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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城市与文化遗产密不可分

话题一：城市是人类聚居的场所，在漫长的生产生
活中留下了众多历史文化遗产。如何看待历史城市与文
化遗产之间的关系？

阿索莫：非凡的城市往往拥有非凡的遗产。在《世
界遗产名录》 上的 897 个文化遗产项目中，136 个是历
史城市、历史中心和历史城镇，占世界文化遗产总数
的 15%以上。这说明文化遗产保护与历史城市保护密
不可分。

塔博特：历史城市是由一代又一代人共同缔造的，
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见证，是经济增长的引擎，是创新创
造的核心，在人类文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

《世界遗产名录》 中，城市类世界遗产是最大的单一
类别。历史城市的保护对于活态遗产的保护有着重要
意义。

话题二：当下，社会发展、人类活动给历史城市保
护与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了哪些重大挑战和压力？该如何
应对？

阿索莫：即使有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支持，许多
国家的政府在保护重要遗产方面仍然面临巨大压力。例
如有些遗产会随着时间推移，受到自然侵蚀。近几十年
来，许多历史城市的人口密度大幅增加，人口结构改
变、气候变化、旅游业增长和不可持续的开发等，都给
保护工作带来极大影响。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
过 《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作为对 《保护世界
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遗产保护方式的补充。该
建议书旨在帮助政府将建筑环境的保护政策和实践，纳
入更广泛的城市发展目标，同时尊重不同文化背景的价
值观传统和传承。在可持续的基础上，实现城市发展与
生活质量之间的平衡。

塔博特：随着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持续增长及预期增
长，历史城市面临的压力持续增加。一些历史城市正在
失去其功能和传统作用，城市的特质感、结构完整性以
及社区特性受到损害。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提出了城市历史景观方法。这一方法从着重关注
古迹、考古遗址，转向关注活态城市和文化景观、管
理城市转型改造、整合有形和无形价值等多个方面，
被认为是保护和管理历史城市及建筑群的重要工具，
使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能够更有效地应对新的挑战，
把握机遇。

中国遗产呈现多样城市历史景观

话题三：中国目前有140座历史文化名城，世界遗
产总数达到56项。遗产与城市的双重结合，体现了怎样
的城市历史景观？

姜波：中国从南到北，从中原到边疆，从内陆城市
到海港遗址，有许多遗产体现了丰富的城市历史景观。
例如平遥古城是中国北方地区汉族聚居城市的典型代
表；苏州园林是中国私家园林建筑艺术的杰作，体现了
江南城市雅韵；丽江古城是处在民族交融地带的商业古
镇；泉州是中国古代航海传统的见证；准备申遗的北京
中轴线则是东方儒家文明的城市典范。

话题四：北京中轴线已确定作为中国2024年世界文
化遗产申报项目。作为北京城市的核心，北京中轴线有
着怎样的突出价值？体现了哪些历史景观？

姜波：轴线布局在中国的城市设计里面源远流长，
到隋唐长安城的时候蔚为大观而成定制，南北轴线、东
西对称、规矩方正，成为中国古代城市的一种样板。北
京城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北
京中轴线上有一系列建筑的杰作，太和殿、太庙、天坛
等等，都堪称中国建筑艺术的最高境界，它的设计、规
格、布局都体现了中国儒家礼仪制度。祭天礼地、左祖
右社等儒家礼仪原则，在北京城的设计里面都得到了非
常生动的体现。北京城作为东方城市的代表，影响所及
甚至远至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和越南。

吕舟：北京中轴线讲述了一个中华文明的故事，体
现了我们五千多年文明不间断的传承，体现了国家多元
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审美观
念。在北京中轴线上，可以看到儒释道多种信仰要素，
可以看到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的社会生活。它反
映了中华文明的博大包容，呈现了具有中华文明特质的
社会生活。

历史景观要留“貌”更要留“神”

话题五：今天，我们如何从文物保护、遗产保护走
向城市历史景观保护？

单霁翔：我想举大运河的例子。过去从来没有一个
连接着 35 座城市的巨型的、线性的文化遗产，所以大
运河申遗成功对于沿线城市来说意义重大。大运河体现
了丰富的城市景观，有自然景观、建筑景观、交通景
观、河道景观、街区景观、园林景观、商业景观、民居
景观、艺术景观等。这些丰富的景观告诉我们，文化遗
产的保护不但要保护自然要素，还要保护文化要素；不
但要保护古代的，还要保护 20 世纪的、当代的；不但
要保护静态的，还要保护动态的；不但要保护点面，还
要保护文化线路、文化廊道；不但要保护宫殿、寺庙，
还要保护传统民居、老字号、工业遗产；不但要保护物
质遗产，还要保护非物质遗产。

吕舟：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经历了 40 年的保护，
经历了从文物环境到历史街区、到整体风貌保护的一个
过程。但是不是这样就够了？从我们今天的社会需求来
讲，显然还不够。无论是物质遗存还是街区风貌都是

