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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阐释

记者：在世界遗产层面上，“北
京中轴线”体现了什么样的价值？

吕舟：“北京中轴线”列入 《世
界遗产名录》，是基于“北京中轴
线”作为世界遗产所应具有的价值
标准的阐述。其中，尤其是关于列
入世界遗产的对象应当是“能为延
续至今或业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
统提供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的标准。

“ 北 京 中 轴 线 ” 的 核 心 价 值 在
于其通过建筑群和城市空间表达了
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和审美意识的
持 续 影 响 。 这 种 影 响 不 仅 体 现 在
13 世 纪 “ 北 京 中 轴 线 ” 始 建 时 对
于 公 元 前 1000 年 周 代 城 市 制 度 的
表 达 ， 也 体 现 在 15、 16 世 纪 “ 北
京 中 轴 线 ” 成 形 的 过 程 和 18 世 纪
的 不 断 完 善 ， 更 体 现 在 20 世 纪 50
年 代 到 70 年 代 天 安 门 广 场 建 筑 群
的 规 划 设 计 和 功 能 定 位 ， 以 及 21
世纪初开始对“北京中轴线”一系
列的保护措施。

“北京中轴线”是在已有的 1223
处世界遗产中，是“为延续至今的文
明提供了独特见证”这一标准具有典
型性的实例。在世界遗产标准中，关
于“为延续至今的文明提供了独特见
证”的表述最早出现于 1996 年，是
当年世界遗产回应如何反映不同的文
明发展状况的结果，但长期以来在世
界遗产的评审中，遗产依然被传统的
历史分期所局限，没有出现突破这种
历史分期，特别鲜有是将古代遗产与
当代城市形态融为一体的遗产项目。
从这个层面，“北京中轴线”响应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明的多样特
征，特别是当代文明与历史延续关系
的表达。

记者：这样的价值表达在“北京
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的评审过程中
是否会遇到挑战？申遗团队是如何面
对这些挑战并解决这些问题的？

吕舟：从遗产保护领域自身而
言，不同观点的碰撞始终是存在的。

这些碰撞不仅表现在今天已被人们熟
知的真实性是仅仅反映在物质的真实
性上还是反映在信息来源的真实性
上，同样也反映在我们所谈到的遗产
的时间边界上。

2024 年 4 月，我们收到了专业咨
询机构对“北京中轴线”的评审意
见，尽管他们给出了推荐列入的结
论，但我们仍然感受到参与评审的专
家在遗产的时间边界上的矛盾，一方
面他们肯定了“北京中轴线”的传统
规划思想对当代城市规划的影响，另
一方面又质疑了遗产的时间线延续到
当代的延续性理念。

针对这种情况，申遗团队进行了
大量国际对话和价值阐释的工作。通
过各种机会向来京参加各种活动的专
业咨询机构的负责人等介绍“北京中
轴线”，让他们通过现场的体验来感
受“北京中轴线”所呈现的文明的延
续性。

“北京中轴线”所展现出的整体
性和系统性，感染了这些专家等。经
过反复讨论，他们都表示充分理解了
我们对“北京中轴线”的价值表达。
在之后的世界遗产大会上也都给予极
大支持。

中国申遗团队也拜访了世界遗产
委员会成员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
使或代表，向他们介绍“北京中轴
线”在价值表达中关于文明延续性的
阐释，并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认同。
这使得我们充分感受到了申报世界遗
产的过程、世界遗产价值阐释的过程
本身就是一个国际传播的过程，是一
个向世界介绍中华文明，促进世界理
解中华文明的过程。

在讨论“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的第46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
21 个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国的代表，
有13 位作了现场发言，对“北京中轴
线”关于文明延续性的表述表达了
支持。

希腊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
提出了修正案，要求删去决议草案
中对时限问题的质疑，他强调中国

的文明是延续的，“北京中轴线”也
是一个延续的、活态的遗产；黎巴
嫩代表发言，特别强调了：天安门
广场及建筑群是沿“北京中轴线”
组织起来的宏大城市建筑群的主要
构成要素，它见证了中国传统的历
史延续性；赞比亚代表发言，明确
强调了“北京中轴线”各个时期的
遗产构成要素对整体价值的共同作
用；塞内加尔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大使认为“北京中轴线”展现了中
国独特的历史延续性；土耳其驻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在发言中表示

“北京中轴线”见证了中国社会从
封建王朝统治至现代国家的历史发
展过程，并展现出时间与空间的历
史延续性；日本代表也从专业的角
度讲述了中国都城规划理念的广泛
影响，并表示“北京中轴线”的保
护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在大会会场，深刻地感受到
通过世界遗产进行广泛深入的国际对
话 与 交 流 ， 有 助 于 促 进 世 界 了 解
中国。

 重要挑战

记者：作为申遗保护文本团队的
负责人，在您看来，如何向世界讲述

“北京中轴线”故事？
吕舟：在“北京中轴线”申遗过

程中，我们一直在强调国际对话和交
流。在编制申遗文本的过程中，如何
在世界遗产的语境中把中轴线的价值
说清楚，从语境、内涵上更充分地把
北京的历史文化这种价值呈现出来，
这也是申遗文本编制的难点。

