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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 是传统还是新时尚

2019年7月20日，在山西平遥古城旁的东、西戈山村，“北京大学文化遗
产保护联合工作坊”刚刚收尾；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崇雍大街，中国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与北京9所高校共同举办的“随行北京老城——认领你的街道工
作营”也落下了帷幕。

张剑葳老师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长期从事文化遗产保护教
学工作。今年的“北京大学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工作坊”就是由他负责筹备的。

他说，与其说“工作坊”是一种新时尚，不如说它是一项传统。因为高
校的建筑学院一直都有“工作坊”性质的设计课。这是一种成熟的建筑课程
模式，学院文物建筑专业的“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与设计”这门课程，也已经
开设了15年。可能是因为近年高校开设的文化遗产保护课程和工作坊对外招
生宣传多了起来，“工作坊”便从课堂慢慢走入了公众视野。

“‘工作坊’并不是一个新词汇，但在文化遗产保护中这是一种很具创
新性的形式。”曾经发起“大运河淮安段综合研究训练工作坊”的中国文化遗
产研究院于冰研究员说，“上世纪80年代，在我上学时，就有很多类似的暑期
实践活动”，但是现在将其运用到文化遗产价值传播研学中，则“非常新颖，
而且有效”。

与大众普遍认知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不同，“工作坊”往往由多所高
校、文化遗产科研机构、社区等共同参与，将不同背景、领域、地域、年龄
层次的人聚集起来，多方交流、互动，最后有成果汇编，能够为其它遗产地
提供示范及借鉴。

“工作坊”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北京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北京中心所
举办的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工作坊，同时也是“平遥城乡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
国际工作坊”的组成部分。平遥既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地，
于是，平遥也一直在致力于让更多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

2018年 5月，平遥县人民政府联合多家单位，成立了“平遥城乡文化遗

产保护与发展国际工作坊”，冀望搭建一个长期、固定、有示范意义的科研
平台。

有哪些事非得用“工作坊”来干？
温俊卿是山西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城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工程师，也

是平遥国际工作坊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从2008年开始，她一直从事平遥古城
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我们工作坊的初衷就是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更加
公众化。我们不能再等了。文化遗产是全社会的公共财产，需要全社会共同
去保护。我们的工作坊一开始就是奔着公众化去的。”

真正能够达到公众参与的目标，并不容易；但每次“工作坊”也都有意
想不到的收获。

北京大学今年的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工作坊，招收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
还包括几名来华留学生。当这些学员进入平遥县城旁边的东、西戈村进行调
研访谈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听不懂当地村民讲话。

恰好，工作坊学员冀晓丽是平遥本地的高中历史老师。她找到刚高考完
的弟弟冀林洲过来帮大家做“翻译”。可是只有两个“方言翻译官”明显不
够用，于是，冀林洲又联系了自己的6个同学一起加入了工作坊。张剑葳老
师觉得这是“意想不到的收获”。

“我特别兴奋的是，工作坊能带动当地的年轻人。他们觉得工作坊在做
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意义，所以他们都是自愿、无偿地积极参与进来。”

调研期间，学员和“翻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平
遥弟弟”。在这些“平遥弟弟”的帮助下，调研访谈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工作坊”成果渐显“会继续办下去”

文化遗产保护已经成为中国公众广泛关注的话题。那么，“工作坊”会
成为一种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趋势吗？又会有更多的公众参与进来吗？

“更多公众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肯定是个趋势，这也与国际发展相一
致。”于冰认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坊增多，源于多方面的内在需求。

“首先，政府在大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质量；其次，科研机

构的遗产和文物保护行业内部也有其转型目标，强调专业研究成果须结合社会
发展需要；第三，民众的文化需求也在增加。”

在山西，平遥国际工作坊已经成立一年多了。今年9月，多个工作坊还将
在“平遥文化遗产国际交流周”上露面。今年的交流周以“走向公众的乡土遗
产保护”为主题，既邀请了全球200多位遗产保护专家，也将展示与工作坊合
作的全国10支团队一年来的研究成果。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已经是第二次举办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坊。此次的工
作坊集结了来自国内外知名高校及机构单位的数十位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及专
家，还有来自北京大学、山西大学、中山大学等27所国内外高校的46名学生。

今后是否会继续举办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坊？张剑葳老师沉思了一下，然后
语气坚定地说，“会继续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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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自然遗产地后
马上立法保护湿地资源

8月 1日，盐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了 《盐城市黄海湿
地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将于9月1日起施行。

2019 年 7 月 5 日，江苏盐城“中国黄 （渤） 海候鸟栖息地 （第一
期） ”申遗成功，成为中国第14处世界自然遗产。紧随其后颁布的“条
例”开宗明义，旨在加强世界自然遗产地的保护，“维护黄海湿地生态
功能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促进黄海湿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这个“条例”保护下的湿地规模，包含但远不限于“第一期”的范
围。从规划上看，“条例”制定了多种规划方式以推动湿地保护的有效
执行。不仅要求湿地保护规划要明确区域范围、目标任务、总体布局、
保护重点，更强调规划的可操作性，即与主体功能区规划、生态环境保
护规划、生态红线规划、水资源规划等进行有效衔接。

