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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党云峰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

进入 21 世纪，我国开始了从“文

物 保 护 ”到“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的 历 史

性转型。2005 年，国务院印发了《关

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这是

第 一 次 以“ 文 化 遗 产 ”的 概 念 代 替

“文物”的概念出台国家层面的相关

文件，也正是在该文件的基础上，规

定从 2006 年起，每年 6 月的第二个星

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2017 年

改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在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

所所长贺云翱看来，这种转变是伴随

着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而发生的，也是

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践行与思

考下进行的。“以前我国只有文物的概

念，是一个相对内卷化、比较封闭的观

念，而文化遗产更关注与环境的关系，

与所在社区、地域的关系，与社会发展

的关系，与民生改善的关系，是一个更

加广阔的概念。”贺云翱说，对文化遗产

保护的实践探索，让我们发现文化遗产

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创造，完全可以作为

现代化进程的参与者，作为现代化的一

个发展要素，把保护与利用进行有机结

合，这是一个重大的变革。

随着保护理念的转型，大遗址、近

现代建筑、文化景观、农业遗产、工业遗

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新型的文化遗产

逐渐被纳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比

如在近现代建筑方面，2004 年，原建设

部下发了《关于加强对城市优秀近现代

建筑规划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2007

年，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市文物局公布了

71处，188栋北京市优秀近现代建筑；随

后，江苏南京、湖北武汉等地也先后公布

了当地的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在农业

遗产方面，截至 2017年，原农业部先后

公布了 4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河

北宣化传统葡萄园、内蒙古敖汉旱作农

业系统等91个传统农业系统列入其中。

各类型文化遗产的公布，展示了

中国文化遗产的极大丰富性，有力地

推动了各遗产类型的保护传承工作。

比如在工业遗产方面，2017 年、2018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两批国家

工业遗产名单，张裕酿酒公司、北京

卫星制造厂等53个项目列入其中。在

名录公布的同时，各遗产项目的保护点

得到明确，如张裕酿酒公司，包括地下

酒窖等 11个点被列入保护范围。据敖

汉旗委宣传部副部长梁国强介绍，敖

汉旱作农业系统延续千年的耕作方

式、机制，使得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与所

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实

现了可持续的绿色农业发展，而在长

期的农业耕作实践中，形成的祭星、

祈雨、撒灯等极具地方特色的旱作农

业民俗，也得到保护和传承。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多年的努力，我

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被逐渐构建起

来，各项工作正在向纵深发展，在世界

上很好地展示了中国文化遗产的地位

和影响。但是各遗产类型的保护利用

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部分文化遗

产类型在保护方面还缺少国家法律层

面的直接支持，致使破坏行为屡见报

端。更为宽广、深刻的文化遗产保护理

念，有待得到更多人的认知和认同。专

家认为，以文化遗产为代表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必将得到社会各界更多的关

注和投入，促使人们从更广阔、更深入

的角度，理解和认识文化遗产所拥有的

历史、文化、艺术等价值。

“更加广阔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的建立，促使大家更关注遗产的社会

意义、保护和发展的意义、合理利用的

意义，同时也能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建设，这对文化遗产保护

事业的健康发展将产生积极而广泛的

影响。”贺云翱说。

文物保护法确定了“保护为主，抢

救第一，合理利用，加 强 管 理 ”的 方

针。“利用是文物保护工作中极其重

要的一部分，合理的利用可以实现更

好的保护。”这似乎一直是文物保护

界 的 共 识 ，但 是 却 又 对“ 利 用 ”讳 莫

如深。直到 2013 年 ，海 峡 两 岸 及 港

澳 地 区 建 筑 遗 产 再利用研讨会在天

津召开，这是国家文物局首次将建筑

遗产“再利用”作为专题来展开公开

探讨，意味着对建筑遗产保护理念某

些方面的调整。2014 年，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强调，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

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

在 古 籍 里 的 文 字“ 活 ”起 来 ，文 化 遗

产的合理利用迎来了春天。

“文化遗产‘活’起来的提出，正中

文博行业存在问题的要害。”广东省博

物馆馆长魏峻说，以博物馆当时的利

用状况为例，在展览的推出、展览的内

容、语言的运用、与观众的互动等方面

说教的成分比较多，但对于观众到底

喜欢不喜欢观看、如何吸引观众的兴

趣却关注得少之又少。地上文物建筑

多是“养在深闺人未识”，陷入“维修—

破败—再维修”的怪圈。

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

“活”起来的要求提出之后，各地文博

机构群策群力，推陈出新，进行了多方

面的探索。魏峻介绍，广东省博物馆

一方面突出优势馆藏，开放藏品信息，

奠定了让文物“活”起来的前提和基

础，另一方面创新展览策划理念，盘活

馆藏资源，推出让观众喜爱看、看得懂

的展览，同时设计开发博物馆文化产

品，在优化参观体验的同时，增强观众

对于博物馆文化的认同感。还利用

“科技+文物”扩大文物的传播渠道，丰

富藏品的阐释方式，丰富和提升用户

体验，拉近文物与观众的距离。

一向“闭门搞学术”的考古界，如今

也敞开心胸，着力推进考古遗址“活”起

来。以入选 2017年十大考古新发现的

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为例，四川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院长高大伦介绍，

