理念及各国
遗产保护理论和实践的系统总结，明
确回答了为什么要保护、保护什么、
怎么保护等一系列问题，奠定了国际
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准
则，成为遗产保护修复领域的纲领性
文件。

《威尼斯宪章》共有六章、十六条。
其精神内涵突出反映在五个方面：

其一，强调了古迹是历史见证，
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以及为子孙后世
保护文物是人类共同的责任。《威尼
斯宪章》 在开篇这样写道：“世世代
代人民的历史古迹，饱含着过去岁月
的信息留存至今，成为人们古老的活
的见证。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类价值
的统一性，并把古代遗迹作为共同的
遗产，认识到为后代保护这些古迹的
共同责任，将它们真实地、完整地传
下去是我们的职责。”清晰回答了我
们为什么要保护文化遗产这一问题。

其二，丰富并扩展了历史古迹概
念，提出了不仅要保护建筑单体或艺
术杰作，还包括能从中体现一种独特
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
史事件的见证城市或乡村环境。这一
定义扩大了保护的视野，为文物保护
到文化保护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

其三，将文化遗产的历史环境纳
入保护范畴，强调“古迹的保护包含
着一定规模环境的保护”，认为“古
迹不能与其所见证的历史和其产生的
环境分离”。这既是对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
特性的建议》（1962 年） 理念的承
继，也强调了保护见证历史的古迹遗
址及其环境的重要意义。

其四，强调在古迹保护过程中研
究的重要性，提出“古迹的保护与修复
必须求助于对研究和保护考古遗产有
利的一切科学技术”，科学认识遗产的
历史信息，要以考古和历史研究为先
导，将遗产保护立于科学基础之上。
一切保护、修复或发掘都应有完整、准
确的科学记录并妥善保存或出版。

其五，对一系列有分歧争议的问
题给予了科学辩证的解答。比如对不
同时代为古建筑添加部分的认识，在
什么条件下进行重修，什么情况下可
以使用现代材料和技术，修复的目的

“不是追求风格的统一”，强调修复的
“可识别性”等。《威尼斯宪章》所奠
定的原则，构建起了文化遗产保护修
复的理念和方法论标准，至今仍具有
不可替代的深远影响。1965 年国际
古迹遗址理事会在波兰华沙成立，明
确将《威尼斯宪章》作为其组织的纲
领性文件。

《威尼斯宪章》 极大促进了国际
遗产保护体系的完善。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一系列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
文件，都体现了其精神。国际古迹
遗址理事会不断完善其架构并推出
的一系列导则性文件，也丰富了文
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体系和专业的广
度、深度。同时，不少地区或国家
还结合自身文化和传统，形成符合
本国国情的准则。

中国文保走向世界

中国现代意义的文物保护发轫于
20 世纪初期。1930 年中华民国政府
发布 《古物保存法》，提出了古物的
范围、保护方式和管理方法、考古发
掘、古物流通等 14 条规定条文。同

时，古物保管委员会、旧都文物整理
委员会、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陆续成
立并实施保护实践。可以说，中国现
代文物保护建立伊始，便具有国际理
念和自身传统相交融的特性。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文物保护
管理暂行条例》等文件的发布，文物
保护体系不断完善。尤其是 1982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的诞
生，综合考虑中国文物的主要类型和
特点，提出了符合时代需求的文物保
护指导性原则，标志着中国文物保护
事业迈入新的阶段。此后，中国于
1985 年加入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
遗产公约》，1993年加入国际古迹遗
址理事会并成立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
会，文物保护工作不断深入。

基于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理念接
轨的需求，中国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领
域的国际文件，对《威尼斯宪章》进
行了系统引介和阐释。在国家文物局
组织指导下，针对如何将《威尼斯宪
章》 的国际理念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开展了一系列学术研讨，并邀请了美
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和澳大利亚遗产委
员会等机构的国际遗产保护专家与国
内专家学者共同合作，研究制定了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00年）。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系统总结
了中国几十年来的文物保护实践和法
律法规，参照并吸收 《威尼斯宪章》

《巴拉宪章》 等文件精神，使得 《威
尼斯宪章》为基础的国际遗产保护理
念和方法在中国推广。

以此为依托，中国文物保护机构

开展了一系列国际合作，吸收国际优
秀的保护理念与技术。比如敦煌研究
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对莫高窟
85 窟的保护合作，陕西省与意大利
罗马修复中心等开展保护合作，以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开展的大明宫
含元殿遗址、库木吐喇石窟、龙门石
窟等保护修复合作项目。

