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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的灵魂。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把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
位置，围绕新时代文化建设提
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
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
合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
大精神动力。

文化遗产是文化自信的
源泉之一，承载着中华民族的
基因和血脉。在快速城市化
进程中，平衡文化遗产保护与
城市发展愈发重要。

“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
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
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
遗产保护，反复叮嘱要把文化
遗产保护好传承好。

近年来，全国各地在城乡
建设中不断加强历史文化保
护传承，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
展、在发展中保护。

加强整体性系统性保护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
里，北京市民刘先生用了3天
时间，系统游览了北京中轴
线。“我是一个老北京人，从小
就生活在四九城。这条中轴
线见证了北京的历史变迁，也
承载着我成长的记忆和情感。
踏上中轴线，仿佛步入了一条
时光隧道。”他说。

也许有人对北京中轴线
不太熟悉，但沿线建筑几乎被
每一个中国人熟知——北京
中轴线北起钟鼓楼，向南经万
宁桥、景山，过故宫、端门、天
安门、正阳门，直至南端永定
门。太庙和社稷坛、天坛和先
农坛分列中轴线东西两侧，形
成了全长7.8公里的世界最长
城市轴线。

有人说，如果把北京城比
作一本书，那么中轴线就是

“书脊”。顺着中轴线，仿佛
在翻阅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
巨著。

今年7月，在印度新德里
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北京
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
序的杰作”被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北京中
轴线”所体现的中国传统都城
规划理论和“中”“和”哲学思
想，为世界城市规划史作出了
重要贡献，代表了世界城市历
史中的一种特有类型。

“‘北京中轴线’的核心价

值在于其通过建筑群和城市
空间表达了中华文明的核心
精神和审美意识的持续影
响。”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
主任、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文
本团队负责人吕舟说。

据吕舟介绍，今年4月，申
遗团队收到了专业咨询机构
对“北京中轴线”的评审意见，
一方面他们肯定了“北京中轴
线”的传统规划思想对当代城
市规划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质
疑了遗产的时间线延续到当
代的延续性理念。

针对这种情况，申遗团队
进行了大量国际对话和价值
阐释的工作。通过各种机会
向来京参加各种活动的专业
咨询机构的负责人等介绍“北
京中轴线”，让他们通过现场
的体验来感受“北京中轴线”
所呈现的文明的延续性。

“‘北京中轴线’在申遗过
程中探索建立高位统筹、央地
协同、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
形成整体性、系统性保护的强
大工作合力。”中国文化遗产
研究院研究员郑军表示，“这
启示我们，加强文化遗产的整
体性、系统性保护，是加强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的
必然要求。”

在郑军看来，对于文化景
观、活态遗产以及文化和自然
混合遗产等，保护对象应该包
括文化和自然要素、物质和非
物质文化遗产要素等；对于历
史文化名城、村镇、建筑群等，
不仅要保护文化遗产的物质
形态，也要保护传统格局、空
间肌理、历史风貌、文化生态、
景观环境等；对于同源文化区
域的文化遗产，要注重区域协
调，重点保护该区域的文化特
性，超越同质化竞争。

挖掘价值有效利用

国庆假期的一天，凌晨4
点，天还没亮，在金山岭长城
景区入口处，已经有不少人扛
着相机，等待检票上山。

金秋 10月，有不少摄影
爱好者慕名而来，不仅为在朝
阳刺破云雾时拍下万丈金光
泼洒长城的美景，而且欲打卡
远近闻名的“摄影艺术村”
——河北省滦平县巴克什营
镇花楼沟村。

