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世界遗产世界遗产
责编：齐 欣 邮箱：lairuismile@126.com

2021年11月22日 星期一

链 接

文化线路的类型文化线路的类型
文化线路反映了人类不同文化间联系互动的

动态发展过程，呈现出不同民族对文化遗产贡献
的丰富多样性。可包含：

● 根据地域规模：地方性、全国性、地区
性、洲际和国际性。

● 根据文化范围：在特定的文化区域内或拓
展到不同的地理区域，其文化价值的形成和发展
都受到相互影响。

● 根据目标和功能：社会、经济、政治或文
化的类型。这些特性可以在一个多维背景中共享。

——摘自《关于文化线路的宪章》（2008年10
月4日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
会第16届大会于加拿大魁
北克通过）

延伸阅读

从文化线路视角

整合区域丰富的自然、文化资源

国内外既有的文化线路，可分为交通工程、贸易、
宗教、军事和迁徙等类型。此外，中华民族丰富延绵的
文明发展过程，还孕育出一类诗歌型文化线路——“浙
东唐诗之路”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2019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诗路文化
带发展规划的通知》 发布，提出“以诗 （诗词曲赋） 串
文”“以路 （水系古道） 串带”分别绘就浙东唐诗之路、
大运河诗路、钱塘江诗路、瓯江山水诗路“四条诗路”。
并把“打造唐诗之路黄金旅游带”列为浙江“全域旅游
推进工程”重点内容。

“浙东唐诗之路”可以理解为一条以中国唐诗为主
题、唐代诗人的水陆交通行迹为纽带、中华传统文化积
淀之下形成的特殊类型的诗歌文化线路。451位唐代诗人
相继到过浙东，留下了 1500多首诗歌，占 《全唐诗》 收
载诗人总数的五分之一。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使得浙东
唐诗之路成为山水旅居之路、诗歌创作之路、思想传播
之路和文化融合之路，在中国文化史上举足轻重。

与“丝绸之路”一样，“浙东唐诗之路”是由后人对
历史文化提炼而提出的文化概念。如何用一种最适合的
文化遗产定位和最恰当的价值阐释来描述浙东唐诗之
路，进而向世界展示其所代表的自然人文情怀和诗情画
意特征？成为沿线近年来保护与发展中的难题。

2019 年始，浙江省组织专家学者，从文化线路的视
角对浙东唐诗之路的价值和活化策略进行学科基础研
究，意图选择一条恰当的路径对沿线丰富多样的资源进
行活化保护，构建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动态
系统。

浙东唐诗之路：

中国特色的诗歌型文化线路

自公元4世纪东晋时期开始，迁居于浙东一带的诸多
士族文人，携魏晋遗风寄情于自然山水之中。到了唐
代，文人墨客仰慕六朝文士文采风流，他们陶醉于浙东

的山光水色，把细腻的笔触投向当地秀丽的山水、静谧
的山林和悠闲的田野，从自然山水中体认万物齐一、师法
自然的玄理。他们或寻仙、或修道、或归隐、或壮游，触景
生情，借景抒情，歌以咏志。浙东自然山水景观也因他们
的歌咏而充满人文价值。中国的山水文学和山水诗很多
就诞生在这里。这使得浙东唐诗之路成为中国文化史上
一条举足轻重、绝无仅有的山水文化与士人文化相融合的
诗歌之路。

浙江东部的天台、剡中等地，自晋以来就成为宗教
盛行之地。众多名士僧道隐居于此修行，佛寺道场众
多、洞天福地密集。加上与玄学、儒学的多重交流，天
台、剡中等地成为许多文人墨客的朝圣目的地。从唐人
诗文所载来看，他们大多是步魏晋人士的足迹来此访胜
探幽、寻仙访道、礼佛朝圣。孟浩然在 《宿天台桐柏
观》写道：“纷吾远游意，学彼长生道。日夕望三山，云
涛空浩浩。”可见他入天台山就是向道士学习修炼长生
术，消除仕途烦恼的。因此，浙东唐诗之路是山水情境
中佛道双修与玄儒兼融的朝圣之路。

浙东唐诗之路不仅体现了人和自然的互动，还反映
了不同区域人群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游历隐逸浙东的唐
朝诗人在安逸的社会环境下，审美情绪也表现得安逸自
得、飘逸豁达。“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
越，风尘厌洛京”（孟浩然 《自洛之越》）。“剡溪蕴秀
异，欲罢不能忘”。（杜甫《壮游》）。于是，浙东山水诗
也将情、景、意渐趋融为一体，为浙东山水注入灵性、
魅力与精神内核，共同促成了中国山水诗画在此地的诞
生和走向全面成熟。因此，唐诗不但造就了浙东唐诗之
路诗意之旅和精神之旅的独特内涵，还赋予了诗路情景
交融的线路特色和诗情画意的独特体验。

历史演变与内容

使其兼具社会与遗产属性

目前，对“文化线路”价值的认知有着多种方法。
如果强调其“社会属性”，浙东唐诗之路置身于中国山水
诗发祥地、佛教中国本土化时期的中心地、道教文化的发
源地、中国书法艺术的圣地以及士族文化的荟萃地，体现
了中华文化兼容并蓄、多元融合的精神理念。通过教育、
交流与对话，可以促进人们对于浙东地区自然与人文情景
的多样复合性以及中华文化多元互动性的系统认知。