国际理念和保护技法的引入，进
一步奠定了中国建筑遗产、土遗址和
石窟等类型遗产保护修复的理论方
法，也完善了我们对文化遗产价值的
认识。最小干预原则，真实性、完整
性等原则，文化景观、文化线路等新
的遗产类型，管理规划、遗产监测等
手段，先后被中国文物工作者所认
同，极大完善了中国文物保护管理的
体系建设。与此同时，中国文物保护
经验也伴随国际交流合作走向世界，
为国际文物保护理念体系的不断完善
提供中国智慧。

发掘时代价值与意义

今天，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文化遗产保护面临更多挑战。
重新审视《威尼斯宪章》所蕴含的精
神，发掘其时代价值，是我们应对文

化遗产保护挑战的力量源泉。
首先，应在思想上认识 《威尼

斯宪章》 的宗旨精髓，坚守为全人
类保护遗产的共同理念。文物古迹
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是人类发展进
步活的见证，它不仅属于我们这一
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保护文物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世界文化和
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
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
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
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
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赓续和
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
坚持开放交流合作，以应对遗产保护
所面临的危机挑战。坚持人类价值的
统一性，积极推动跨国界、跨时空、
跨文明的交流合作，促进各国人民相
互了解、理解，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
隔阂。积极推进文化遗产领域的交流
合作，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
人民友谊的桥梁和维护世界和平的纽
带。发掘文化遗产的普遍价值，从不
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
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应
对文化遗产所面临的挑战。

第三，要坚持遗产及其环境整体
保护理念，应对不断加剧的环境危机
和气候变化。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近
年来愈发关注气候变化的影响，举办

“文化、遗产与气候变化全球联合会
议”，呼吁全行业关注和探讨文化遗
产面临气候变化的严重威胁。这也是

《威尼斯宪章》 提出将古迹及其产生
环境整体保护这一理念的延续。《世
界遗产名录》中就有不少实例，反映
出人们适应环境、利用自然资源、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能够为今天应
对环境危机，实现文明可持续发展提
供借鉴。比如都江堰水利工程，红河
哈尼梯田的水资源管理，景迈山古茶
林的种植策略，都是人们在生产生活
中适应环境的范例，也是今天“新发
展理念”的优秀传统基石。

第四，要强化科学研究，以科技
创新助力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现代
科技迅速发展，为我们认识文物古迹
的结构和材料提供了更大空间，也为
解决文物保护面临的困难提供了新的
路径。我们应以科学辩证的思维，积
极、审慎、稳妥地利用现代技术和方
法，推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坚
持科技创新为引领，持续推进保护技
术攻关和应用，更多新的科技成果、
新的修复材料将应用于古老遗产的保
护之中，使其价值赓续传承，这也是
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
古”进取精神的体现。

重温 《威尼斯宪章》，让我们愈
发理解其历久弥新的价值，也愈发
感受其空间维度超越国界的意义。
让我们深入理解和传续 《威尼斯宪
章》 的丰富内涵，凝聚精神共识。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合作和共
同行动，以应对遗产保护面临的严
峻挑战，保护传承好全人类共同的
珍贵遗产，让文化遗产成为维护世
界和平、推动人类社会健康可持续
发展的文明之力。

（作者系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理事长）

图①：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景区游
人如织，人们来此领略千年石窟石刻
造像艺术的独特魅力，探访历史文化
遗产的美妙意境。

黄政伟摄 （人民图片）
图②：秦始皇陵兵马俑1号坑。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供图
图③：福建泉州是中国宋元两朝

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图为泉州府文庙。
泉州市文化旅游局供图

本报电 （记者黄敬惟） 日
前，由湖北省宜昌市人民政府、
国家图书馆主办的“《楚辞大典·
第一编》 首发式暨 《楚辞》 文献
整理座谈会”在国家图书馆古籍
馆召开。《楚辞大典》主要收录屈
原的作品以及历代注释、考辨与
研究等相关论著，内容极其丰
富。《楚辞大典·第一编》 全 35
册，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从“香草美人”的美政理
想、浪漫主义诗歌的传统，到影
响广泛的端午文化，再到登上火
星的“天问一号”……伟大诗人
屈原及 《楚辞》 对中华文明产生
了深远影响，在中国文化史上享
有重要地位。

两千多年来，对于 《楚辞》
的文献学研究一直是各时代的热
门之学，相关文献著作卷帙浩
繁。因此，在前人工作的基础
上，做一次全面、系统、深入的
梳理考证，对于《楚辞》和楚文化
的研究意义重大。

据介绍，《楚辞大典》计划分
三编陆续出版，收入由唐宋至民
国时期 300 余种最为重要的 《楚
辞》 及屈子文献，依照原貌影印
出版，其中不少文献是海内外的
孤本和善本文献。本次发布的