花楼沟村坐落于长城脚

下，因临近长城上的一座敌楼

“花楼”而得名。这一地理位

置不仅赋予了它丰富的历史

文化背景，还为摄影家们提供

了独特的自然景观作为拍摄

对象。

花楼沟村入口处有一个

展厅，展厅内展出了众多摄影

作品，其中不少斩获国内外摄

影大奖的作品，出自当地村民

之手。古老的长城在摄影家

们的镜头里表达出了新的生

机，摄影作品的广泛传播也吸

引了更多人前来拍摄、打卡。

记者此前在花楼沟村采

访时了解到，过去村民大量外

出务工，随着摄影爱好者和自

驾游旅客增多，大伙儿相继回

村创业。目前，村里已发展民

宿百余家，年可接待国内外游

客 10万余人次，辐射带动村

民就业达700余人。

滦平县相关负责人告诉
中国城市报记者，滦平县境内
长城遗存达67.5公里，另有长
城烽火台 128 座，分布在 15
个乡镇。为切实提升长城保
护成效，滦平县政府以“合理
开发、深度挖掘，激发长城文
物价值”为导向，于2020年成
功创成金山岭长城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在全面提升金
山岭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的
基础上，依托5A级景区的管
理水平，着力解决了长城保
护资金保障、队伍建设等多层
次问题。

现如今，保护、利用长城
文化遗产，让越来越多长城脚
下的村庄吃上旅游饭、奔向致
富路，也让文化遗产以更鲜活
的方式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长城的保护与利用实践
充分证明，文化遗产不是静
止、孤立的存在。当我们用
心去保护利用，它们就能绽
放出璀璨光芒，成为带动经
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
引擎。

“对于城市而言，合理利
用历史文化遗产，可以提升城
市的文化品位和美誉度，推动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
益统一。”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河南行政学院）党组书记、常
务副校（院）长张涛表示，不少
历史文化遗产都是享誉全球
的旅游目的地，比如北京故
宫、洛阳龙门石窟、拉萨布达
拉宫历史建筑群、澳门历史街
区等，它们为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创新传承相得益彰

从一件文物、到一处古
迹，从一条古街、到一座古城
……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
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
下和未来。

郑军表示，文化遗产所蕴
含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是
人们进行文化创新创造的重
要源泉。

眼下，数字技术架起连接
过去和现在的桥梁，解锁了文

化遗产传承创新的密码。
今年5月，陕西历史博物

馆秦汉馆布展完成正式开馆。
该馆采用了大量可感知、沉浸
式的科技手段，让文物“活”起
来。例如数字展厅与公众考
古中心，利用技术呈现了秦汉
时期的衣食住行、社会风尚，
再结合考古成果展示，全方位
向观众讲述考古故事、普及考
古知识。

若戴上一副VR眼镜，走
到馆内展陈的文物前，眼镜自
动识别文物后，镜片上便跃动
起与该文物紧密相关的数字
动画，观众便能被瞬间“传送”
至文物所处的时代。

在VR眼镜租赁处，记者
了解到，这项创新体验受到了
广大参观者的热烈欢迎，每日
的租赁量超300人次。

借助数字技术，以往庄重
而略显严肃的博物馆正成为
充满活力与吸引力的奇妙之
地，尤其对青少年而言，更是
探索世界、汲取知识的热门打
卡地。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博
物总馆副馆长宋燕在今年全
国两会上提出了关于将“儿童
友好型博物馆”列入“儿童友
好城市发展规划”的建议。这
条建议很快得到文化和旅游
部等部门的回复。

“我们想从孩子的视角为
他们多做一些服务。比如展
厅的光线明暗、社会教育活动
形式等要贴合孩子们的需求，
尽量让他们觉得博物馆可看、
好玩、有趣。”据宋燕介绍，眼
下正在展出的“只此中国色•
青”展览，就引入了一些年轻
人比较感兴趣的色彩、色调和
话题。

需要指出的是，青年群体
在同文化遗产的游览接触中
收获的不仅仅是知识和乐趣，
更重要的是，他们肩负起了文
化遗产传承创新的重任。

近日，在首届 ICOMOS·
中国·文化遗产大学论坛上，
多位业内专家建议，培育更
多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后辈
人才，拓宽青年人才的国际
视野。

记者从该论坛上获悉，我
国约有 120所高校设立了与
文化遗产有关的专业，有 74
所高校设立了相关的硕博研
究生专业，涉及学科包括文物
与博物馆学、考古学、艺术学
理论、民俗学、科学技术学等。
对此，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终
身荣誉会员、清华大学教授张
杰表示，跨学科视角和方法对
于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至
关重要，并将是个长期开放的
课题。

护文化遗产根基护文化遗产根基        启活化利用新程启活化利用新程

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景山公园等区域的风貌。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