在该遗址发掘过程中，公开面向社会招

募志愿者，让志愿者全程参与其中，亲

身体验考古工作的科学性和严肃性。

遗址还多次对公众开放，让公众参观水

下考古工地和出水文物，零距离接触历

史。“日前开放的虚拟考古体验馆，让

公众通过沉浸式体验的方式了解遗址

考古发掘的全过程，将专业的考古知

识以一种更加直观、形象的方式带给

公众，让公众更好地感受到考古的魅

力，享受到考古的成果。”高大伦说。

文物建筑也更多地以名人故居、博物

馆、纪念馆、文化中心等形式对公众开

放，在保护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了文物

建筑的公共文化属性及社会价值。

经过短短几年的尝试，文化遗产

“活”起来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显示

了蕴含丰厚历史文化价值的文化遗产

的无穷魅力与潜力。文化遗产“活”起

来之路要想走得更广、更远，文博单位

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很多博

物馆的藏品资源丰富，对藏品的研究

够不够直接决定了对其活化利用充分

不充分，未来在文物资源的基础积累

方面还需要多下功夫。”魏峻说。

文物资源“活”起来还存在发展不

平衡的问题，各地的大型博物馆在“活”

起来方面做了不少尝试，而中小型博物

馆在这方面做得非常不够。“文物‘活’

起来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需要多方面

的投入，人才、技术、经费投入等因素，

限制了中小型博物馆在这方面的发

展。此外，观众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如

何打造让观众喜爱的展览，这方面的研

究与实践未来也需要加强。”魏峻说。

编者按：从 1982 年文物保护法颁
布，到如今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日
益健全；从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
遗产公约》，到世界遗产保护理念逐渐
被推广和被社会各界知晓与接受；从
相对内卷化、比较封闭的“文物保护”
观念，到更深刻、更宽广的“文化遗产
保护”理念……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
来，经过 40 年的春华秋实，40 年的砥砺
拼搏，我国文物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
文物保护工作不断上台阶。本版选取
40 年来文物保护领域的重要节点和事
件，以点见面，展现文物保护取得的丰
硕成果。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

心的转移，文物领域也拨乱反正，在法规制度、管理体制等

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而文物保护法的颁布，是中

国文物保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

以法律形式对文物保护工作进行了界定，也是改革开放后

文物工作的基本遵循。

文物保护法从 1977 年开始起草，1982 年第五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文物保护

法的出台，是纠正‘文革’的错误，适应了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我国的新形势。”国家文物局原顾问、中国文物学会名

誉会长谢辰生说。

谢辰生表示，文物保护法是在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

的基础上制定的，在起草的过程中，既总结了 1949年以来文

物工作的经验教训，也借鉴了国际经验，特别是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的一些文件，以及意大利等国家的一些正确做法。

“文物保护法的制定非常适时，如意识到在城市化、工业化

的进程中，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问题，在条款中就规定，具

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

加以保护。”谢辰生说，再如根据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文

保单位需要拆除时，必须报经原公布机关批准，在文物保护

法中把拆除审批的级别提升了，规定应该经该级人民政府

和上一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文物保护法是国家在全

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新的历史时期，对保

护国家历史文化遗产采取的重大举措，使得我国文物保护

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谢辰生说。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文物保护法制建设取得了重

大成绩。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宪法》有关文化遗

产保护基本国策为指导，以文物保护法为核心，以文物保

护法实施条例、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和《长城保护条例》

《博物馆条例》等一系列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法规和

规章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物保护法律体系。”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文化遗产法研究所所长王云霞认为，法

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不仅促进了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规