以文化线路“遗产属性”的各项本质特性来看，“浙
东唐诗之路”的内容非常真实、丰富。历代诗人均有明
确的水陆交通行进线路，沿线有着名山大川等自然风景
以及璀璨多元的人文风景，传诵至今的诗歌阐释与佐证
了沿线存在或已消失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

浙东唐诗之路把多样的自然地理和遗产资源以“诗
歌”为纽带串接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情景交融”的
独特整体。沿线不同地段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塑造了诗歌
文化线路整体的多样性特色；同时，这一文化线路还展现
出独特的动态导引作用，历代的文人墨客“以诗为凭”不断
探寻和追索前人的行迹与文脉，产生的文化影响源远流
长。因此，“浙东唐诗之路”既为“遗产属性”类型的文化线
路增加了一个新的认知维度，又为以“社会属性”作为
纽带的文化线路创新了价值载体。遗产价值和时代价值
共同形成完整的“浙东唐诗之路”价值体系。

基于文化线路方法

选择原真、融合与重塑3类活化路径

以唐诗为主题和纽带的浙东唐诗之路遗产资源，包
含了在线形或带状区域内的文化和自然、物质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族群。因此，文化遗产研究者对唐代451位诗人
的 1500余首诗歌进行了细化研究，从山水文化、佛道文
化、名人文化、民间文化 4个维度对诗歌进行分类梳理，

明确浙东唐诗之路的资源构成。同时与当地文物部门配
合，进行数据比对、筛查和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建立
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浙东唐诗之路时空大数据库，使得
文献舆图数据、现场调研数据和地理时空数据保持一
致。这项工作为进一步制定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策略奠定
坚实的数据基础。

立足于山水、佛道、名人和民间4个文化维度凝练的
文化主题，研究者意图构建基于诗歌文化的文旅融合发
展路径。根据浙东唐诗之路沿线资源点保存状况，选择
原真型、融合型与重塑型 3 条发展路径，通过“长藤串
珠”，统筹规划依托浙东唐诗之路古代水陆交通线路的特
色游线。

浙东唐诗之路涉及多行政地域的文化旅游、自然资
源、文物、教育、宣传、交通、建设、林草、水利等职能部门。
因此，需要形成跨区域的整合协作与跨部门整体联动的
管理协作机制，才能有序指导整体文化带的规划建设和
管理运营。目前，浙江省先后出台了多个诗路相关政策
文件，形成了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应进一步成立浙东唐
诗之路文化带建设专项工作办公室作好整体牵头与多方
协调工作，制订并监督规划与计划的开展实施，落实配
套指标与资金，吸引重大项目和社会资本介入，鼓励公
众与地方团体的广泛参与，并逐步完成一系列的法律法
规，以保障规划建设与管理运营得以贯彻落实。

张光明：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奚雪松：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

本文源自其主持的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重点课题“基于文化线路视角的浙东唐诗之
路遗产活化研究”

浙东唐诗之路
如何保护与活化？

张光明 奚雪松

浙东唐诗之路

浙东唐诗之路由干线与支线两部分组
成。干线与支线总长约 500 千米。干线自钱

塘江渡江抵越州
萧山县 （今杭州
市萧山区），再从
西 陵 （ 今 西 兴

镇） 渡口进入浙东运河到达越州 （今浙江绍
兴），然后沿越中名水剡溪上溯，经剡中到达
佛教天台宗发源地和道教胜地天台山。大致
以浙东运河西段、曹娥江、剡溪构成约总长
190千米的水上交通纽带。

明州支线从上虞沿浙东运河向东经余姚
到宁波，再向东北跨东海抵达舟山群岛的路
线。台州支线自天台山向南沿始丰溪到临
海，顺椒江向南到台州和温岭等地区。

浙东唐诗之路示意图。 安星润制图浙东唐诗之路示意图。 安星润制图

观·天下

位于浙东的绍兴自古就是
诗人钟爱的自然、人文圣地，
是浙东唐诗之路的核心之城。
绍兴的鉴湖建于东汉永和五年

（公元 140 年），是我国长江以
南最古老的大型水利工程。唐
代诗人来浙东，几乎都要来到
这里并留下诗句。杜甫的诗中
就有“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
凉”。绍兴东湖 （左图） 是浙
东运河早期山阴古水道的组成
部分。元稹称其：“舟船通海
峤，田种绕城隅”；白居易留
下了“堰限舟航路，堤通车马
途”的诗句。

