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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17 日，世界遗产委
员会委员国在福建福州举办的第44
届会议期间发布了《福州宣言》；同
年 10 月 13 日，在云南昆明举办的
2020 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 （第
一阶段） 高级别会议发表了 《昆明
宣言》。

《福州宣言》高度评价了世界遗
产在达成全球共识、努力保护遗产
及其蕴含的文化和生物多样性方面
的意义：“通过推动相互尊重文化特
性和理解多样性文化表现形式，促
进了不同文明间交流与国际理解，
为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作出了贡
献”。生物多样性是自然遗产核心内
容之一。《昆明宣言》再次强调生物
多样性及其提供的生态系统为地球
上所有形式的生命提供着支持，号
召所有国家为巩固人类和地球的健
康与福祉、促进经济增长和可持续
发展，应“进一步开发关于生物多
样性宣传、教育和公众意识的工
具，以支持向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
物多样性行为的转变”。

“促进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是
《福州宣言》《昆明宣言》 凸显的共
同特征，意味着50年来世界遗产保
护行动进入了一次新的全球性重要
变革阶段。本报记者在这两次大会
的现场，亲身感受了积极、热烈的
氛围和来自世界各地与会者强烈的
使命感。2022 年，即将在湖北武汉
举行的 《湿地公约》 第十四届缔约
方大会 （“COP14”） 以“珍爱湿
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
还将通过《武汉宣言》。可以期待的
是，“COP14”将继续强调人类命运
与共的理念，关注在环境、经济、
促进公正、和平和建设包容性社会
等可持续发展不同领域的全球合
作，以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

中国是福州世界遗产大会和昆
明“COP15”大会的主席国，《福州
宣言》《昆明宣言》也更多地反映了
中国在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化进程
中，对世界遗产、生物多样性、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目标的认知水平以
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感和
努力方向。

生物多样性描述了自然界景
观、生态、物种、遗传基因相互支
撑的结构和状态。近年来，生物多
样性与海洋、气候变化等环境要素
结合在一起，进入了我们社会生活
中的文化视野。2019 年 9 月，中华
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与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共同发布
了 “COP15” 大 会 主 题 “ 生 态 文
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一主
题体现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
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美好愿景。

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中国推
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国策。“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观，与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提出的“人类、地球、繁荣、和
平、伙伴关系”（“5P”）价值理念高度
契合。这不仅促进了文化遗产与自然
遗产的紧密关联，而且将世界遗产资
源整体纳入为宏观生态发展机制的
组成部分。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
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等领域都出现了社会参与度
提高、领域应用日趋广泛的趋势。
农业、工业、水利等行业开始从文
化遗产视角来辨析自身发展历史和
价值载体，衍生出“中国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国家工业遗产”“国家
水利遗产”“20世纪建筑遗产”等多
种“轻遗产”。这些变化显示了世界
遗产资源正在深入、深刻地影响着
社会发展，提供了全球化遗产保护
运动中的实践范例和路径。

按照传统的思路，人们在寻找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事例时，往往
会将目光投向农业文化以寻找答
案。中国人持续千年的“天人合
一”理念，为我们处理当代面临的

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品种流失、
气候变化加剧等难题提供了一种经
过历史检验、最有底气的独特智
慧；现在，工业文化也同样基于生
态文明理念，开始强化自身承载的

中国工业精神，通过“国家工业遗
产”形式丰富中国制造文化内涵，
承担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
化影响力的社会责任。2022 年 7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了全新的

《国家工业遗产管理办法》。与2018
年印发的《国家工业遗产管理暂行
办法》相比，非常突出地增加了新
的目标：“国家工业遗产的利用，
应与城市转型发展相结合，注重生
态保护、整体保护、周边保护，与
自然人文和谐共生”。在后续实践
中，“国家工业遗产”不仅积极将
符合条件的工业遗产纳入文物和

“非遗”保护体系，将其中价值突
出的项目推荐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同时也侧重考虑结合地方资源特色
和历史传承，将工业遗产与当地生

态建设保持功能协调、风格统一。
中华民族在长期治水实践中留

下了大量弥足珍贵的水利遗产。自
2022 年 7 月开始，水利部对“国家
水利遗产”申报项目开始进行现场
复核，随后将公布第一批入选项
目。“国家水利遗产”诞生于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的快速发展阶段。其设
计思路、定义和评定标准也带有鲜
明的时代特点：在关注传统的物质
文化遗存和“非遗”之外，还注重
含括“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
念，蕴涵水灾害防治、水资源利
用、水生态保护、水景观欣赏等方
面的知识、制度和技术”。

