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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黄 龙 风 景 名 胜 区 于
1982 年成为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1992 年被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2000 年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
圈保护区网络，2004年列入
国家地质公园。黄龙以雪
山、彩池、森林、峡谷、滩流、
古寺、民俗“七绝”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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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世界遗产

一

4月20日，“保护地球，熊猫大使
在行动”自然教育活动在位于中国四
川省的世界遗产地黄龙风景名胜区举
行。来自松潘县七一藏文中学、松潘
县小河九年一贯制学校的 130 多名学
生参加了本次活动。

在活动现场，“熊猫大使”项目的
专家、老师以生动的形式为同学讲解
了“什么是世界遗产？”“入选世界遗
产的标准以及世界遗产保护”“地球
保护和我们社会发展的关系”等内
容。松潘县小河九年一贯制学校的
18 名学生还走进大熊猫国家公园丹
云峡片区，在专业科研人员引导下，
辨识大熊猫栖息环境，绘制学习成果
地图。

“虽然我家就住在附近，但从来没
有真正地走进这片林子。”松潘县小河
九年一贯制学校的黄群尧同学表示，

“老师讲的这些知识真的很有趣。这次
活动让我意识到，大熊猫保护原来和
我们的生活这么近。”

“以后我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
她说。

二

“每天，大熊猫除了进食，剩下的
一半时间多是在睡梦中度过的。”每位
前往野外的“熊猫大使”小队员，都
要参与绘制一幅自然教育作品。黄群
尧、郭俊宇、魏明宇、杨涵文、袁
梦、杨宇轩团队在他们的作品 《熊猫
秘密探究》中，这样记述：“平躺或者
侧躺、俯卧……是它们喜好的睡觉方
式。”“大熊猫具有不惧寒冷，不冬眠
的性格，哪怕气温到了零摄氏度以
下，它们仍然穿行于被白雪覆盖的竹
林中。”

在张旭凤、杨顺旭、袁秀玲、周
瑞、罗思琦团队的作品《保护熊猫 我
们在行动》 中，他们写下了自己的学
习收获：“大熊猫的生活环境是其生存
的基础；为了保护大熊猫，我们必须
保护它们的栖息地。这包括建立自然
保护区、限制人类活动对大熊猫栖息
地的干扰，禁止非法砍伐、狩猎等；
同时，植树造林、湿地保护等，也是
必不可少的措施。”

三

自 2021 年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与设立在中山大学的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名录遗产地可持续旅游教席共同发
起“熊猫大使”项目，旨在推动遗产
教育和社区可持续生计，鼓励青少年
参与遗产保护，助力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实现。

“ 同 学 们 都 很 喜 欢 这 种 学 习 形
式。”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张朝枝教授
认为，“在第 55 个世界地球日到来之
际，我们举办了这次活动，就是想延

续‘熊猫大使’项目的成功经验，进
一步加强世界遗产地中小学生关爱世
界遗产、保护地球家园的意识，提升
学生参与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行动的
能力。”

早在 1992 年，黄龙风景名胜区就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黄龙风景名
胜区管理局同样是此次“保护地球，
熊猫大使在行动”自然教育活动的主
办方。

“在黄龙开展自然教育活动，既是
我们遗产保护工作需要，也是我们青
少年教育工作的需要，可以促进遗产
保护与社区协调发展。”黄龙风景名胜
区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徐荣林在活
动开幕式上表示。

张朝枝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
录遗产地可持续旅游教席的主持人。
在针对相关世界自然遗产地进行分析
时，他的研究团队发现，遗产地社区
居民通过参与研学旅游，可以将自己
的一些传统知识变成为向学生和公众
进行讲解的服务“资本”。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将
成果转化，为社会发展作贡献。”在设
计“熊猫大使”项目方案时，张朝枝
就提出，以研学旅游、自然教育工作
坊的形式可以推动当地社区将传统知
识转化为新的服务“资本”。“这样，
遗产地社区居民不仅增加收入，还激

发了他们对遗产的认同和责任。”张朝
枝说。

“‘熊猫大使’项目在阿坝州已经举
办了 3年。我们希望未来继续加强与项
目团队的合作。”徐荣林如是说。

四

从 2021 年开始，“熊猫大使”项
目先后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
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风景名胜区、四
姑娘山风景名胜区等地举办了工作

