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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性的景观

“如果沿着中国的海岸走上一次，以
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理念去看‘陆海
之间’，还有当下的社会可持续发展，您
建议在哪儿停留？”这是我们报社的编辑
向 10 余位不同领域专家提出的一个共同
问题。

自然资源和地理分布是理解海洋、
岸线和海岸带的基础。无论是交错分布
的平原海岸、基岩海岸，还是分布于我
国热带、亚热带海域的生物海岸，遍布
的湿地都是海岸线上最直观又具特色的
地理景观。

“去看滨海湿地！”南京大学地理与
海洋科学学院副教授左平列出了长长的
湿地名单——从辽宁的蛇岛老铁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到广西北仑河口。包含了
滨海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离岸海岛
尤其是诸多河口三角洲。“‘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早期的海岸带居民逐海而
居，潮间带丰富的海洋生物成为最重要
的食物来源”。左平的研究领域是海岸带
陆海相互作用下的滨海湿地生态系统过
程。“受潮汐作用影响，滨海湿地具有明
显的时空特征，于是古人把白天海水涨
落称‘潮’，夜间涨落叫‘汐’。潮汐造
就了潮上带、潮间带和潮下带，其中栖
息着品种繁多的生物。”左平认为滨海湿
地与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息息相关，尤
其在当今生态文明建设中，观察和记录
滨海湿地演变，是人类认知海洋、展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践的重要平台。
中国海岸线也可以理解为一条候鸟

迁徙路线。进入 2024 年春季，申遗中的
“ 中 国 黄 （渤） 海 候 鸟 栖 息 地 （第 二
期） ”5 处提名地，已能看到列入 《世
界遗产名录》 的曙光。鸟类迁徙成为
热 门 话 题 ， 带 动 沿 线 的 观 鸟 、 科 普 、
公益救助等文化活动日趋活跃。“在壮
观 的 东 亚 — 澳 大 利 西 亚 迁 徙 路 线 上 ，
候鸟经停地多与滨海湿地相关。”长期
追 踪 鸟 类 迁 徙 的 研 究 者 提 供 的 名 单 ，
与湿地专家有很高的重合度。“鸭绿江
口、蛇岛—老铁山、辽河口、秦皇岛、
黄河口、长岛、盐城黄海湿地、长江
口、闽江河口、珠江口等都是‘鸟类机
场’也是观鸟胜地。”韦荣华是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 《森林与人类》 杂志编辑部
主任、自然科普专家。他建议依候鸟迁
徙规律去看我国的海岸带：“每年有上
千万只候鸟飞经我国沿海，停留补充能
量；候鸟繁殖地和越冬地也往往分布在
沿线的湿地和岛屿上”。

在我国南方，海岸带还是一条红树
林带。红树林在海陆交接的潮间带上形
成奇特的“海上森林”景观。“沿着海岸
向南行进，我还建议去看红树林。”韦荣
华补充，“越往南，红树林生长越高大茂
密，其中的生物多样性也越丰富”。我国
的红树林分布从浙江南部一直延伸到广
西东兴北仑河口。“没有它们，海岸带将
会少了一些色彩和生趣”。

近年来，我国与海岸带相关的文化、
自然遗产申遗项目，多具有明显的“线
性”特征。海上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
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在文化遗产领
域的重要项目，也丰富、提升了中国海
岸带的文化价值和意境。目前，中国

“海丝保护申遗城市联盟”中的城市总数
达到 34 个。2021 年 7 月举行的第 44 届世
界遗产大会还专设“海上丝绸之路遗产
的保护与研究”主题边会。中国文化遗
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副主任
燕海鸣是边会的主要组织者。时隔 3 年，
我们再次讨论进展，他认为在价值体系
研究、考古调查发掘、遗产保护展示、
主题宣传推广等方面取得的积极进展，
都为深入理解“海丝”提供了更准确的
支撑。

“应该去看体现天人合一精神的山东
青岛崂山、实证佛教早期传播的江苏连
云港孔望山摩崖石刻；浙江温州朔门古
港遗存实证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
繁盛和存续，福建莆田湄洲妈祖庙是体
现海洋信仰的典型代表，广东江门台山
方济各—沙勿略墓园展现了近代海路上
的文化交往，当然还应该加上广州等一
座座滨海文化之城。这些只是海丝遗产
中的一小部分。”燕海鸣阐释说,“但彰
显的海洋精神、山海景观、宗教交融、
民间信仰和生活方式，已多方位地代表
了中华海洋文明的特征”。

