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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申遗的历程，终点是今年 6 月 22 日，这尽人皆知；
但有几个人，能说出起点在哪里？有些细节，很值得说一说。

扣动扳机的时刻

2005年的深秋，在杭州西湖杨公堤畔，罗哲文先生将我迎
面拦下：“给你个任务。你在媒体，想想怎么推一下京杭大运河
申遗这个事儿。”

媒体能干啥？有效传播，是最大的价值。“您看这个主意如
何？”大约两周后，我在电话里半认真地说，“咱们借鉴一下营
销的方法吧，写封公开信，给沿岸的市长。您有名气，话题震
撼，再加上这个形式，肯定吸引媒体的关注。”

“那就写吧。”罗哲文说。
我至今保存着这封珍贵文稿的原件。即便过了多年，老人

们提出的理念仍然没有过时，仍然让人心生尊敬。为了增加权
威性，我作为执笔者特意加上了三个署名者的年龄：郑孝燮

（90）、罗哲文 （82）、朱炳仁 （61）。正是考虑到京杭大运河文
化遗产的多样性，才出现了对应相关领域的“运河三老”组合。

12月15日，新华社率先摘发了《关于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
保护和“申遗”工作的信》 并立刻就引起了杭州、扬州等城市
的回应。由此，全国政协推动、文物管理部门跟进、各地一呼
百应、多学科介入、社会力量参与……大运河申遗的步伐再也
没有停顿，且一气呵成直至成功。

2005 年 12 月 15 日至 2014 年 6 月 22 日，一共 3111 个日夜。
这封信，可以比作这一轮大运河申遗行动的肇始起点，是子弹
出膛“扣动扳机的时刻”。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的人生轨迹，皆
因此改变。

向前辈致敬

大运河申遗过程，是中国人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提升和方法
创新的过程。

我一直好奇，当年为啥罗老要突兀地让我去做大运河这件
事。比我名气大的人有的是。况且，从那时我和老人的关系来
看，他完全可以去寻求更大的支持。

但是，如果排列一下经过前20年的努力，中国拿到的世界
遗产清单，马上就会印象鲜明：名气大和人所共知的项目，都
差不多列入了。但那个时刻，又有无数人心存焦虑。我们正在
经历一次社会风貌的巨势变革，由此产生的文化传承认知冲突
相当激烈。许多需要拭去尘土方显灿烂的潜在文化遗产，仅靠
文物界难以独立守护了。

到了这个时候，该啃骨头了。
大运河申遗“扣动扳机”的那一封信，自然而然地成为历

史的选择。
今天面对47个项目名单，应怎么判读呢？
我们会向 1972 年签署的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致敬！究竟是怎样的智慧发展过程，将古董、文物的价值上升
为文化遗产的？我们再以尊敬的语气记住文化遗产的最核心含
义吧：人类共同拥有的智慧之真实、完整证明！

在公开信之前，北京有单霁翔，杭州有毛昭晰，都已经准
确判定大运河申遗势在必行并用多种方法进行呼吁。这些值得
尊敬的前辈是我们的铺路人。那么，为啥偏偏这封信起到了独
特作用呢？只有一种解释，要到今天才明了——社会力量的认
知力和参与程度，共同决定了大运河的命运走向，由此也产生
了集成各种社会资源的革命性视野和经验。

用信念守候

大运河经历的 3111 天，引出了另一个从未刻意讨论的细
节：中国的47个世界遗产项目，都坚持了多久，方取得成果？

大运河，是申遗过程不算漫长的一个。
是什么信念，让人们能够坚持下来？
如果你有幸主动参与过一次申遗过程，就会发现：功利主

义难以真正支撑如此漫长守候；相反，愿以自身之力，将这片
土地上的价值真实完整地传承给后代，才是支撑无数个体锲而
不舍的真正动力。

6 月 22 日的那个夜晚，我只有一句话，反复回答热情的祝
贺信息：“我只是坚持着、坚持着做了该做的事”。我所熟识的
申遗第一线的同事们，都可用平静来形容如何度过这里程碑的
一天。即便到了最后的时刻，我们都不知是否会在今年通过。
那为啥反而心静？经过这9年努力，我们心中已经非常
确定大运河的价值，给不给世遗称号都不受影响；再
说，我们想要的，大运河已经给过了。