坊，共吸引了来自国内外 40 多所知
名高校的 100 多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参
加。工作坊组织大学生帮助当地社
区设计自然教育与研学旅游产品，编
写自然教育解说词，研发地方传统创
意产品。此外，项目团队还为当地社
区居民开展培训，指导他们如何在生
态保护背景下将这些传统生计方式
增值。

为当地中小学生开展公益讲座，
也是“熊猫大使”们的重要工作。

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 （大熊猫国
家公园四川省管理局） 科研教育处张
黎明处长说：“四川非常重视自然教育
工作，这几年我们专门针对保护地自
然教育工作建立工作标准与规范。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四川开展的‘熊猫
大使’自然教育工作坊，强调将自然
教育与科研工作、社区管理和人才培
养相结合起来，和我们四川推进的自
然教育工作理念，不谋而合，具有异
曲同工的示范意义。”

在总结前期工作经验基础上，张
朝枝介绍，项目团队正与黄龙风景名
胜区管理局商量，将大熊猫国家公园
丹云峡片区作为“熊猫大使”自然教
育活动基地，“让‘熊猫大使’自然
教育成为一项有自身持续生长能力的
活动”。

近年来，自然教育越来越受到中
国世界自然遗产主管部门的重视。扎
如沟位于九寨沟世界自然遗产地内。
早在 2009年，九寨沟风景名胜区就推
出了“扎如沟生态教育活动”。九寨沟
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副局长杜杰作为该
活动的开创者之一，正大力推进九寨
沟 自 然 教 育 进 程 。 他 说 ：“ 在 2023
年，我们承办了‘熊猫大使’工作坊
并专门编制了自然教育规划。相信自
然教育会成为九寨沟遗产保护工作的
一个新增长点。”

黄龙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副局长仁
青周说：“我们也在编制大熊猫国家公
园丹云峡片区的自然教育规划，希望
通过发展研学旅游来带动社区发展，
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平衡。”

针对遗产地自然教育的迅速发展
需求，张朝枝表示，他们正在编写

《世界遗产地自然教育指南》，希望为
遗产地管理者提供一个开展自然教育
的操作手册。

（作者为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博士
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地可
持续旅游教席团队成员，连续3年参
与策划、组织“熊猫大使”工作坊活
动）

《威尼斯宪章》与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
詹长法

珍爱地球：
“熊猫大使”在行动

李贵清

珍爱地球珍爱地球：：
““熊猫大使熊猫大使””在行动在行动

李贵清李贵清

今年4月22日是第55个世界地球日，活动主题为“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此期间，“保护地球，熊
猫大使在行动”自然教育活动在世界遗产地黄龙风景名胜区举行。

4 月 20 日，在“保护地球，熊猫大使在行动”中，
松潘县小河九年一贯制学校的袁欣怡、杨芸、余晓菡、
陈林洁、陶屹彬团队在他们绘制的 《保护熊猫》 作品上
面写下：“保护熊猫：1.不砍伐树木。2.加强保护区域的
保护。3.维护大熊猫的食物资源。4.建立熊猫保护区。”

“熊猫大使”项目推广“创意
体验赋能遗产教育，多元生计促
进持续发展”理念；组织大学生帮
助遗产地社区改善其传统生计，
对当地中小学生开展世界遗产保
护教育，对当地社区开展可持续
生计培训。

“熊猫大使”项目通过工作
坊形式，培养未来开展遗产地自
然教育的重要推动者——“熊猫
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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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照片均由吴 辉摄

4月20日，松潘县小河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学生参加“保护地球，熊猫大使在行动”
活动，走进保护区，体验大熊猫生境。

1964年，“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
通过了 《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即 《威尼斯宪
章》，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设定了基本准则和方法。该宪
章明确了保护工作中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原则，
为之后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的制定奠定了
基础，对全球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深远影
响。在《威尼斯宪章》 原则基础上，更多的文化遗产保
护国际合作得以实现，先进的保护技术和方法得以交流
共享，文化遗产的价值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广泛的认识
和尊重。