二、认知的拓展

2024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
之际，我沿着黄淮海平原的岸线向南

“飞”。夏收即将开始，而在海岸的另一
侧，禁渔期尚未结束。我与湿地、自然
遗产、鸟类迁徙和水利史专家保持着沟
通，像迁徙中的鸟儿那样，过海河，在
津冀交界的北大港和南大港湿地“中
停”，再进入黄河三角洲奔向大河入海
口，踩下油门一直抵到海水浸没车轮的
陆地尽头。新生滩地一望无际，网格状
的盐田倒映着蓝天白云。海风依然强劲，
扑面而来时又冷又咸。但夏天就要来啦，
这给了人们迎风的勇气。此时，距离上
一次我来看海岸带已过去了近 40 个春
秋。1986 年末，我随科研工作者，登船
沿岸线采访首次“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
源综合调查”相关情况。该调查持续了 5
年，涉及 35万平方公里的区域。

“许多资料，至今还在用。”左平以
自己的领域，描述海岸带科研的发展
历程。

“比如？”
“海岸变迁、海平面上升、海洋生物

资源、海涂资源、环境污染等数据，一
直是当今研究的背景值。”

“但研究的视角和领域，都在大大扩
展。”我认为这是再次去看“陆海之间”
应关注的重点。

“是的。生物多样性、蓝碳、新型污
染物等都是新领域，科学家们尤其关注
全球性的变化比如海平面上升、海洋酸
化以及更为频繁的极端天气现象。”

独流减河入海口两侧分布着滩涂、
沼泽、养殖塘和水库，周边紧贴繁忙的
公路，联通着油田和港口。如果想在海
岸带上理解“人与生物圈”，观察自然生
态系统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演变，那就
径直来这里看看北大港湿地。向南穿过
北排水河、沧浪渠、捷地减河，就抵达
被称为“北方第一渔村”的歧口，进入
了河北。在张巨河入海口见到休渔船队
的那一刻，我知道又该慢下来，开始寻
找标号“YS-5”的南大港湿地遗产区。
2024 年 7 月，“河北沧州南大港候鸟栖息
地”扩展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这也为
河北省迎来了首个世界自然遗产。

“北大港”“南大港”，尚未成为旅游
热门目的地，但在海岸带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系统中却占据重要一环。北大港湿
地自然保护区是中国第 319 号重点鸟区，
国际湿地专家曾给出了 0.996 分的接近满
分评价；东方白鹳、青头潜鸭常选择南
大港中停。

沿渤海湾西岸会跨越一道道入海河
流。于是在平原的东缘，有一个明显又
普遍的现象：在内陆出现在我们日常生
活中的河流，许多又能在海边再次邂逅；
滨海公路 228 国道频繁掠过这些耳熟能详
的河流末梢。海河、子牙新河、独流减
河、捷地减河、漳卫新河、黄河再加上
北面的滦河和更南端的淮河入海水道，
这些自然、人工河流，既是文化地标，
又在入海之际，因具有清晰的线性特征
而多被用作行政区域分界。入海河口形
成的三角洲自然地理单元，还贡献了

“中国黄 （渤） 海候鸟栖息地”中主要的
系列遗产地。

在文化和自然遗产视角下，这一条
条大河尾闾构成的景观，意味着什么？

近年来，许多大江大河的首、尾都
成为重要的自然保护地。海岸带上排列
相叠的河流，则展现了更丰富的社会功
能。我经过的河口地带，环绕着湿地和
海涂，也处处可见良港、养殖场、休渔
的船队和光伏风力发电阵列。入海河口
上游，多建有水利设施。气候变化、用
水调控，都影响了入海河口淡水和沉积
物输送水平。漫长的自然塑造再加上人
工干预，中国的入海河口在泄洪纳潮、
保障供水、排涝灌溉、航运交通、生态
服务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是陆、海
社会发展的连接和延续。在自然遗产领
域之外，这又为水利史、水文化和水情
教育、国家水利遗产提供了新的关注
空间。

三、重塑中的岸线

进入黄河三角洲后我有意暂别自然
遗产的氛围，前往上游，选大河蜿蜒之
处，立于一座座挑流坝组成的险工上，
去看湍流旋拧的水和沙。沿岸连续排列
的险工段，更能代表真实、真正的黄河。

如果去走黄河，那源头的清澈，冲
出峡谷后直奔沧海的壮观、黄淮海平原
上的沧海桑田以及它与大运河的相“克”
相“成”，都能带来独特的感受；但最难
又最值得的体验，还是去看遍黄河的入
海口。从 1855 年至今，黄河摆来摆去，
就为三角洲留下了 11 处入海口。我去看
了 1964 年至 1976 年的黄河刁口河流路，
这里也是“中国黄 （渤） 海候鸟栖息地

（第二期） ”中的“YS-4-1”片区所在
地。我还前往 1976 年至 1996 年的清水沟
流路和 1996 年至今的清 8 汊河流路。那
里分布着“山东东营黄河口候鸟栖息地”
南部的 3 个遗产区。当我从江苏连云港
一跨过灌河进入盐城，又在响水、滨海
县停下，目的就是继续寻迹周边废弃的
黄河夺淮故道和老黄河入海口。