范化、科学化，同时也为高速发展的社会条件下正确处理

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提

供了基本依据。

尽管文物保护的法律体系日益健全，但是文物被破

坏、违法难究的现象仍屡见报端，文物保护工作仍然形势

严峻。“文物保护法对遇到什么情况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是

违法的、违法了如何处罚等都有明确规定。出现文物被破

坏的情况，有对法律贯彻执行不力的因素。”谢辰生说，法

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要尊重和认真执行文物保护法律法

规，对违法行为进行有效监管和惩罚。

目前，文物保护法修改正在进行中。谢辰生表示，要

坚持现行文物保护法所确定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文物保

护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法律条文必须是硬邦邦的强

制规定，要用法言法语，是结论不是讨论，可以怎么做不可

以怎么做都很明确。文物保护法的修改，只能从严，不能

从宽，这个原则必须长期坚持。”谢辰生说。

王云霞认为，对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文物保护法修改

中应该强化文物保护相关主体的责任，明确并完善关于

文物合理利用的相关规定，拓宽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

的途径。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旨在保

护对全人类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和

自然遗产。中国于1985年正式加入该公

约。“这意味着文物工作是改革开放后，

中国迈向国际、融入国际社会走在前列

的一个领域。在这之前，国内文物保护

理念的探讨相对闭塞，对原则、做法的

思辨和探索有局限性，一些不符合更

广范围共识的做法没能及时纠正。”国

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原副主席、中国文

物学会世界遗产研究会会长郭旃说。

加入公约的第二年，中国开始世界

遗产的申报工作。1987 年，长城、北京

故宫、泰山等 6个中国遗产项目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这

一年，在刚加入公约不久，中国就为世

界遗产提供了一个新的类型，具有文化

和自然双重内涵的复合遗产——泰山，

丰富了世界遗产的品类。”郭旃说。

同时，中国开始发挥在世界遗产领

域的积极作用，于 1991 年当选世界遗

产委员会委员国，并于 1992 年和 1993

年连续两届当选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

副主席。“这意味着，我国不仅要学习

申报遗产，也要掌握规则程序，然后参

与到相关的讨论、修改某些条款中，从

亦步亦趋的跟随者变成积极主动的参

与者，使得中国也进入国际合作行列，

分享中国的文化和经验，推动此项事

业发展。”郭旃说。

1987 年后，四川九寨沟、湖南武陵

源等自然遗产陆续申报成功，但由于各

地对于文化遗产申遗的认识较生疏，

文化遗产没有更多地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到 1994年，随着布达拉宫、承德避

暑山庄等 4 个文化遗产项目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掀起了世界遗产在中国的

一次申报高潮。“世界遗产的申报，给

我们打开了一扇门，世界遗产保护中

的国际共识，如对于遗产地突出普遍

价值、真实性、完整性的要求，逐渐被

社会各界知晓与接受。”郭旃说，同时，

在以自身独特的文明丰富世界遗产宝

库的同时，中国的传统理念和做法也

给国际社会提供了范例和启示，促进

了此项事业相关理念的进一步发展和

完善，助力形成新的国际共识。

目前，中国拥有世界遗产 52项，其

中文化遗产 36 项，世界遗产总数位居

世界第二。如今，通过世界文化遗产的

申报与保护，不少中国遗产地实现了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比如敦煌莫高窟在

保护利用方面堪称典范。在此过程中，

提高了民众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增强了

社会凝聚力、民众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心。同时为中国文物保护工作者融入

国际文化遗产事业，与世界各国、各地

区同行的交流、合作提供了更多机遇。

在郭旃看来，某些遗产地拿到“世界

遗产”金字招牌后，所走的保护发展之路，

存在着诸多问题。“有些遗产地热衷文化

搭台经济唱戏，进行无序旅游开发，干扰

了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不仅伤害到遗

产本身，也损害到遗产地的整体利益，影

响国家信誉和形象。”郭旃说，世界遗产保

护理念的推广不充分，比如遗产的核心

要素是真实性，这就要坚持最少干预原

则，然而在领会、贯彻这个理念方面做得

还很不够。此外，世界遗产监测制度是

非常有效的工具，但因为各种原因执行

不力，这使得一些违背世界遗产理念的

行为，存在发现不及时、纠正乏力的问题。

“世界遗产申报是全社会的事业，

要有政府的重视、专家的学术支撑、民

众的支持，每个人都不可缺，也都功不

可没。它是在人类可持续发展中升华

了的环境保护理念与实践，是人民生活

隽永的历史文脉与和谐自然环境的保

障和需求。在各界对文化遗产和生态

环境空前关注的今天，世界遗产事业和

它所体现的理念、目标和成就，在中国

绝不会逊色和落伍。”郭旃对中国文化

遗产保护的未来充满信心。

文物保护法出台

为改革开放后文物
工作提供基本遵循

博物馆里的文物、大地上的遗产、古籍里的文字

让文化遗产都“活”起来

大遗址、农业遗产、工业遗产等步入保护视野

从“文物保护”到“文化遗产保护”

世界文化遗产申报

国际保护理念引进来，中国认知实践走出去

（本版文字由本报记者李佳霖、刘修兵、连晓芳采写，图片由本报记者卢旭拍摄）

北京天坛再现大型仪仗表演北京天坛再现大型仪仗表演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形成了技术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形成了技术、、管理相结合的文保体系管理相结合的文保体系

哈尼梯田彰显了人与环境的互动哈尼梯田彰显了人与环境的互动

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吸引众多观众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吸引众多观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