绍兴被称为水城（下图）。
李白诗中这样描写：“人游月边
去，舟在空中行”。 盛建平摄

唐代诗人来浙东

必游绍兴

基于价值的阐释——

打通保护与活化间的
任督二脉

齐 欣

作为新兴的文化遗产概念，“文化线路”近
年来为世界各国所重视，为带动区域发展提供了
新的途径。

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线路呈现出
多种多样的可能性。

现在，文化遗产研究者正以唐诗为主线、以
文化线路价值为基础，梳理浙东唐诗之路关键性
资源点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属性，进而将原本分立
的自然与文化资源通过一条完整叙事线索集结成
多个诗意主题，向公众系统展现诗歌之路的全新
形象。这一遵循遗产价值的辨识-提取-阐释-利
用实践，既是对中国特有文化现象的新视角解
读，又打通了保护与活化间的任督二脉。

本报电 在近日召开的 2021 年海上“丝绸之路”
保护和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联盟联席会议上，
审议通过山东省青岛市、广东省惠州市加入海上丝绸
之路保护和联合申遗城市联盟。“海丝”申遗城市联盟
成员总数已增至 28 个。同时，大会表决确定广西壮
族自治区北海市为2022年会议的举办城市。

会上还宣布成立了国内首个“海丝”申遗城市
联盟智库。该智库将对“海丝”遗产的保护、研
究、展示利用、监测管理、宣传推广和合作交流等
工作进行技术指导。 （刘欣莹）

“基于价值的阐释”是遗产传播的基础性方
法，看起来通俗易懂：促进社会对世界遗产“突出
普遍价值”（OUV）的理解与应用。但是完美实现
却不简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 OUV 为标准不断扩充
《世界遗产名录》。随之，世界遗产作为全新社会
资源,重新回入社会，受到各利益相关方关注。此
时的焦点集中于：遗产地在更新自我认知的同
时，如何广泛带动世界各地人们凝聚信心并从中
受益。比如：大运河符合OUV第“i”条标准，是“人
类天才创造力的杰作”。但基于这一价值来阐释大
运河在未来生态文明发展中的现实功能，目前的
功力还“欠火候”。让世界理解、汲取大运河历经
千年验证的人与自然相处之道还远远没有到位。
达标之路还很漫长。紧紧围绕价值前行，是取得
成果的不二路径。

同样，“文化线路”自身的意义在于更大尺度、最
大程度地显现世界各地文化的独特与交流。《关于文
化线路的宪章》中将文化线路称为“合作与理解的工
具”。这也说明了“基于价值的阐释”的关键作用

——它是讲述故事、传
递声音的共通语境，也
是达到世界间相互倾
听、认同的基础。

本报电 今年 5月，浙江省生态环境厅为浙江省
金华市磐安县授牌，支持其试点建设生物多样性友
好城市。日前，《磐安生物多样性友好城市建设试点
实施方案》通过专家评审。

磐安是浙江省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县。全县现有
陆生脊椎动物300多种、植物近1500种，其中国家二级
重点保护动物45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14种。县
域内的大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全国重要的野生
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库，现有延胡索、华重楼等珍稀野生
药用植物1192种。

浙江省金华市磐安县的“悬崖村”。
图片来源： 磐安县委宣传部

本报电 东北亚地区是地球上物种最丰富的地区
之一。日前，中国首家东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
在东北林业大学成立。该中心将联合国内外高校和
科研院所、整合校内外优质资源，聚焦东北亚生物
多样性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战略地位和科学问
题，开展基础性、应用性、保护战略等方面研究。

研究中心围绕植物、动物、微生物、昆虫和遗
传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等方面开展研究。各研究团
队将建立全面完善的监测与评估体系，提升政策制
定科学性，深入研究气候变化和经济全球竞争背景
下东北亚地区生物多样性现状、变化趋势以及维持
机制等科学问题。 （李丽云 孟姝轶）

白马窑是广东惠州“海丝”遗迹之一，是该省
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窑厂，在我国明代海外陶瓷贸
易体系中地位重要。

白马窑是广东惠州“海丝”遗迹之一，是该省
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窑厂，在我国明代海外陶瓷贸
易体系中地位重要。

本报电（记者赵晓霞） 近日，国家文物局发布
《文物行政执法公示办法 （试行）》《文物行政执法
全过程记录办法 （试行）》《重大文物行政执法决定
法制审核办法 （试行）》（简称“三项制度”），严
格规范文物行政执法行为，进一步提升文物行政执
法能力和水平。

具体而言，关于文物行政执法公示，主要按照“谁
执法谁公示”的原则，从强化事前公开、规范事中公
示、加强事后公开等3个方面，对文物行政执法机关主
动公开行政执法信息的各项内容作了明确规定。

关于文物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主要从完善文
字记录、规范音像记录、严格记录归档、发挥记录
作用等4个方面，对文物行政执法机关开展执法全过
程记录，并全面系统归档保存等作了详细规定。

关于重大文物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主要从
明确审核机构、审核范围、审核内容、审核责任等4
个方面，规定了文物行政执法机关对重大文物执法
决定进行法制审核的具体程序和要求。

11月初，2021浙江省青少年山地自行车锦标赛
在磐安开赛。近百名青少年运动员参加了这场青山
绿水间的体旅盛会。 胡肖飞摄

青岛、惠州
加入“海丝”申遗城市联盟

文物行政执法
“三项制度”发布

磐安试点建设
生物多样性友好城市

中国首家东北亚生物多样性
研究中心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