长期以来，通过与世界其他文
明互通有无、交流借鉴，中华文明
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
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
度创造。中国拥有的世界遗产数
量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在当代，社
会发展以及不断加深的与世界各地
文明互鉴交往需求，都意味着中国
这样一个遗产大国需要承担更大的
责任并快速提升世界遗产领域阐释
和传播水平。

大运河、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
等文化遗产项目以及近年来为世人
关注的黄河、长江文化带，都具有

“文化线路”的特征；在不同程度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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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各种文化线路类型的
遗产地规模不断扩大，文化与自然
要素交汇、交织，需要在更为宏观
的社会发展视角下，理解、阐释和
传播其核心价值。以作为文化线路
的大运河文化遗产为例，在遗产规
模、时空范围、活态延续等诸多方
面，都是 《世界遗产名录》 中独特
的范例。大运河真实、完整、完美
地阐释了世界遗产的第 （i） 条标
准：“人类天才的创造力的杰作”。
如何向世人展示大运河之“大”、之

“运”的价值？从2020年开始，工信
部连续两年在第四批、第五批国家
工业遗产项目申报时，明确鼓励申

报与大运河相关的遗址、遗存。这
意味着由于新兴遗产类型的活跃，
大运河遗产价值已经出现了新的

“层叠”，人们对于大运河文化遗产
的总体范围有了更宏观的理解。比
如，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时空上限，
可以界定为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
邗沟的历史事件；作为活态的大运
河，其遗产价值判读的“下限”还
仍旧是申遗时限定的 20 世纪初期

“漕运制度终结”吗？大运河上持续
至今的人类社会活动，事实上继续
发挥着与文化遗产价值对应的功能
——我们原来以为，这是一个逝去
的文明遗迹；现在则坚信它是持续
的、有活力的、不断扩展规模的可
持续发展案例。

中国是生物多样性资源丰富的
国家，也是生物多样性智慧蕴含丰
富的国家。在可持续发展理念导引
下，对于遗产资源的理解和应用，
出现了各个领域交叉跨界、遗产空
间融合一体的现象。新型的遗产传
播理念既推动了文化遗产主动地融
入生态文明建设，也带动了自然遗
产更贴近“人”的需求，从而更具
有文化特征。近年来，自然保护区
演化为“国家公园”，“国家植物
园”提升了迁地保护在人们生活中
的关注程度。

2022 年 7 月，在浙江省青田县
举行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
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
表夏泽翰尤其提到中国的第一个全
球重要农业遗产项目“青田稻鱼共
生系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

“它体现了生态共生以及自然与人类
社会之间平衡的概念，通过鼓励基本
的生态功能来产生生态、经济和社会
效益。这个系统确保了粮食安全、高
质量的营养和创收、预防疟疾、保护
生物多样性和文化遗产、调节害虫以
及建立碳和营养循环……”

生活在大运河边、传承着“青
田稻鱼共生系统”的人们，可能比
其他世界各地的专家和公众更有机
会接触到这些独有的遗产内容和环
境，跨界、融合的趋势，导致人们
从全新的资源整合视角，去重新看
待文化和自然遗产。

链 接

要求进一步加强与文化和
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之间的协
同，采用综合性方法保护自然
遗产和文化遗产地；并呼吁缔
约国加强国际团结，通过促进
形成人与自然新型关系来保护
文化和自然遗产；

呼吁国际社会更紧密合
作，开展针对性研究和规划，
推动实现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
展之间的平衡，同时秉持全人
类共同价值，在全球多边主义
框架内应对世界遗产面临的挑
战，发现新机遇。

——第44届世界遗产大
会《福州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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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筒井位于四川省大英县。卓
简井汲卤采盐方法始于公元 11 世
纪。它是用椎架子套圆刃形钻头，以
冲击方法向地下深处开凿的盐井，
是最早出现的小口径钻井技术。

人类在开采盐卤的过程中，发
现了深埋地下的油气资源并进行开
采，也被称为世界石油能源革命的
序幕。2006 年，“大英井盐深钻汲
制技艺”成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2013 年，“卓筒井”被公
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延伸阅读

