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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 遗 产
来 啦

人类悠久的历史上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水利资
源。如何将这种千百年来印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至今仍然发挥作用的“智慧实证”保留、呈现出
来，是一件迫切要进行的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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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9月，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第 70届国际
执行理事会全体会议，公布了第六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至此，中国拥
有内蒙古河套灌区、四川乐山东风堰、浙江丽水通济堰、福建莆田木兰
陂等19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2012年，中国水利专家向国际灌排委员会建议，按照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认定世界遗产的方式，认定一种新的遗产类型——灌溉工程遗产。
两年后，《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应运而生，每年
收录一批新“申遗”水利工程。这是又一项在世界各国范围内得以推广
的“年轻”遗产。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率先在中国得到积极推广，社会反响逐步加强。
2014年创办之初，国内只有零星媒体关注到这一文化事件。但是到2018年
中国申报第五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时，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积极报道了

“我国 4个项目被新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各“申遗”项目所在地，更用
“再添一处世界级遗产”分享这份喜悦。此前，在浙江，《湖州日报》曾用“金
名片”来形容湖州太湖溇港成功申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结合中国实际并参考世界遗产保护理念，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也冀
望能超越国家界限，保护、挖掘和推广具有历史价值的灌溉工程及其
科学经验。中国专家坚信，利用中国极其丰富的水利遗产资源，学习
借鉴古代灌溉工程的人水和谐理念和智慧，对当今社会可持续发展有
着极大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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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重要农业遗产，有着非常鲜明的“性格”。它不仅是杰出
的景观，更强调通过彰显遗产价值确保人与环境能够长久共存。

联合国粮农组织于 2002年提出了“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理念。2005年6月，中国首个全球重要农业遗产项
目被授予给“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截至 2019 年 3 月，
全世界共有 21个国家的 57个项目入选，中国以 15项位居
国际领先地位。

虽然受到了世界遗产理念的影响，在价值描述和空
间构成上，又与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景观乃至

“非遗”时常重叠，但农业文化遗产使用最多的描述字
眼，却是“系统”“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所以，

农业文化遗产首先可以理解为在农业领域出现的文化形
式；其次，农业文化遗产具有的复合性和战略性特征，
导致其逐步区别于世界遗产，形成独立的行动体系和规
模。当专家们考察一项农业文化遗产项目时，就会先观
察经济、生态和技术要素；与之伴随的，才是叠加的文
化和景观因素。这样的结果，是农业文化遗产与科技进
步、经济发展结合得非常紧密。在地方政府、农民、农
庄、农产品、扶贫甚至文旅研学产品间处处都能看到其
活跃的“身影”。

活跃的农业文化遗产
齐 欣这 是 2019 年 10

月在四川郫都召开的
“第六届全国农业文
化遗产大会”的现
场。会场外非常热
闹，各个农业遗产地
都在展示千里迢迢带
来 的 遗 产 地 产 品 。

“农业文化遗产“的
品牌效应和促进功
能，不容小觑。

2019年9月，内蒙古河套灌区成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灌区从清朝道光
年间开始大规模开发，先后形成历史上的八大干渠、十大干渠及现今的十三
大干渠。图为总干渠第四分水闸。 中国水科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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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梳理一下我们身边眼花缭乱的文化遗产符号了。
进入 21 世纪，中国世界遗产保护进入跨越、融合阶段，新“遗产”

类型不断出现，成为了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
2019 年，中国拥有的世界遗产数量已与意大利持平，并列世界第

一；2020年，中国将再次成为世界遗产大会的主办国。“世界遗产”理念
一定会由此生成巨大的社会动能。最直接引发的趋势，是各项新兴的

“遗产”，开始借助世界遗产的理念或方式，加速形成独立的运行体系。
联合国粮农组织于2002年提出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国际灌排委
从 2014年开始评选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以及在 2019年末相继公示、
公布第三、四批名录的“国家工业遗产”和“20世纪建筑遗产”……都
在国内得到迅速发展，功能与名气日益为公众所熟知。它们大多贴近

“文化遗产”类型，全球性、领域专业性特点也非常明显。许多项目又与
世界遗产名录和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有重叠现象。比如，我国云南红河哈
尼稻作梯田系统，于 2010 年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3 年，

“红河哈尼梯田”又以文化景观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相比于“世界遗产”来说，这些新秀无论是其获得过程的复杂性、

荣誉呈现的庄严性还是担负责任的艰巨性，都表现出更“轻”、更灵活的
特点：领域细分、平台多样、实用性强、程序简单、易于活化；对社会
经济发展也同样产生巨大支持作用。“轻遗产群体现象”的出现，是世界
遗产尤其是文化遗产理念的社会化过程，也是世界各地不同社会领域、
行业对自身文化内涵的自省与深化。

所以，不妨将这些行业或者专项的、并列于世界遗产评估体系、有
独立定义和标准的衍生遗产类型，都视为“轻遗产”。

但是，轻遗产仍然不能等同于世界遗产，也不能大而化之地等同于
其中的“文化遗产”。换句话说：能够名列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文化遗
产”“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复合遗产”，要比成为任何一项“农业遗
产”“灌溉工程遗产”“工业遗产”难多了。

那区分轻重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轻”与“重”并不是要划分“高”
与“低”，更不是争个资格先后。从文化遗产传播的视角看，世界遗产理
念由精英理念进入大众视野，进而成为社会发展动能，这是好事。但并
不意味着可以稀释、忽略世界遗产赋予的责任和一个国家对全人类的庄
严承诺——没错！世界遗产的初心，就是成为人类演化过程的印证载
体。落实到保护、监督和使用时，每一个具体项目，都可能意味着非常
艰巨的付出和难以用经济利益回报来衡量的巨量投入。