记者：在申遗文本提交后，我们
又补充了材料，主要是哪方面的？

吕舟：通过专业咨询机构对我们提
交补充材料的要求，也是我们了解他们
对“北京中轴线”价值理解程度或这种
理解存在的空白点的过程。

我们一共补充了两次材料：一次是
介绍《考工记》及其规定、与其他城市
规划理论的不同之处；一次是解释“北
京中轴线”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
理念在都城规划与建设物质层面的集中
体现。在关于《考工记》的补充材料中
我们介绍了《考工记》整体内容、其中
关于城市制度的部分，比较了它与其他
涉及中国城市规划的古籍内容的区别，
也比较了它所描述的城市制度与古代罗
马建筑文献《建筑十书》中相关内容的
差异。

事实上，这两次补充材料也让我
们更清楚地理解了关于“北京中轴
线”及中国文化在国际遗产领域的知
识盲点。对这些内容就需要在之后的
交流对话中给予更多的关注，用更简
单清晰的表述去帮助对方理解。

记者：“北京中轴线”申遗历时
12 年，回顾整个申遗过程，主要面
临的挑战是什么？

吕舟：“北京中轴线”申遗的挑
战，主要体现在古今交融而产生的复
杂性上。当然也包括了如何处理作为

“北京中轴线”组成部分的已有世界
遗产地，如故宫、天坛、万宁桥各自
已被 《世界遗产名录》 所阐释的价值
与“北京中轴线”价值的关系上。以
及由于“北京中轴线”位于北京这样
一个国际大都市的核心区域所带来的

保护、管理的复杂性。
“北京中轴线”位于首都的中心

区，与当代的现实生活密切融合，你
是无法把它切开的。比如，前门大街
是商业活动区，地安门外大街也是商
业活动区等，它们跟老百姓的生活融
在一起，这也是复杂性的体现。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是无数
人 努 力 的 结 果 ， 凝 结 了 无 数 人 的
心血。

成功经验

记 者 ：“ 北 京 中 轴 线 ” 申 遗 成
功，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

吕舟：在“北京中轴线”申遗保
护过程中，民众广泛参与是很成功的
经验之一。刚开始时，我们也会想，
会不会增加申遗过程的复杂性？但事
实证明，民众参与形成了强大的社会
凝聚力。

北京鼓励居民参与“北京中轴
线”遗产保护和城市治理，在涉及

“北京中轴线”保护管理的决策出台
之前，北京市会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居
民的意见建议，之后由专业机构将公
众意见转化为提案或者报告，再经由
专家研讨、部门商议、征求公众意见
等程序后形成政府决策，直至最终
实施。

经过近几年的实践，“北京中轴
线”遗产区、缓冲区居民和社区已成
为参与遗产保护管理相关决策与实践
的重要力量。也正是在居民和社区的
积极建言献策下，才推动了如万宁桥
交通限行、补种树木等具体保护整治
行动的实现，促使“北京中轴线”以
及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得到全社会更好
地保护传承。

此外，还出现了很多中轴线文化
体验的旅游产品、创意产品设计、文
化体验线路，一些北京老字号也会用

“北京中轴线”的 IP 来更新他们的产
品，这些都为北京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了新的历史文化动能。

记者：除“公众参与”之外，您
也强调“数字技术参与”的重要性，
在“北京中轴线”申遗的过程中，数
字技术发挥了哪些作用？

吕舟：可以说，在“北京中轴
线”申遗之前，鲜有数字技术如此深
度参与申遗的前例。数字技术如同一
个时空穿梭机，可以把不同时期的遗
产要素生动表现出来，也可以推进遗
产保护。比如，可以通过北京中轴线
文化遗产监测与保护平台监测遗产的
变化，可以通过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
工作办公室联合腾讯等机构开展的

“数字打更人”活动，为公众提供参
与中轴线保护的平台，让人们可以随
时随地监测“北京中轴线”的情况。
这都是在申遗过程中的创新措施。

记 者 ：“ 北 京 中 轴 线 ” 申 遗 成
功，在世界遗产领域有哪些贡献？

吕舟：世界遗产是文明交流互
鉴的重要载体，对其的保护是不同
文化对话合作的过程，通过对世界
遗产的价值阐释，可以实现不同文
明的相互尊重与理解。“北京中轴
线”申遗成功对未来世界遗产的类
型、申报方法和对历史文化延续性
的表达都具有重要意义，提供了新
的经验。

    9 月 15 日一早，位于北京的中国考古博物馆迎来了首批观众。当
日，前 10位入馆观众可以获得中国考古博物馆开馆一周年纪念礼物。

“感觉很荣幸。”一名幸运观众说，“我之前就来过中国考古博物
馆，印象很好，这次是听说博物馆又开了新展，所以想再来看看，没
想到能收到馆长亲自赠送的礼物，感觉特别开心和有意义。”

新展：探究百万年人类史

这名观众所说的“新展”是中国考古博物馆日前上新的“百万年
人类史”专题展。“该展览展出的泥河湾遗址群和学堂梁子遗址，为观
众理解人类文化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提供了两把关键钥匙。”中国历史
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考古博物馆馆长刘国祥说。