根据生态功能、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程度，“条例”已明确为不同等
级的保护地作出了相应规划。比如，基于盐城在湿地保护中的独特位
置，这个条例涉及了国家重要湿地、省级重要湿地、市级重要湿地和一
般湿地。在“全面保护、面积不减、生态功能不受损”的前提下，“条
例”也划定了合理利用黄海湿地资源的基本框架。

从“条例”的细节中可以看出，未来盐城遗产地基于湿地资源的介
入与开发活动，大致分为3大类，即生态旅游、科普教育和维护黄海湿
地生态平衡的农业生产活动。

为当地学生做湿地科普的
都是申遗大专家

从盐城市到黄海湿地所在地县 （市、区） 人民政府，“条例”对各
级政府都提出了黄海湿地保护的工作要求。其中包括各级政府和有关部
门应当组织开展湿地保护宣传教育活动，普及湿地知识，提高全社会湿
地保护意识。

7 月 23 和 7 月 30 日，当地举行了两期湿地科普培训班，每期均有
200名盐城市中小学教师参加。培训班邀请了盐城市委党校严安副教授
和盐城湿地申遗首席专家、北京林业大学雷光春教授，以及南京林业大
学鲁长虎教授进行科普讲座。讲座的内容包含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
盐城湿地的保护现状、世界自然遗产地的使命和未来的责任。

在正式施行“条例”前，盐城就已开始了湿地科普教育工作，推进
公众参与黄海湿地保护。“我们希望让有关湿地保护的知识在广大中小
学生中进行科普，把盐城湿地科普建设成全国自然教育的名片。”盐城
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党组书记陈志会说。

“保护区在申遗成功后马上举办这样的培训，意义重大。我非常愿意
参加这次活动，也很高兴能够一起播撒湿地科普的种子。”雷光春说。

除了参加讲座，学员们还实地探访了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湿

地。分组讨论和小组代表发言时，学员们结合亲身感受提出了对今后活
动的一些意见，建议开展诸如“诗、课本、远方和湿地”“小手拉大
手、共建生态文明城”“编写有地方特色的湿地科普校本教程”“湿地科
普进校园”等活动。

培训班成员、盐城市亭湖区实验小学的陆思羽老师说：“作为老
师，我们更应该利用职业特点去科普盐城湿地和环境保护的相关知
识。”盐城市步凤小学王凤举老师发出呼吁：“世界遗产不是为我们保留
的，是为我们的后代保留的。保护湿地、建设生态文明，要从我做起，
从我们教的娃娃抓起。”

郭慧岚郭慧岚

▲ 2018 年 5 月，由山西省平
遥县人民政府参与发起的“平
遥城乡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国
际工作坊”正式启动。
▲ 2018 年 7 月，平遥国际工
作坊与太原理工大学建工学院
建筑系共同举办了“古城阅
读”2018暑期工作营。
▲ 2018年10月，东南大学建
筑学院主办了“2018 海峡两岸
中生代学者建筑史与文化遗产
研究工作坊”。
▲ 2018 年 7 月，中国文化遗

产研究院与淮阴师范学院共同
举办了“大运河淮安段研究训
练工作坊”，吸引了传播、电影
制作等多领域学者参加。
▲ 2019 年 7 月，北京大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
界遗产培训与研究北京中心与
平遥工作坊共同举办了“2019
年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工作坊北
京大学暑期课程”。
▲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发起的文化遗产工作营将于
2019年8月19日开营。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坊“火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坊“火了”

《盐城市黄海湿地保护
条 例》 中 所 称 的 黄 海 湿
地，是指盐城市海岸线以
东 常 年 或 季 节 性 积 水 地
带、水域和低潮时水深不
超过6米的海域。包括泥质
海滩、潮上草滩沼泽、潮
间盐水沼泽、入海河流河
口水域、浅海水域和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原生地等
自然湿地、人工湿地，以
及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江苏大丰
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东台条子泥湿地公园等重
点保护区域。

近年来，一些高校、研究机构及政府相关主管单位，越来越多地采用
“工作坊”的形式开展文化遗产保护活动。

为啥“工作坊”多了起来？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新时尚吗？

盐城着手重新认知
“黄海湿地”

段易成

申遗成功后 遗产地有哪些变化？

一开始就是奔着公众化去的
我们的工作坊“

”

在修村史老人的带领下，“北京大学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工
作坊”学员和“平遥弟弟”冀林洲 （左前一） 正在东戈山村
进行调研。

北京大学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工作坊开营仪式。

2019 年 4 月，在平遥古城文庙街区的一处传统民居内，
平遥国际工作坊团队做了一次传统建筑的改造示范和展览，
让居民了解如何科学保护传统建筑。

图为工作人员正在为前来参观的居民讲解。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上图：2019 年 7 月，盐城湿地科普班学员集体探访
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湿地。

下图：2019 年 4 月，盐城市举办了“饱览家乡鹤舞
花香，感受东方湿地大美”的中小学生研学旅行。

（图片来源：江苏盐城湿地珍禽保护区管理处）

2018 年，“大运河淮安段综合研究训练工作坊”在淮安举
办。图为参加训练工作坊的淮阴师范学院第三调研小组带队老
师，在与当地大运河遗产河段旁的居民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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