“貌”，“神”在哪儿？我们要怎么保护“神”？去年，中
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传承的意见》 特别提到，所有历史文化遗产的保
护，最终都要落到“全方位展现中华民族悠久连续的文
明历史、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发
展历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
程”。一言以蔽之，就是要讲好中国历史的故事，讲好
中国当代的故事。

以北京中轴线申遗推动老城保护

话题六：作为世界著名古都和全国文化中心，北京
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拥有世界遗产时间
最早、数量最多的城市。在历史城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
双向联动中，北京提供了哪些经验？

吕舟：在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北京一直发
挥着示范作用。1990年，北京把历史文化名城划定了25
片历史文化街区，紧接着编制了 25 片历史文化街区的
保护规划。几年后，在整体保护上，北京又提出了历史
文化名城的风貌保护问题。

谈绪祥：北京是首批历史文化名城，目前拥有7处
世界遗产。40年来，北京始终坚持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
遗产活化传承，统筹协调文物保护和城市发展，在全国
起到示范带头作用。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文化遗产保
护方面，北京有三个做法可以分享：首先，以保护为先
做好文化遗产典范城市；其次，以文化遗产保护带动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第三，以中轴线申遗保护牵引老城整
体保护。

话题七：北京中轴线申遗对老城保护有着重要意
义。北京该如何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带动历史文化名城
的整体保护？

李群：近年来，北京以中轴线申遗为抓手，推动老
城整体保护，出台 《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推进
首都功能核心区文物腾退保护利用，促进大运河、长
城、西山永定河三条文化带保护发展，创建博物馆之
城、三山五园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取得积极成效。
在申遗过程中，我们要坚持保护第一，全面保护文物建
筑、肌理格局和景观风貌，探索历史文化遗产系统性保
护，更好凸显北京历史文化的整体价值。要坚持以人为
本，既要改善人居环境，又要保护历史文化底蕴，让历
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要鼓励社会参与，让文物
和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让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惠及广大
人民群众。

吕舟：北京中轴线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促进
作用，体现在它构建了一个串联覆盖整个老城区各类历
史文化遗存的体系，构建了一个既能表达中华文明的宏
大叙事，又能反映丰富多样的社会生活的价值阐释构

架。这里不仅仅有大度雍
容，还有礼乐交融，同样
也有柴米油盐，有老百姓
的现实生活。可以通过推
动公众对中轴线文化遗产
保护的参与，促进北京中
轴线、北京老城所承载的
深厚传统的传承弘扬和当
代创新，促进北京文化
遗 产 保 护 的 法 治 建 设 。
通 过 北 京 中 轴 线 的 保
护，深化社会对于中华
文明精神和价值观的认
知、市民对文化身份的
认同，从而形成巨大的
社会凝聚力，推动整个历
史文化名城的保护。

织机踩板不时发出“噔、噔”的响声，彩色的综
线被踏板交替牵动，逐渐织成细密繁复的图案……这
是贵州大山深处的一项古老技艺——苗族织锦。

甘小芝是国家级非遗项目苗族织锦技艺的省级代
表性传承人。她不仅传承苗族织锦技艺，还带动当地妇
女致富，并通过快手等新媒体平台，让更多年轻人爱上
苗族织锦。

过去，几乎每户苗家都有织锦机，每个苗家女儿
都要由母亲教授织锦技艺，陪嫁物中也会有自己亲手
织造的背带、裙子等。甘小芝自8岁开始学习织锦，10
多岁就能自己完成种棉、纺线、排线、上机、刺绣等
整套织锦流程。对于那时的她而言，织锦技艺就像吃
饭、喝水一样自然，七彩的织线编织出的不仅是日常
物品，也是亲切的生活。

随着社会发展，苗族织锦在由大机器、流水线生
产的布料面前显得“费时费力”，许多苗族年轻人也进
城学习、务工。随着老一辈织锦人老去，苗族织锦面临
后继无人的困境。面对这种情况，甘小芝感到痛心，
她不忍心苗族织锦就此失传，“织锦技艺传到这一辈，
如果我们不能把它发扬光大，很可能以后苗族孩子都
不知道这项技艺了。”

于是，甘小芝在 2012年注册成立雷山县锦鸡绣业
有限公司，不仅生产、加工和销售苗族刺绣织锦工艺
品，还积极培养传承人。然而，创业并不容易。甘小
芝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打开传统工艺品市场。她
频繁参加设计展，留心观察生活，寻找把传统织锦与
时尚潮流相结合的灵感。甘小芝发现，很多大牌丝巾
会借鉴民族传统纹样和图案，这给了她启发。以前，
苗族织锦制成品一般就用在裙装、围腰、背带上，范
围比较局限。甘小芝将织锦融入围巾、包、丝巾等时尚
单品设计中，还将其推广到抱枕等家居用品上。“现在
我们每年都能接到很多订单，主要是旅游纪念品和高
级定制产品。”甘小芝说，“传统工艺一定要与市场结
合，才能有生命力和发展活力；从事一门手艺有收
入，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学习和传承。”

