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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有成效的

“双墙对话”

1987 年，中国的“长城”与英
国的“哈德良长城”同时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随后，“哈德良长城”又
扩展为“罗马帝国边墙 （哈德良长
城）。2017年12月，在中国国家文物
局支持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
英格兰遗产委员会签署了 《关于英
国哈德良长城与中国长城的全面合
作协议》，作为在英国举行的中英政
府间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五次对
话项目之一。从防御战略到文明交
融 ， 从 遗 产 保 护 到 如 何 面 向 公 众
开 放 ，“ 双 墙 对 话 ”（WALL TO
WALL） 交流内容涉及广泛，并成功
举行了两次颇具规模的“双墙会”。

中国长城与罗马边墙是古代文
明 两 大 防 御 体 系 ， 在 以 往 的 研 究
中，很少将二者进行相互比对。2018
年 3 月和 2019 年 11 月，中国长城和
英国哈德良长城保护管理研讨会分
别在英国的纽卡斯尔和中国河北省
承德市滦平县金山岭召开。2019年7
月于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第 43 届世
界遗产大会期间，“双墙对话”边会
举办；2021 年 10 月，有关还举办线
上“中国长城和英国哈德良长城保
护、阐释与开放学术会议”。2019年
和 2021 年，中国文物出版社还分别
出版了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英
格兰遗产委员会联合主编的双语论
文集。

从“双墙会”到

“罗马边墙大会”

2021 年 7 月 22 日和 23 日，在福
州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44 届
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的“丝绸之
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布达
拉宫历史建筑群”“澳门历史城区”

“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武当山
古建筑群”和“长城”等6项世界文
化遗产保护状况报告得到审议并顺
利通过，其中长城被世界遗产委员
会评为保护管理示范案例。这是继
2018 年大运河文化遗产之后，中国
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再一次获此
殊荣。“双墙对话”国际合作成果成
为长城示范案例中的亮点。

为使世界各地更多的学者和社
会 公 众 了 解 “ 双 墙 对 话 ” 学 术 成
果，中英双方学者积极拓展交流形
式，推动“双墙”在国际学术大会
中亮相。2019 年底，第二十五届罗
马边墙大会开始征集分会场议题，

参与大会筹备的英方同事在第一时
间通知了中方。中国文化遗产研究
院随即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长城考
古 研 究 成 果 以 申 报 此 次 “ 双 墙 对
话”分会场议题。在中英双方共同
努力下，“长城”议题通过该届罗马
边墙大会科学委员会评审。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该届大会推迟了一
年才举办，中方许多学者也只能以
录播方式发言，在会议现场的中英
文物保护和考古专家积极利用各种
机 会 进 行 交 流 ， 阐 释 相 关 研 究 成
果，成功地将“双墙对话”推上了
更广阔的舞台。

中国学者介绍了

哪些学术成果？

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和文
化符号，长城早已享誉海内外，相
比之下，中国与长城相关的学术研
究 规 模 与 成 果 却 还 不 为 外 界 所 熟
悉 。 在 第 二 十 五 届 罗 马 边 墙 大 会
上 ， 中 国 学 者 推 出 的 考 古 研 究 成
果 ， 既 涉 及 长 城 资 源 全 线 综 合 调
查，又涉及长城具体点段的考古研
究；既展示崇山峻岭上雄伟的砖石
长城，又展现草原荒漠中沧桑的土
草 长 城 。 研 究 内 容 还 涉 及 长 城 墙
体、长城军堡和粮仓、考古发掘和
数字化记录以及自然风险因素分析。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
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首席科
学家王建新介绍了中国考古学发展
的百年历史和特色。他说：中国有
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历史文献，考古
资料与历史文献资料相结合的研究

是 中 国 考 古 学 研 究 的 鲜 明 特 色 之
一；本世纪以来，中国特有的大遗
址保护和大遗址考古工作逐渐形成
了重视整体、系统研究，保护意识
和保护工作贯穿考古全过程等理念。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于
春雷以“清平堡遗址考古：探索长
城考古的目的与理念”为主题，介
绍了中国考古学者如何通过长城考
古寻找表现不同文明、反映文明融
合的遗迹与遗物，进而印证中华文

明和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中国学者还将长城与罗马边墙

军事体系进行了比较，使国际同行对
中国长城体系的复杂性和中国长城
学术研究的进展有了全新的认知。天
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李严通过比
对中国长城和罗马帝国边墙后认为，
两者都有防御体系，包含了城池系
统、边墙系统、预警烽传系统和驿传
系统。它们的相似之处表明：长城是
人类共同的文化现象。