同样都是海口，景观并不相同。
前往“YS-4-1”要进入山东黄河三

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千二管理站。
当初遗产地的划定，依据了“有足够大
的面积保证遗产提名地内生物多样性保
护完整性”，选择了最有代表性的连续分
布区域，最大限度地覆盖了候鸟主要觅
食地、停歇地和夜宿地。“YS-4-1”一
直向北延伸到-3 米等深线的海面。即便
沿着缓冲区外侧疾驰，也会有“总也开
不到尽头”的感觉：风从四面八方吹着
你，留鸟鸣叫着追着你；掠过一座座油
井，偶尔才能遇到写着“扎根荒原，艰
苦创业”的工作站——这个休养生息中
的栖息地怎么这么大呀！从地图上看明
明已经站在了海里，但实际上周边还是
遍布芦苇、碱蓬、柽柳或罗布麻的滩地。

自然保护地尤其是自然遗产地的出
现，改变、塑造了这里的面貌和未来。

从海河到黄河三角洲的沿海地带，
油气、卤水、土地资源丰富。以前去看
海岸带，更多关注的是“开垦”，现在则
关注“修复”；目光所及，在连片的采油
机、鱼塘和虾池外，又增加了连绵的风
电、光伏阵列。巨大的“风车”已是难
以忽视的海岸带壮观景象；再加上身边
并行疾驶的绿牌电动汽车，你就会意识
到：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值得着手
记录那些新兴的未来遗产了。

“科技如何重塑海岸带和我们的生
活？”这是我与工业遗产研究人员一路都
在讨论的话题。

“海洋工业遗产记录着人类探索未知
世界、开发海洋资源的历史。”工业和信
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工业遗产研究
所的马雨墨研究员认为：“从古至今一脉
相承的海盐采炼工业、历尽沧桑的造船
业、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海洋石油采炼以
及海洋能源工业，不仅见证中国人开发
并综合利用海洋资源的历史进程，具有
历史意义，而且从原材料制备、装备制
造、能源的生产和供应等多个维度相互
关联，共同构成了中国海岸带工业遗产
的 独 特 风 貌 ， 蕴 含 着 遗 产 化 的 巨 大
潜质。”

目前已经公布、公示的国家工业遗
产中，采矿业的典型代表有汉沽盐场、
洋浦盐田，制造业中有福建船政、大连
造船厂修船南坞，能源生产则以温岭江
厦潮汐试验电站为代表，这些内容初步
描述了与中国海岸带相关的工业发展
脉络。

但是，工业遗产资源具有明显的后
发态势，需要基于文化遗产的视角，去
关注当代智慧对未来的影响与贡献——
这并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不断梳理、
辨识，也为海岸带文化科考提出了新的
挑战。

能源转型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
社会系统性变革，也正在改变我们的生
活。以前的“海风”难以捕捉，对我们
最多的影响就是带来灾害，今天它却成
为了可利用的绿色能源。长距离去看海
岸带上连绵的风车阵，常在震撼之余，
心生信心与平静。在这种氛围中，我相
信应该关注“风车”的发展历程，尤其
留意可以作为文物的见证。

……
自然遗产地、湿地公园、风车、繁

忙的交通和滨海小城中灯火通明的海鲜
烧烤夜市，构成了从海河到黄河三角洲
一线的海岸带氛围，也为中国的滨海公
路 228 国道赋予了线性、活态、多层次的
文化主题。持续变化中的地质多样、生
物多样、文化多样，正在重塑海岸带的
每一寸空间。

越往南走，这种感受就越发强烈。

（本文作者为中国考古学会文化遗产
保护专委会常务委员、中国古迹遗址保
护协会文化线路遗产专委会副秘书长）

本 版 将 继 续 推 出 本 次 采 访 的 后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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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海岸带
文态空间

齐  欣

以世界遗产方法，
标识、记录我们的海洋
文明进程——

11 月 3 日，我们将迎来第 3 个“国际生物圈保
护区日”。中国于 20 世纪 70 年代加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旨在综合自然和社会学
科的力量，共同推动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保
护，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践与智慧。

海进海退、陆蚀陆生，动态描绘着亚欧大陆东
缘壮观、多样的海岸线。包含滨海陆地、滨海湿地
和近海海域等生态系统在内的海岸带生物圈，汇集
了无数生命奇迹，客观呈现着人与海洋的相互影
响。理解海岸带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
演进与时代价值，需要建立全新的文化视角。

初夏季节我启程去远方，沿中国海岸带，自海
河尾闾繁忙的港区一直走到闽江口寂静的海蚌保护
地。我关注了候鸟栖息地和“海丝”；实地感受了
海洋开发和土地使用的新进展；以“遗产”的视
角，留意了那些正在成长中的未来杰作。我反复利
用滨海公路 228 国道，串联了连绵的湿地、海岛、