打开市场的同时，甘小芝也着力培养传承人。织
锦技艺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工序复杂、费时费力，需要制
作者有持之以恒、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和较高的纺织技
艺、审美水平。因为织锦无法预先绘制底图，牵线时
哪怕只牵错一根，整块布料就废掉了，因此制作者一开
始就要胸有成竹。这也决定了初学者身边时刻需要有
人指导。

甘小芝成立苗族织锦传习基地，采取开班培训、现
场教学等方式，并让学员到厂房里体验、学习，由此培养
出不少织娘、绣娘。这也带动了当地妇女就业。据悉，
甘小芝的公司平均每年吸纳就业约200人。

“苗族织锦技艺越是探索，越觉得它有生命力。在
传承的过程中，我自己也收获了更多价值。”甘小芝
说。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苗族织锦走出大山，
走出一条创新与传承并进的路。

图为甘小芝在制作织锦。 受访者供图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们唱一
唱，唱一呀唱。”中国歌剧舞剧院
著名歌唱家郭兰英演唱的 《南泥
湾》 是几代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歌
曲。近日，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创作
排演的大型歌剧《唱响南泥湾》在
保利剧院迎来首演，再次唱响南泥
湾故事。

《唱响南泥湾》 是文化和旅游
部“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
十部重点扶持剧目之一，由中国歌
剧舞剧院党委书记诸葛燕喃担任出
品人，特邀王晓鹰任总导演，许知
俊执棒，陈小朵与毋攀主演。该剧
以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为背景，讲述
了延安鲁艺青年学生来到南泥湾参
与大生产运动，在艰苦的劳动中，
深入生活，向人民学习，和广大干
部战士深入交流，走进他们的内心
世界，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找到
文艺创作的方向。

由于是发生在陕北的故事，作
曲家崔炳元在其中加入了鲜明的西
北元素，民歌的旋律在剧目中闪
现。同时，由于鲁艺的青年不少来
自大城市，他们的音乐形象加入了
相对时尚的元素。舞台上用一个高低错落的转台表现黄
土高原的土地，为舞台增加广博的观感，随着剧情的变
化，它不停移动旋转，写意地表现人物之间情感的变化
和流动。

“这部歌剧的音乐和舞台形象带来了诗意的艺术感
染力，我想这种艺术气息能感染今天的年轻人，因为剧
中讲的同样是一批年轻的中国人，他们经历了心灵之
路，融入革命的洪流中。”导演王晓鹰说。

20世纪 40年代诞生的歌曲 《南泥湾》 由贺敬之作
词，马可作曲，成为几代人传唱的经典。“今天，我们
创排歌剧《唱响南泥湾》，是为了向南泥湾精神、向鲁
艺精神致敬，沿着文艺为人民的方向，在更加广阔的舞
台上为人民放歌、为时代铸魂。”诸葛燕喃说。

主持人：本报记者 郑 娜
嘉 宾：李 群（国家文物局局长）

谈绪祥（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拉扎赫·伊伦都·阿索莫 （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主任）
单霁翔 （故宫学院院长、中国文
物学会会长）
吕 舟 （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
主任）
姜 波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副主席、山东大学教授）
贾德·塔博特 （阿拉伯国家建筑
师和工程师协会会长）

今年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建立 40 周年。
1982年，国务院批转国家建委、文物局、城建总局“关于
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公布北京等首批24座具
有代表性、杰出性、公认性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同年，

《文物保护法》颁行，明确“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
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市，由国务院核定
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截至目前，国务院共公布了 140
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今年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 《保护世界文化和
自然遗产公约》 50 周年。1985 年，中国加入《公约》。
1987年，长城、北京故宫、莫高窟、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周
口店北京人遗址、泰山等首批6处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
达到56项，其中文化遗产38项，自然遗产14项，文化和
自然双遗产4项，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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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织锦：

在探索中发现生命力
张子涵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保护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延展阅读延展阅读

图①：北京中轴线
水彩图。

图片来自网络
图②：钟鼓楼广场
前跳绳的儿童。

朱云霞摄
图③：荷花市场前
抖空竹的老人。

吴超英摄
图④：雨后的太和
殿广场。

闫立军摄
（图②③④均来自
“2021北京中轴线
文化遗产传承与创
新大赛优秀摄影作
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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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是中国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制度建立40周
年，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通过 《保护世界文化和
自然遗产公约》 50 周年。
日前，由北京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北
京市文物局、北京中轴线
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主办
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对话会”举办，来自国
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围
绕“历史文化名城与世界
遗产保护”展开交流。

如何看待历史城市与
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目
前保护工作面临着哪些挑
战？中国在历史城市和文
化遗产保护方面提供了哪
些经验？备受关注的北京
中轴线申遗，将给北京这座
古城带来什么？针对这些
热点问题，专家提供了有价
值的观点、方法和思路。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