2021年，“汲卤采盐工业技术”
列入第五批国家工业遗产。245眼老
井和其他采炼遗址分布在大英县卓
筒井镇的7个村落，千年来一直和周
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其生产原料（卤
水）、燃料（天然气）均从卓筒井中采
出，用井里的天然气炼井里的盐卤，
不再引入新的能源，从工业遗产价
值进行判断，更是一种绿色生态的
工业生产方式。 蒋 铭摄

在中国云南省
昆 明 市 举 办 的

“COP15”联合国生
物多样性大会（第一
阶段），推动了生物
多样性主流化进程；
对于举办地来说，也
是一次社会各界在
可持续发展理念下
理解世界遗产的传
播实践。

在会议期间，生
物多样性和生态文
明的标识，布满了这
座城市各个区域。

北京什刹海、北海最早
发源于永定河故道，是元大
都城市规划的几何原点，构
成了北京城的核心水系。

现在，北京市西城区正
在将什刹海及北海地区申报
为“国家水利遗产”。

北海是首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从水利遗产的价
值标准再次评价，北海团城具
有设计精妙的古代排水、集水
和雨水利用系统，是保存完整
的微型海绵城市典范。

北海公园内，不仅有精美
的文物建筑，还由水和水面，
多种植物、小型陆地动物和水
禽组成了内容丰富的生物多
样性景观。 胡 峂摄

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合作举办了“面向未来的世界遗产教育”主题边会。

与会者认为，世界遗产是全球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在促进
人类和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会者提出，世界遗产教育的根
本目的，就在于帮助人们理解和认知蕴含其中的强大精神力量。
世界遗产教育不仅在培养今天的
参与者，而且在培养明天的引领
者。新理念的传播、新技术的传
授，将给世界遗产保护事业注入
变革的力量。

从《福州宣言》到《昆明宣言》

中国世界遗产事业的
成功实践

本报记者 齐 欣本报记者 齐 欣

《福州宣言》《昆明宣言》呈现的一致性、融合趋势以及呼吁国际社
会密切合作的紧迫感，促使世界各地的人们具备更前瞻和宏观的视野，
置身于社会进程中，思考作为世界遗产“利益相关者”的位置与功能。
这为我们重新梳理遗产的当代意义，以全新的遗产传播观念推动社会发
展描绘了途径。

遗产传播观念是世界各地、社会各界理解遗产价值、使用遗产资
源、保护和传承人类智慧成果的共同理念。进入2022年下半年，纪念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诞生50周年活动进入高潮阶段。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提供了全新的行动方法，强调“促进对非传统的、创新方
法的讨论，拓展遗产领域与非遗产领域的专家库，推动前沿研究，探索
跨部门协同效应”。这将推动在全球范围内，人们描述、传播世界遗产
的思维和方式发生变革。

遗产传播作为遗产信息流动的空间、过程和效果的总和，在世界遗
产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促进价值认同、合理利用资源的社会角色。遗产传

播体系不仅承担知识的宣传普及功能，还注重以遗产资源推动文明进步
和社会发展、构建新型社会关系、重新定义利益相关者的位置并提升国
家形象和文化力。在“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全球愿景下，我们应积
极应对世界遗产的发展变化，更新、树立新型的遗产传播观念。

一，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构建传播的空间、阐释遗产价值。如果说
原先我们将保护自然景观和前人留下的古迹遗址单纯地归结为一种“文
化认知”，那么现在则需要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空间中理

解和传播保护方法和智慧。传播者须置身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氛
围内，鸟瞰遗产信息的流动与效果——这一理念不仅适用于中文传播环
境，也同样可广泛用于世界各地的遗产保护利用实践。

二，在人类命运与共的责任感下，建立传播语境。展现多样的文明
和文化，强调相互理解与尊重，是世界遗产事业的长久使命。为适应多
层、多元、多向的传播趋势，遗产传播实践者的知识结构须跳出各自分
散的行业局限，建立跨界、融合的全新知识体系和传播模式；在文化遗
产与自然遗产、物质文化遗产与“非遗”间寻找共性，向社会提供可
用、好用、普遍有效又相互支撑的传播方法。

在“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全球愿景下，传播者的价值观将更具
有使命感，比如，在全球共同关注的议题下进行叙事，更社会性、即时
性地理解遗产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遗产传播的目标、强度和评估标
准，也与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展现国家形象、推动世界文明间共鉴、共
享等发展目标形成呼应。

树立全新的遗产传播观念
齐 欣

观天下观天下

多资源、多视角地
丰富遗产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