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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扩展，
新入选 !"项

新名单涵盖了古建筑、考古遗址、文
化景观、文化线路、农业遗产、工业遗产
等类型，共有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 个项目入选 （其
中新入选的项目为 %&项），比 %''(年 )!

月公布名单的 &$项增加了 *+项。
这份新名单项目在类型上有所扩展，

名单中除了传统的古建筑、考古遗址等类
型外，历史村镇、文化景观、文化线路、
工业遗产等新类型数量大大增加。值得一
提的是，名单中首次出现了农业遗产类
型，如哈尼梯田、普洱景迈山古茶园、坎
儿井等。

新名单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突破，是
首次出现了近现代遗产。例如，香港特
别行政区回归以来首次入选世遗预备名
单的项目———志莲净苑与南莲园池。志
莲净苑与南莲园池是建于 %' 世纪末，%*

世纪才对外开放的仿唐园林。此外，黄
石矿冶工业遗产也是近现代工业遗产中
的典型案例。

同样以 %' 世纪遗产身份入选的哈尔
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让人心中
隐痛。早在 *,,( 年，日本广岛原子弹爆
炸遗迹便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令许多对历
史不甚了解的人误以为日本是二战的受害

者。七三一旧址正是一个为历史正名的标
志。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今年更新了“实
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强调审核申
报项目时重点照顾“遗产小国”和“遗产
小项”，明确自然遗产、双遗产优先原则。
根据“实施指南”，文化遗产稀少种类享
有一定优先权。因此，新名单类型的扩
展，也是回应了种类要求。

联合申报，

回应国际要求

新名单中有 *$ 个涉及多个县市的遗
产，例如“大运河”涉及 "个省市，“中
国白酒老作坊”涉及 "个市县，“江南水
乡古镇”涉及 *' 个市县，“中国明清城
墙”涉及 "个市县，“丝绸之路和海上丝
绸之路”涉及的省、自治区及市、县最
多，达 *$个。

联合申报成为常态，这并非由于遗产
本身价值发生了多大变化，而是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实施指南”对各国每年申报数
量的限制使然。原则上，一个国家每年最
多申报两项遗产，其中至少一项为自然遗
产或文化景观类遗产。同时，“实施指
南”也明确表态要优先考虑目前世遗数量
少或近几年内申报数量少的国家。显然，
中国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个遗产大
国，不可能享有优惠政策。联合申遗成为
短时间内申报更多遗产地的一种策略。

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表示，目前联
合申报世界遗产成为趋势，但要让每一个
涉及的遗产点都符合世界遗产的标准，难
度很大，可能“一损俱损”。

近年来，中国“世遗”申报项目面临
着越来越严格的审核标准。这就对申报材
料在概念、内容、行文等各个方面都提出
更高的要求。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也会敦
促相关部门提高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力度

和质量。

有上有下，

实行动态管理

旧名单中，开平碉楼及村落、福建土
楼、五台山、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
群、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元上都遗址 (项
文化遗产已申遗成功，先后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而北京云居寺塔、藏经洞及石
经，晋商大院，江西省瑞昌市铜岭铜矿遗
址，临淄齐国故都与齐王陵等 - 项以及
“苏州古典园林”、“皖南古村落”、“曲
阜孔庙、孔府、孔林”等 &个扩展项目无
缘新名单。

对于临淄齐国故都的落选，临淄区申
报世界文化遗产办公室科长王晓莲认为，
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因为国家文物局
调整了申遗的种类，类型和范围扩大了，
遗址类减少了很多。她同时表示，尽管这
一次没有入选，但仍然会继续加大齐国故
城和齐王陵的保护力度。

规则的深化、标准的提高，一些没有
达到要求的申报项目只能接受落选的结
果。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说，世界遗
产委员会对于世界遗产的申报要求越来越
严格。文化景观、文化线路、工业遗产等
新的遗产类型日益受到重视，原有的预备
名单中新型遗产数量较少。此外，相当一
部分原预备名单项目地方政府未予重视，
申遗工作没有实质性进展，不具备近期申
遗的基本条件。

各个项目具体的落选原因都相对复
杂，从中能看出，世界遗产的申报竞争不
仅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竞争。国家文物局
将对这份名录中的遗产实施动态管理，对
于因保护管理不善，致使遗产价值受到损
害的项目，国家文物局将酌情予以警示，
情形严重的，可以将其从“预备名单”中
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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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 !年，国家文物局首次更新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新名单中，联合申遗项目