而轻遗产则更“轻”，更容易活化，更容易被重新规划，更容易迅速
融入当今社会发展，成为文化空间和景观风貌。这就意味着轻遗产的社
会意义和功能，并不“轻”，甚至可以带来“重”效应。所以，关注轻遗
产现象，善于辨识和使用轻遗产，这在当今文化产业和文旅融合发展势
头中，是一种基本技能，具有非常广泛的实用意义。

工业遗产、农业遗产、灌溉工程遗产、建
筑遗产、铁路遗产、校园遗产……遗产类型不
断细分，体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当今的社会
生活中，出现了“轻遗产群体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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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项目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要发起并执行的国际遗
产保护公约框架。其正式启动于1972年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
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

作为申报过程的一部分，缔约国必须首先展示遗产项目的突出普遍
价值和管理规划；同时，在申报之后，缔约国必须通过有效的长期管理
以及一系列能够让其保护行为得到验证的程序，兑现其保护遗产突出普
遍价值的承诺。

工业遗产是在工
业发展实践中留下的
宝贵财富，记录了我
国工业化进程不同阶
段的重要信息和一系
列重要历史节点，承
载了行业和城市的历
史记忆和文化积淀，
是中国特色工业发展
实践的教科书和中国
优秀工业文化的重要
载体。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第三批国家工业遗产拟认定名
单。本报就评定过程、项目特点、推荐项目等采访了工业和信息
化部相关负责人。

据该负责人介绍，国家工业遗产认定过程主要分为项目申
报、评审核查、公示公布等三个阶段。在第三批国家工业遗产认
定申报过程中，29家省级和计划单列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上
报113个，7家中央企业集团公司总部上报10个。评审核查是国家
工业遗产认定的核心阶段，评审核查的项目形成拟认定名单，并
将拟认定名单通过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向社会进行公示，无异议后
向社会发布。

第三批国家工业遗产与前二批相比，相同点是都比较重视遗
产项目的价值和行业代表性。本次评审的特点是，行业涉及面更
广，重大装备数量更多、红色工业和三线工业遗产占比更大一
些。覆盖范围方面，工业遗产认定的范围扩大到交通、森林工
业、印钞造币，以及一些传统食品行业，如香醋、蜜饯、井盐
等。重大装备方面，一重富拉尔基厂、中核504厂等在行业历史上
影响较大的项目入选本次名单。同时，更加重视一些代表性较强
的红色工业遗产，如官田兵工厂、定边盐场、石圪节煤矿和刘伯
承工厂等。此外，攀枝花钢铁厂、核工业 816 工程、湖北 5133
厂、红光沟航天六院、重庆长风化工厂、福建红旗机器厂和贵州
六枝矿区等三线工业遗产也进入了认定名单。

此次入选第三批国家工业遗产拟认定名单中，中国一重的前身
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建于1954年，开创了中国重型装备和母机的历
史。在重型装备、成套装备、核电装备方面填补了国内工业产品技术
空白400多项，被誉为“制造工厂的工厂”，现在各大重型机械厂，大
都有着一重的血脉。目前，中国一重 95%的厂房保存完好且仍在使
用，并开展工业旅游。红光沟航天六院旧址创建于1965年，是我国三
线建设时期唯一的航天液体动力研制基地。在这里研制的数十种液
体火箭发动机为“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北斗导航”“高新工程”等
为代表的国家重大工程提供了性能卓越的动力，是我国金牌火箭发
动机的重要诞生地、“航天三大精神”的重要发源地，是具有鲜明的
三线特征、时代特征的国家工业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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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6 年首批公布至今，“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项目”总计已
达 396 项，涉及纪念建筑、观演建筑、会堂建筑、教科文体建筑、
住宅与住区、办公建筑、宾馆建筑、交通建筑、商业建筑、工业建
筑等十几种门类，时间跨度百余年。这是对这些近现代建筑遗产在
建筑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技术价值等方面的认定。其中，
全国政协礼堂 （旧） 等入选“第四批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这是笔者从日前在京举行的“致敬百年建筑经典——第四批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项目公布暨新中国 70 年建筑遗产传承创新研讨会”上
获悉的。

本次会上通过的 《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传承创新发展倡言》 指
出，敬畏20世纪建筑遗产不仅是国际遗产界的动作，也是我们遗产保
护的“短板”，更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标杆。面对全国上下关注既有建
筑改造的大潮，20世纪经典建筑要“活”在城市更新中，这才是对城
市的负责精神，才是对20世纪建筑最好的保护。

对 20 世纪建筑遗产的保护利用是专家关注的热点。以入选“第
二批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项目”的京张铁路南口至八达岭段为例，
据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王玉凤介绍，今年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
会和海淀区人民政府正式立项，将以“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的保护
形式进行活化利用。“按照规划，将建成一个纵贯南北 9 公里长，集
遗址、文体、商业于一体的铁路遗址公园。这不仅是一处有着历史
厚度和城市温度的公共空间，也是中国铁路从百年历史走向未来的
展示窗口。”王玉凤说。

中国 20 世纪建筑
遗产是根据时间阶段
进 行 划 分 的 遗 产 集
合，包括了20世纪历
史进程中产生的不同
种类建筑的遗产。20
世纪建筑遗产主要分
成两段：中国近代建
筑与中国现当代建筑。

“活”在城市更新中
的建筑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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