《楚辞大典·第一编》 是 《楚辞大
典》 的第一批成果，共收入约 70

种“楚辞章句”和“楚辞集注”文献，
每种文献均由专家撰写提要。

搞清楚文献源流对于正确呈
现 《楚辞》 文献历史非常重要。
在 《楚辞大典》 的编纂中，专家
学者对于入选的每种书，每个刻
本、抄本均进行考证并撰写文
章，做到每个系列都有综论、系
列中各个刻本或抄本都有专论。

与会专家学者表示，《楚辞大
典》 作为至今收入文献最丰富的

《楚辞》文献丛书，是汇集整理古
籍文献之集大成者。《楚辞大典》
的推出也将为楚辞学和楚文化研
究提供一套珍贵的学术资料。

据介绍，在做好 《楚辞大
典》 编纂出版工作的同时，该项
目还计划以全部 《楚辞》 文献为
整理目标，建设“楚辞文献资源
库”，将近千种楚辞文献进行数字
化整理，数据库内容将包括 《楚
辞大典》 的全部文献、未收入

《楚辞大典》 的不同版本 《楚辞》
文献，以及民国时期著名学者的

《楚辞》 讲义、民国时期的全部
《楚辞》专著和各期刊报纸上有关
《楚辞》的文献。

与会专家学者表示，对 《楚
辞》 文献数字化整理，可以充分
发挥数字文献的优势，在保护好
历史文献的同时，为研究者和爱
好者提供更多便利。

随着富有徐州特色的柳琴戏声
腔和古朴的汉乐响起，位于江苏省
徐州市回龙窝历史文化街区的“国潮
汉风馆”霎时热闹起来，由江苏省柳
琴剧院、徐州汉乐乐团带来的小剧
场演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看。

近年来，通过融合非遗柳琴
戏、戏曲写真、汉代礼仪等特色业
态，运营“小剧场+”文化艺术模
式，“国潮汉风馆”形成了以“品茗
观戏、非遗研学、文化交流、商务
会谈、直播带货”为特色的文化艺
术空间，打造“有戏、有茶、有
学、有玩”的场馆 IP，成为百姓家
门口的“精神粮仓”、历史文化名城
的“城市会客厅”。

“国潮汉风馆”开展了内容丰富
的周末定期演出，为市民和游客呈
现柳琴戏和汉乐的独特魅力，同时
创建场馆专属人物 IP“陈士铎”。

“陈士铎”作为柳琴戏《喝面叶》中

耳熟能详的人物走进现实，以接地
气、幽默的表演风格，与市民和游
客现场互动，打造有内容、有话题
的沉浸式体验。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和爱上两汉
文化，该馆还推出了“戏曲写真”
和“汉服写真”服务。演职人员身
穿汉服，展示汉代生活场景，营造
古朴美好氛围。游客亦可穿上汉服
参与其中，沉浸式体验两汉文化和
戏曲艺术的魅力，并通过专业摄影
师的镜头，留下美好瞬间。此外，
游客还可以在这里品茗聊天，享受
宁静的时光，也可以参与各种互动
游戏，感受汉代乐器的古老文化。

“国潮汉风馆”以其独特的文化
魅力和丰富的活动内容，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市民和游客前来参观体
验，这里不仅是传播展示两汉文化
和地方非遗的重要窗口，也是市民
游客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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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大典》首批成果发布《楚辞大典》首批成果发布

江苏徐州：到国潮汉风馆体验汉文化
王 晨

位于安徽省宣城市的郎溪县有
着历史悠久的茶文化。近日，郎溪
十字镇新和村的 1000 余亩樱花和
2000余亩油菜花竞相绽放，茶农们

抢抓农时采摘春茶，鲜花绽放，茶
山青翠，如诗如画的文旅美景引得
周边市民来此打卡。

图为游客在郎溪骑行。李晓红摄

图为“国潮汉风馆”内的演出现场。 马 朝摄

《威尼斯宪章》六十年

保护全人类共同文化遗产
宋新潮

安徽郎溪：樱花映春茶

编者按
4月18日，是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确立的国际古迹遗址
日。60 年前，历史古迹建筑
师及技师国际会议在威尼斯
召开，通过了《威尼斯宪章》，
向全世界宣告，世世代代人
民的历史古迹，饱含着过去
岁月的信息留存至今，成为
人们古老的活的见证。

文明，延续着一个国家
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承载着
灿烂文明和历史记忆的文化
遗产，是祖先留给今人的宝
贵 财 富 。 中 华 文 明 源 远 流

长，从未中断。一处处珍贵
的历史文化遗产，记录着悠
久璀璨的中华文明，更见证
着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

我们不仅要守护、保护
好这些饱含着人类文明之光
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更要
利用好、传承好它们，让藏
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
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
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
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
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
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
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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