成为热点，农业遗产、文化线路等新型遗产以及少数民族遗产项目受到更大重视。更为重要的是，

名单采取动态管理，因保护管理不善致使遗产价值受到严重损害的项目将从“预备名单”中除名。｝｛

预备名单

至少每 !"年修订一次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预备名

单》是申报世界遗产的先决条

件，换言之，只有进入预备名

单的项目才有资格申遗。

根据教科文组织规定，至

少每 *' 年要修订一次世界遗

产预备名单。此次重设的名单

公布后，国家文物局将把预备

名单提交教科文全委会，由其

将名单报送至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遗产中心。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碉楼

鼓浪屿

哈尼梯田

享有盛名的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等“中国十大

历史文化名楼”，之前传出计划集体“打包”申遗的消

息，引发各方关注。而后在一个论坛上却传出消息：中

国文物学会历史文化名楼保护专业委员会负责人称“还

没有达成完全统一的意见，还在协调中”。

时下，国内一些地方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仍在

紧锣密鼓地进行。如果这股“申遗热”是出于保护和延

续人类文化瑰宝的目的，自然是值得称道的。但从中也

能感觉到一些不和谐的音符，一些地方“申遗”工作醉

翁之意不在酒，往往把目光盯在经济利益上，急功近

利，哗众取宠，申报前热火朝天，申报后温度下降；申

报前抢“牌子”，申报后要“票子”；一旦申报成功，日

思夜想的是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至于什么保护遗产、

爱护遗产，都抛到了脑后。这种只“申”不“保”，借

“申”生财的做法，自然给遗产申报和保护工作蒙上一

层阴影。

世界遗产保护面临经济开发的困惑和尴尬。尤其是

超容量旅游和错位性旅游开发，对国内“世遗”构成了

极大威胁。尽管在世界遗产地开发旅游资源是展示“世

遗”的一种方式，但对于“世遗”本身来说，旅游也是

一件可怕的事情。稍不留神，旅游资源的超常开发就可

能给“世界遗产”带来灭顶之灾。近年来，围绕世界遗

产资源市场化经营问题，在政府部门、产业界和学术

界，引起不小的争论。不少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人类要

站在对人类文明、对历史负责的高度，认清世界遗产的

本质，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并由国家成立专门的世界遗

产管理机构，制定相应的法律，完善管理机制，才能正

确处理好保护和利用的矛盾，使中国的“世遗”项目得

以永续利用。

经过 !'多年的探索和研究，中国已经总结出一些

基本的经验和教训。一些遗产地和风景区的政府已经意

识到遗产的价值和保护利用的重要性，并着手采取一些

保护措施，如拆除商业性非遗产建筑物和构筑物，尽量

恢复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但从总体来看，国内“世

遗”项目仍面临着严重威胁，亟待采取措施加强保护。

尽管目前中国的遗产地没有一处列入濒危名录，但

中国的“世遗”保护现状仍不容乐观。对此，一些专家

学者提出建议：一方面，加快世界遗产保护的立法步

伐，建立国家遗产保护的管理机构，成立保护遗产专家

委员会，结束“世遗”项目保护和利用存在的政出多

门、管理混乱、保护不力、利用低下的局面；另一方

面，按照《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公约》有关保护遗

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的要求，整治世界遗产地，正确处

理遗产、旅游和地方经济之间的关系，同时，国家给予

适当的财政支持。申遗与旅游开发并不矛盾，既要从申

遗的申报程序上，保证文化保护的纯粹性；又要从旅游

产业发展的模式上，打破“门票经济”的怪圈，让文化

遗产成为旅游的一个环节而非全部。也就是说，加强文

化遗产保护，不仅要从体制机制上加以保障，更要从发

展方式上予以根治，要像维护生态环境一样，保护好文

化遗产。

名楼“申遗”：

要保护不要逐利
吴学安

日前，!'*!年“多彩贵州·贵州民族民间手工艺品走
进北京”在 .,"“时态空间”落幕。包括贵州铜鼓、紫袍玉
带石雕、苗族缠花真丝披肩、银丝绣、马尾绣等在内的一
批贵州民族民间手工艺精品引来众多游客赞叹。

这已是该活动二度走进 .,"，与去年的首届展览相
比，除参展种类由 &$项增加为 -$项外，展厅在装饰细
节方面也下了不小工夫。以“铜鼓”和“蜡染”为标识
的设计形象布满展厅每个角落。极具历史感的空间和绚
烂的民族手工艺者传统民族服饰、手工制品交相辉映。
十几件从台江施洞镇良田村苗族妇女手中来到展览现场
的破线绣作品在玻璃柜里引起参观者的驻足。此外，展
厅采用了 &(+度全景三维、超高清像素在线展示、器物
&(+度立体展示等多项数字博物馆新技术，参观者在展
厅内可以随时、随地、方便地借助电脑、手机进行体验
式参观。