让国际考古学者

更多地了解中国长城

罗马边墙大会上的国外同行，

对中国长城的认知是怎样的？在他
们眼里，八达岭雄伟壮观，保护条
件良好，他们认为中国的长城比罗
马边墙保护展示条件优越太多。以
往，这些研究者接触到的中国长城
学术研究成果较少，主要印象多来
自旅游宣传和旅游体验，所以对他
们来说，“长城”仅是个单数名词

“Wall”，几乎就是指北京的八达岭长
城。中国学者的介绍使这些国外同
行对中国长城体系的复杂性有了全
新的认识，他们惊叹中国长城原来
是涉及不同时期、不同走向的复数

“Walls”，从而也提升了国际学术界
对长城研究领域的兴趣。

同时，罗马边墙大会为中国长
城展现了更为宽广的研究前景。中
国长城加强系统学术研究和成果推
广，有助于提高中国长城名片的学
术“含金量”，有助于深化人类文明
认知。罗马边墙研究的权威学者布
里兹先生认为：“罗马国家以某种形
式延续了 2000 余年。中华文明遗迹
让 我 们 可 以 从 中 获 得 许 多 新 的 认
知，在罗马边墙的研究中可以作为

宝贵借鉴。”

边墙大会上

考古交流气氛活跃

中国长城与罗马边墙都是世界
文 化 遗 产 ， 也 是 世 界 两 大 边 墙 体
系。加强相互之间的持续对话与交
流，具有深远学术意义。罗马边墙
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值得中国长城
考古研究进行借鉴，在形成独立研
究领域、制订长远考古研究规划、
优化长城考古工作流程和加强全域
学术交流和成果共享方面都有具体
的借鉴之处。

在遗产保护上，长期学术交流
合作成为“罗马帝国边墙”跨国申
遗的重要基础。目前世界遗产目录
中已有3处以“罗马帝国边墙”为名
的跨国世界遗产地，涉及英国、德
国、荷兰、奥地利、斯洛伐克等5个
国家，形成独一无二的跨国世界遗
产群。

在遗产展示上，主题广泛的学
术研究为讲述罗马边墙故事提供了
丰富资料，使公众更好走近和体会
古代罗马的军事社会生活、历史自
然环境和对当代文化的影响。罗马
边墙大会不仅是一个学术品牌，而
且对罗马边墙遗产的现实保护管理
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开放的
考古学家群体功不可没，大量考古
学家活跃在边墙遗址管理、保护、
展示、运营和社区参与前线，通过
考古成果转化践行着遗产守护和价
值传播的双重责任。

虽然罗马边墙学术研究价值巨

大，其遗产保存状况却普遍不佳。
如何将“不可见”遗址向公众释示
和 展 示 ， 沿 线 考 古 学 家 们 各 显 神
通。在罗马边墙大会上遇见的许多
颇有学术造诣的资深考古学家，都
在 从 事 社 区 考 古 、 遗 址 展 示 、 阐
释、产品设计、区域开发策划、媒
体传播等方面，致力于将考古学术
成果转化为专业人士和公众都喜闻
乐见的展陈和文化活动。

此次大会组织参观了历史上著
名的瓦鲁斯战争遗址公园。那里虽
没有任何实物遗迹展示，但从事公
园管理运营的考古学家们通过古环
境 、 古 地 貌 、 考 古 发 掘 、 交 通 后
勤、历史文献等多学科研究成果解
读，以观景台、展示模型、当代艺
术 装 置 等 方 式 呈 现 出 宏 大 战 争 场
面 、 战 争 形 势 分 析 和 对 战 争 的 反
思，启发观众主动对研究资料提问
和思考，而不是被动接受。

考古学家群体的开放态度，反
过来促进了公众对曾经陌生的罗马
边墙价值的认知和理解。也有越来
越多的地方政府、企业和社区乐于
与考古学家合作，在区域发展和社
区活动中增加罗马边墙考古遗址研
究、保护和展示等文化元素，大大
增加了边墙考古研究课题和经费来
源，也丰富了罗马边墙遗址保护展
示的模式。