作为一个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从业者，我曾亲历多
个国际合作项目，也见证了 《威尼斯宪章》 精神在中国
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从研判、讨论，到融合、发展的
过程，也深刻体会到中国在全球文化遗产保护中角色的
转变。

《威尼斯宪章》在1986年被译介到中国，引发了广
泛的学术讨论和实践关注，尤其是保护文化遗产真实
性和完整性的理念，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
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和思考以往的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从依赖于传统工艺、看重修复后的
完好程度，转向关注可识别性方法、历史痕迹的去留问
题等保护技术问题。

与此同时，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我国积极组织培
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专业人才。通过参与相关国际合作项
目，不仅引进了国际先进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技术，
也培养了一批视野开阔、理论扎实的文化遗产保护专业
人才。

《威尼斯宪章》的理念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领
域中被不断讨论和反思，也促进了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本土化”保护方法。例
如，戈父己鼎的修复过程，就采取了选用中国传统浇铸
技术制作素面型件，在型件上用固件安置原有残片的
方法。又例如在对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地区的保存
状况进行评估与制订整体保护规划时，通过引入地理
信息系统和文物风险地图等现代技术手段，加强了对
该遗址的保护管理。

与此同时，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力量也在国际舞台
上崭露头角。中国援助了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尼泊尔
文物建筑群震后修复等项目；积极参与了对文化遗产

“真实性”的讨论，通过《西安宣言》等文件进一步推动
了对文物古迹“完整性”保护的理解。通过分享中国的
文化遗产保护经验和案例，不仅促进了我国文化遗产保
护的多方位发展，更提升了中国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
域的影响力。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不仅仅是遵循国际规
范的简单复制，而是在实际操作中融入了中国的历史文
化特色和现代社会需求的探索，是在理念与实践、国际
标准与本土化层面的“双向奔赴”。可以说，我们不仅是

《威尼斯宪章》的学习者，也是其理念的贡献者。
伴随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文化遗产通过各种

形式进入公众生活，融入到文旅、教育、社区发展等诸
多方面，不知不觉间，成了连接过去与现在、促进文化
交流与理解的重要桥梁。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得到了肯
定和重视，有助于进一步督促我们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文
化遗产。

尽管 《威尼斯宪章》 在中国的推广和应用带来了
诸多积极影响，但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中，中国仍
面临着一系列挑战。这些新挑战包括：如何进一步利
用好公众的参与热情，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培养对文
化遗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何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
复合型人才；面对新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如何开
展具有可持续性的文化遗产保护；尤其是在数字技术
等现代技术应用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时，如何平衡创
新与保护原则的关系，再比如如何合理配置有限的资
源，尤其在面对众多保护项目时做出等级排序与最优
选择等。

总的来说，《威尼斯宪章》作为一项国际文化遗产保
护的基础性文献，不仅在全球范围产生了广泛影响，而
且也激发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全新思考和实践。
通过不断的学习、创新，中国不仅成功融入了全球文化
遗产保护体系，还在多个层面上为这一领域作出了显著
的贡献。

（作者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院长）

黄龙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科研人
员带领学生走进大熊猫国家公园丹
云峡片区，向大家介绍大熊猫栖息
地的环境特征。

据新华社电（记者刘恩黎）《妙手匠心 重现华光——三峡出土
文物保护利用展》 日前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开展，旨在展示三峡
出土文物保护新技术、新成果，向公众阐释三峡文化的重要价值及
保护利用理念。

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举办的
此展分“三峡文物大考古”“能工巧匠修文物”“有效利用活起
来”3 个板块，共展出三峡地区出土文物 895 件/套，包括战国玉
具剑、汉辟邪座羽人青铜连枝灯、东汉辟邪陶摇钱树座等珍贵
文物。

据介绍，此次展出文物数量之多、规格之高，在重庆尚属首
次。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将持续完善三峡
文物展示传播体系，用丰富多元的展陈方式讲述长江三峡“文物
故事”。

重庆推出新展

讲述长江三峡“文物故事”

2024年，是 《威尼斯宪章》 诞生 60周年。这一
宪章对全球及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皆产
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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