图为苗族少女现场展示民间工艺品。

本报记者 郝 青摄影报道

南阳汉画像石拓片北京展出

日前，“片石千秋———中国南阳汉画像石 *%+品精
品拓片展”在国家图书馆举行。本次展览所展出的 *%+

品汉画拓片的原石均来自民间收藏，其中超过 *++品是
第一次公开亮相。展览以画像石、拓片、图文介绍等形
式，全方位呈现了河南汉画像石不朽的文化魅力。此
外，国家图书馆还将通过学术讲座及网上展览的方式，
多角度地展示南阳汉画像石的前世今生。 （石 畅）

第二届国际元青花研讨会举行

中国上海第二届国际元青花研讨会日前在上海社科
院举行。来自伊朗国家博物馆、蒙古国家博物馆、中国
国家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台湾历史博物馆、上海
社科院及中国各省区市的 *++多位专家、学者、研究员
和收藏家出席研讨会，发表学术演讲，提供学术论文和
元青花展品，座谈讨论，表达不同观点。大会取得一批
研究成果并出版元青花论文集。 （甘大孟）

“多彩贵州”扮靓798

进入丰盛古镇，人们立刻会感到一种
浓厚的“古味”扑面而来，那一条条古街
道，一栋栋古民宅，一个个古巷道，一座
座古碉楼以及古戏台、古石刻、古玩石，
让人目不暇接。

丰盛古镇坐落在重庆市巴南区境内的
东西槽山脉间，建于北宋，兴于明清。清
乾隆《巴县志》载：康熙四十六年（公元
*.+.年）丰盛场为仁里十甲。清末设置丰
盛乡，*,,&年改为丰盛镇。过去丰盛场上
有四大栈门，故从前又叫“峰门”。新中
国成立前至 %+ 世纪 .+ 年代，丰盛由于
“一脚踏三县”，是东到涪陵，南下南川，
西走木洞，北至洛碛的交通重镇，是涪陵
和南川走水路到重庆的必经之地，故当时
商贾云集，十分繁荣。

丰盛镇于 %++( 年被重庆市命名为
“重庆市历史文化名镇”，又于 %++" 年被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命名
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这个千年古镇
现在仍有许多古建筑保存完好，古韵中又
有几分特别之处。

宽敞的古街道。现镇所在地占地 +/"

平方公里，镇内古街纵横，分布有序，现
尚有半边、江西、垭口、十字、书院、寿
字、公正、长宁等 "条老街。这些古老街

道，地面全用青石板铺成宽约 &至 -米的
路面，十分平整，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
辉。街道的宽度，远比市内外其他古镇的
街道要宽上两倍，说明古镇昔日的繁荣和
建设的讲究。

木制的古民宅。镇上仍保存着众多的
木柱、木门、木楼、木板墙的青瓦古宅，
多为两层穿斗夹壁结构，因势而建，错落
有致。一些四合院内，雕梁画栋，窗花户
棂，图案精美，做工精巧，具有浓厚的川
东地区建筑特色。

别致的古巷道。凡是要进入镇上一些
建筑讲究的民宅，都要先经过一条宽约 *

米左右、长约 &' 米的狭窄巷道，然后才
豁然开朗，眼前一亮，呈现一个天井，绕
过四方形的天井，才进入堂屋。这种建筑
风格在其他古镇很难见到。

特别的古碉楼。在丰盛镇中，碉楼是
建在街中央的。现在镇中还有保存完好的
- 座碉楼，其高度均比民宅高出 * 至 ! 层
楼，以便观察外面的动静。每个碉楼的四
方均有若干个射击口，从前即便有土匪进
入街上，也可以居高临下进行防卫。

巨大的古戏台。在镇上寿字街的禹王
宫内，还有一个木质结构的古老大戏台，
台柱上雕刻精美，戏台面积宽敞，据住在

旁边的居民说，前些年有人做寿，在这个
戏台上就摆了酒席 -'多桌。

精细的古石刻。在禹王宫戏台的对面
地坝边上，有一个据说已有 &'' 多年历史
现仍保存完好的前脚蹬地、后脚朝天的石
刻“貔貅”，其纹路仍然清晰，传说能给
人带来财运。因此，许多游人到此都要用
手去摸一摸，以沾“财气”。

稀罕的古玩石。这个镇的街村 （以前
叫紫云村）出产一种外形极像土豆，大小
不一的黄色石头，内部中空，有小石子，
用手摇动就能听到石头内发出的响声，称
为“会响的石头”，俗称“丰盛响石”。据
介绍，它是在亿万年前的地质运动中形成
的，十分稀贵。

别样古韵的丰盛镇
李汉成

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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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木质结构的民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