我们得到了什么？又改变了哪些？其实这是同一
枚硬币的两面——通过改变大运河，我们改变了
自己，从而得到认同和尊敬，这种尊敬和认
同，来自父母、好友、同事，更多来自孩
子和后代。人生中，有一段时光，
坚持自己，尝试改变，这就
是尊敬的由来。

跨越时间轴的传承
中国的遗产也属于世界

只需粗略浏览，就知道中国已获的 47项世界遗产包罗
万象。

如以类别区分，那么其中包括了自然遗产 10项、文化
遗产 33项和双重遗产 4项。所谓双重遗产指的是同时列入
了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景观，例如泰山、黄山等。

“世界遗产是我们继承自过去的，与之共同生活的，将
会传给后代的遗产。我们的文化和自然遗产都是生活与灵
感不可替代的资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阐述世界遗产
的定位。这个宏大项目从1972年开始，中国于1985年11月
加入了《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行列。

在这一公约中，将这些遗产定义为“不论属于哪国人
民的这类罕见且无法替代的财产，对全世界人民都很重
要”，“因而需作为全人类世界遗产的一部分加以保护”。

1987年，来自中国的6项遗产——长城、明清皇宫、莫
高窟、秦始皇陵、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和泰山顺利地进入世
界遗产行列。此后每两三年，我国都会成功地将风景名

胜、历史遗迹等写入这一名录，并在最近十几年明显加快
了申请的步伐。

在目前已有的 47 项遗产中，北京参与了其中 7 项，成
为目前世界上拥有遗产项目最多的城市。当然，即使是一
项遗产，也经常不只与一个省 （区、市） 有关，例如最近
刚获得认证的“大运河”项目，就纵贯北京、天津、河
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8个省份。而“丝绸
之路”项目，更是横跨了中哈吉三国的7个省州。

资料显示，在 2012年更新的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
名单》 中，共列入了 45 项，在“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
后，这一名单中还有44项仍在等待申遗。而根据流程，列
入预备名单是申报世界遗产的先决条件。

如何成为世界遗产
来自平遥古城的记录

本月，经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
的世界遗产项目刚刚超过了 1000 项，而

这距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公约已经
过了 40多年的时间。可以说，进入世界
遗产非常艰难。

关于如何申请，1997 年被确定为世
界遗产的平遥古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申
请样本。本报记者在平遥古城看到，当
地将申请的过程专门做了一个展馆，记
录了整个过程。

平遥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倡议
书于 1994 年 6 月 12 日通过，此后，邀请
来自国内的官员与学者郑孝燮、阮仪

三、赵士修和任致远等一行前来论证考察，考察结论是支
持平遥申报。在整个申请过程中，国内外专家的参与功不
可没。

申报过程并不只有平遥县的参与，包括时任山西省省
委书记和省长在内的山西各界人士都以多种形式参与其中。

为了保护古城，从1997年起，平遥县四大班子率先迁
出了古城，并开始了波及数万人的、持续的人口搬迁举
措。为了达到申请的要求，平遥古城还进行了改造，拓宽
了中都路，整旧如旧地恢复了正宗明清一条街，拆除马路
市场、进行城墙绿化等多种工作在一两年之内迅速完成。

在国内的材料审核是关键的一步。1996年5月7日到6
月25日期间，在当时的建设部开会审核申报材料，并在专
家指导之下将材料进行修改，整整用了50天才将文字、图
片和录像等材料完成，这期间山西省上下各级加班加点，
在平遥和北京之间来回穿梭。

到1997年12月3日，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的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1次会议上，一致通过将平遥古
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此时，近4年已经过去了。