“美丽海湾”、一个个三角洲和可持续发展中的城市
圈 。 我 有 意 识 地 将 文 化 、 自 然 领 域 的 多 个 行 业

“揉”在一起，去看岸线上的古堡、盐场、阵势越
来越大的“风车”群、叠建的塘坝和潮汐电站、各
式各样的海上养殖场和加工车间；也尤其关注海洋
考古的科技水平和海洋学科的创新应用，还排列了
那些最值得去的沿海博物馆——以“文化和自然遗
产视角”，可以感受到一个生机盎然、朝气蓬勃的
世界和“向海而生”的全新文化景观。

在生态文明建设大背景下，能源转型，陆海统
筹，河海联动，提升海洋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
性、持续性，促进海洋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正在成
为我国海岸带建设的强劲驱动力。全新海洋文化观
念的具象化实践过程，特别是成果中的代表与“旗
舰”，其实都有着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甚至逐步凸
显遗产价值。“文化和自然遗产视角”，就是以遗产
理念、类型、要素，梳理过去、记录现在、定位未
来，关注自然和人文演变尤其是衍生的关联效应。

近年来，以自然遗产为代表的海岸带文化标
识，不断彰显强大的社会影响力；陆续扩容的“海
丝”城市和申遗点，也使得原本认知为“内陆”

“农耕”的许多人居、遗址、考古发现，具有了海
洋文明内涵。以往去看岸线周边，多囿于自然景观
和生态环境；而文化和自然遗产视角下的“海岸
带”范围，已深入陆地，延伸到滨海历史人居圈。
以往我们更关注单一和过往，现在则需站在未来回
视现在的步伐、建立里程碑并分享智慧——这种完
整、动态的视角，也自然而然地构建出“海岸带文
态空间”。

我国是海洋大国。文化和自然遗产视角下的海
岸带文态空间，有助于全面、深入理解海洋文明，
呈现“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的社会发展历程。文态空间的内容既有自然景观和
古迹遗址，也有展现海洋利用、海洋保护、海洋治
理的“活态遗产”“未来遗产”；文态空间的“肌
理”尤具当代意义：通过融合文化和自然遗产体
系，凝练新的社会生产资源，为构建科学适度有序
的海岸线空间布局贡献文化动能。

海岸带文态空间的有效实践，也揭示出广阔的
适用、通用价值。世界遗产事业发展至今，其视野
日益动态化，其效能更强调社会化，强调与可持续
发展的当今与未来相结合。由此衍生的“文态空
间”，是地质多样、生物多样、文化多样内容的汇
集，是特定时空内对自然资源、文化资源认知和使
用过程的价值呈现。

2024 年 7 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提出：“聚焦建设
美丽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
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世界遗
产方法，留下壮丽岸线景色的同时，更要记录我们
的海洋文明进程——终究，海岸带之美始于大自
然 ， 但 美 的 感 受 和 重 塑 的 动 力 ， 却 根 植 于 人 们
心间。

第三十三条 国家加强海洋生态保护，提升海
洋生态系统质量和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国务院和沿海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
措施，重点保护红树林、珊瑚礁、海藻场、海草
床、滨海湿地、海岛、海湾、入海河口、重要渔业
水域等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海洋生态系统，珍稀
濒危海洋生物的天然集中分布区，具有重要经济价
值的海洋生物生存区域及有重大科学文化价值的海
洋自然遗迹和自然景观。

第三十四条  国务院和沿海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根据保护海洋的需要，依
法将重要的海洋生态系统、珍稀濒危海洋生物的天
然集中分布区、海洋自然遗迹和自然景观集中分布
区等区域纳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或者自然公园
等自然保护地。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海 洋 环 境 保 护 法》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看·世界遗产

遗产小道·海岸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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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视角下世界遗产视角下，，如如
何去看海岸带何去看海岸带————

从海河从海河
到黄河三角洲到黄河三角洲

齐齐    欣欣  

中国风能、太阳能资源丰
富，风电、光伏发电成为清洁
能源的主力军。推进海上风电
规模化集群化发展，累计装机
规模达 3728 万千瓦。

截至 2023 年底，中国风电、
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分别达
4.41 亿千瓦、6.09 亿千瓦，合计
较 10年前增长了 10倍。
    中国制定了中长期发展规
划，到 2035 年，中国将基本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能源绿色
生产和消费方式广泛形成，非
化石能源加速向主体能源迈进，
新型电力系统为能源转型提供
坚强支撑，美丽中国目标基本
实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
源体系全面建成，能源利用效
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非化石
能源成为主体能源，支撑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

——2024 年 8 月,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发布 《中国的能源转
型》 白皮书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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