泥河湾遗址群主要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主要分布于泥河
湾盆地中的阳原盆地，是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最重要的区域。
自 1965 年以来，发现距今约 176 万年至 1 万年左右的遗址 300 余处。目
前，已发掘马圈沟、马梁—后沟、许家窑—侯家窑、板井子、于家沟
等一批重要遗址，记录着东亚人类 176 万余年的过往，被誉为“东方
人类的故乡”。

“其中，马圈沟遗址发现 10 个层位的遗存，年代在距今约 176 万至
132 万年。累计出土近万件石器、动物化石，是早期人类在亚洲出现并
演化的实证。马圈沟遗址第Ⅲ文化层还揭露出一组体现人类肢解、餐
食草原猛犸象的遗存。第Ⅱ文化层揭露出草原猛犸象脚印 40 余个，多
数脚印个体结构保存较好，尚可分辨出清晰的脚趾结构。”一名观众对
展板上介绍的草原猛犸象相关遗存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学堂梁子遗址是一处集古人类、古动物、石器三位一体的世界著
名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 （原郧县） 青曲镇弥陀
寺村，目前已发现 3 具被命名为“郧县人”的完整人类头骨化石，实
证了中国百万年人类史。

据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学堂梁子遗址考古项目负责
人陆成秋介绍，学堂梁子遗址发现于 1989 年。1989 年发现第一具头骨
化石，1990 年发掘出土第二具头骨化石。1990 年至 2008 年历经 5 次发
掘，出土了丰富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等遗物。“2021 年，学堂梁子遗址
再次进行发掘，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武汉大学等单位联合组成了科学研究团队。2022 年 5
月 18日，发现了‘郧县人’3号头骨化石。”

陆成秋告诉记者，“郧县人”3 号头骨保存较为完好，是迄今欧亚
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为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保留了该阶段人类重
要而稀缺的解剖学特征。“该化石处在人类近 200 万年演化历程的中间
和关键环节，为探讨东亚古人类演化模式、东亚直立人来源、东亚直
立人与智人演化关系等重大课题提供了翔实而关键的化石和文化
证据。”

刘国祥表示，中国考古博物馆有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
的考古成果展示，通过这两个新增的展厅，可以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有
百万年的人类史，使我们中华文明溯源序列更加完整，使广大观众能
够更系统更完整地了解我们中华大地上人类发展的历史。

互动：感受田野考古魅力

自开馆以来，中国考古博物馆通过多种方式致力于考古成果的普
及传播并注重公众观展体验。数据显示，1 年来，中国考古博物馆“每
月文物上新”至今已累计更新文物文献 120 件 （组），举办了 30 余场科
普讲座，进行了 3200 余场专业讲解。

该馆还通过视频呈现、多媒体互动、场景模拟、裸眼 3D 等多角度
多侧面展示文物细节，使观众自主参与，仿佛置身于古代社会，在当
下的氛围中体验历史，产生情感共鸣。

“我对馆里的布置、沉浸式体验印象深刻。比如，独特的环境布置
让我感觉自己置身于史前时代；我也可以在大口陶尊前，通过触摸屏
幕与展示物品进行互动……这些都很有意思。”观众王月是在北京读书
的一名大二学生，已经来过 3 次中国考古博物馆，每次都有“不一样
的收获”。

在开馆 1 周年之际，中国考古博物馆 3 层演讲互动区座无虚席，观
众正在等待该馆面向公众举办的首次考古工地视频连线活动。

从河南安阳殷墟洹北商城遗址宫殿区一号基址考古工地到河南洛
阳二里头遗址骨角器加工作坊考古工地，再到山西临汾陶寺遗址手工
作坊区考古工地，博古馆的现场观众与发掘现场的考古工作者通过视
频对话，感受田野考古工作的内容与魅力。

“这是非常独特的体验，让我们对考古工地有了直观的感受。能和
这几处遗址的考古工作者对话，感觉特别幸运。”一位带着孩子的妈妈
如是表达自己的感受。

中国考古博物馆

“1 岁”了
本报记者  赵晓霞

观
众
在
参
观
﹃
百
万
年
人
类
史
﹄
专
题
展
。    

                    

本
报
记
者  

赵
晓
霞
摄

    观众与发掘现场的考古工作者通过视频对话，感受田野考古工作
的内容与魅力。                           中国历史研究院供图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背后的故事
——访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文本团队负责人吕舟

本报记者  赵晓霞

    日前，在印度新
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
科文组 织 第 46 届 世
界遗产大会上，“北
京 中 轴 线 —— 中 国
理 想 都 城 秩 序 的 杰
作”被列入《世界遗
产 名 录》。纵 贯 北 京
老 城 南 北 、全 长 7.8
公 里 的“ 北 京 中 轴
线”如何体现中国传
统 都 城 规 划 理 论 以
及“中”“和”哲学
思 想 ？ 申 遗 背 后 有
怎 样 的 故 事 …… 为
此，本报记者专访了
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
心主任、北京中轴线
申遗保护文本团队负
责人吕舟。

    孟丽静编制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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