而相对来说，平遥古城的申请时间并不算长，以丝绸
之路跨国系列申遗为例，这一项目从 1998 年就开始“酝
酿”，直到去年才正式提交申遗报告。

遗产如何面向未来
“申遗热”背后的逻辑

“现在国内外以敦煌为名的品牌有上千个，我还没听说
过一个不赚钱的。”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敦煌市委书记
詹顺舟如是表示。

詹顺舟的总结，无意间道出了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
“好处”之一，就是获得很高的知名度，并获得相应的开发
价值。尽管许多文物或者风景本身价值都是无法替代的，
但被世界遗产委员会认证后，作为“人类献给未来的礼
物”，其受关注程度无疑大为增加。

据统计，在申遗成功后的第二个“十一”黄金周，杭
州西湖的旅游总收入达87.65亿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而
平遥古城在申遗成功后的 10年间，光门票收入就从 125万
元增长到7500万元。这样的经济价值，无疑吸引了众多地
方的参与，据住建部统计，我国排队等待申遗的项目有200
多个。

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除了项目本身要有足够的
价值之外，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于各遗产点的环境整治、基

础设施、文物保护与陈列方式等多个方面都有着很高的要
求，而这些都是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的。

据媒体报道，申遗过程中，登封“天地之中”花费 8
亿元，五台山景区整治搬迁花费 8亿元，而大运河申遗因
为太庞大，各地花费加起来达到了上百亿元。事实上，此
前“中国丹霞”的申遗过程中，张掖丹霞就因为“保护资
金的投入能力较弱”等原因退出了，而据统计，湖南、浙
江等六地联合为申遗花费达十几亿元。

在有关专家看来，这些钱“花得值”。据“中国丹霞”
申遗专家组组长、中山大学教授彭华介绍，这些钱解决了
旅游发展中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提升了景区的品质，也
考虑了以后的发展需要。

事实上，在彭华看来，与欧美国家比起来，发展中国
家“觉醒”得有些晚了。目前在世界遗产分布图

上，欧美国家密密麻麻，发展中国家则零零
星星。对于当下的“遗产热”，他认

为“这是自然和文化保护意识
的觉醒，是国家荣誉和

国 家 利 益 的 觉
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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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高校的大运河文保志愿者，以大运河历时 3111 天
的申遗之路为主题制作了一系列的文化衫。 赵树宴摄

6 月 22 日，“中国大运河”和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
网”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38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表决通过，进入
《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的世
界遗产数量增至47项。

长城蜿蜒，皇宫宏伟；三山壮
阔，五岳巍峨；古城典雅，园林幽
静；村落古朴，梯田壮美；湖泊秀
丽，大河辽阔……这47项遗产，包
括至少数百处具体的景观，是中国
的自然与文化的代表，亦已成为全
人类共同的遗产。

一个人若想走完这些遗产，需
要在国境之内来回穿梭，几乎走遍
全国，没有 1年时间很难实现。而
这些存在数千年乃至上亿年的遗
产，却花了27年才陆续进入世界遗

产的行列。对它们的保护与继
承，则将成为更长期的事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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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名称

长城

明清皇宫

莫高窟

秦始皇陵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

泰山

黄山

九寨沟风景名胜区

黄龙风景名胜区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

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

曲阜孔庙、孔林、孔府

武当山古建筑群

拉萨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

庐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峨眉山风景名胜区

丽江古城

平遥古城

苏州古典园林

颐和园

天坛

大足石刻

武夷山

青城山与都江堰

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

龙门石窟

明清皇家陵寝

云冈石窟

云南三江并流保护区

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

澳门历史城区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

殷墟

中国南方喀斯特

开平碉楼与村落

福建土楼

三清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五台山

“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

中国丹霞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

元上都遗址

澄江化石地

新疆天山

红河哈尼梯田

大运河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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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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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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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大运河申遗成功邮票及纪念封在杭州首发。
李 忠（人民图片）

6月23日，大运河申遗成功邮票及纪念封在杭州首发。
李 忠（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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