罗马边墙研究是从罗马考
古研究中独立出来的学术领
域。首届“罗马边墙大会”于
1949 年 在 英 国 与 哈 德 良 长 城

“朝圣”之旅同时举办，目前已
经发展成为大规模国际性学术
会议，也是极具吸引力的学术
品牌。

第二十五届罗马边墙大会
规模创历史纪录，来自世界五
大洲 34 个国家和地区的 430 名
代表参加会议，大会发言和分
会场发言达 311 个。会议设 37
个专题分会场。议题涵盖范围
十分广泛，不仅包括罗马时期
防御体系的本体考古研究，还
涉及罗马边墙防御体系相关的
自然环境和景观、军事管理、
交通体系、水利系统、物资供
给、随军人员等。此外，边墙
地区平民聚落的变迁、边墙遗
址的数字化记录与展示、保护
技术、复原与展示和社会参与
等也是关注焦点。

延伸阅读

延伸阅读

“罗马边墙”主要是指公
元 2 世纪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在
边界地区修建的庞大防御体
系，西至大西洋，东至黑海，
北至苏格兰中部，南至撒哈拉
沙漠北缘，由人为工事和天然
屏障将地中海及周边地区围护
其中。历经改造利用，这一体
系至今仍影响着这一广大地区
的基本城乡格局与面貌。

根据不同研究成果计算，
边 墙 周 长 达 5000 至 8000 千
米，遍及现代欧洲、中东和北
非20余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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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对话
罗马边墙

于 冰

本报巴黎电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会议楼的二号会议厅，装饰着毕加
索创作的巨幅壁画《伊卡洛斯的陷落》。9月17日和18日，大批文化爱好者和
普通民众来到这幅面积约90平方米的画作面前参观欣赏。来自卢浮宫学院的
学生在一旁为他们仔细讲解着画作背后的故事。这是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举行的开放日活动，以此庆祝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诞生50周年。
在开放日期间，参观者有机会亲自探索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近距离感

受这里保存的众多艺术作品。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
的办公室、教科文组织会议厅等重要场所也同时开放，帮助公众更好地了解
教科文组织的日常工作，加强公众在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兴趣。

教科文组织在总部现场向参观者播放纪录片并设有“下一个50年”摄影
展。让参观者感受世界各地的遗产魅力。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在一层展
区，孩子们正在用积木搭建他们心中的世界遗产。积木版的高塔与窗外伫立
在巴黎市中心的埃菲尔铁塔相映成趣。在主会议厅，几名儿童戴着同传耳机
端坐在观众席，正在聆听各国代表和世界各国官员有关全球性议题的发言。

1972年 11月 16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大会第十七届会议上正式通过，这为保护世界遗产奠定了基础。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计划今年底在全球各地举行一系列活动，纪念公约在过去的50年中

为保护传承人类宝贵遗产、促进不同文明间相互理解与国际交流发挥的巨大
作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参观者提供了官方活动介绍和导览图，方便他们在
总部自由参观。

庆祝世界遗产公约诞生50周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举办开放日活动

近期，第二十五届罗马边墙大会 （LIMES XXV）
在荷兰瓦尔河畔城市奈梅亨举行。“罗马边墙大会”
历史悠久，是从事罗马边墙相关研究学者的国际性
学术交流平台。此次大会开设了“双墙对话”分会
场,“中国长城”首次亮相，

第二十五届罗马边墙大会上的“双墙对话”分会场以介绍中国
长城内容为主，由英格兰遗产委员会资深考古学家托尼·威尔莫特和

“双墙对话”英方联络员大卫·布劳夫共同主持。他们都曾来中国参
加过在河北金山岭举行的2019年“双墙会”。 图为威尔莫特在向会
议听众介绍长城。 于 冰摄

在“双墙对话”分会场，中英双方代表于冰、大卫·布劳夫向罗
马边墙大会顾问委员会和第二十五届罗马边墙大会学术委员会赠送了
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英格兰遗产委员会共同主编的《双墙对话：
哈德良长城与中国长城保护管理研讨会文集》《双墙对话：第二届中
国长城与哈德良长城保护管理研讨会文集》。 马修·西蒙摄

于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研究员。现为意大利国家研究委
员会文化遗产科学研究院公派高
级研究学者，全程参加了第二十
五届罗马边墙大会。

此次大会组织了数场现场考察此次大会组织了数场现场考察，，重点参观重点参观20212021年成为年成为
世界文化遗产的世界文化遗产的““下日耳曼界墙下日耳曼界墙”。”。下日耳曼界墙以莱茵下日耳曼界墙以莱茵
河为主要防线河为主要防线，，由罗马道路连接沿线若干军事要塞构成由罗马道路连接沿线若干军事要塞构成，，
遗址保存状况不佳遗址保存状况不佳，，地面基本不可见地面基本不可见，，为保护和向公众展为保护和向公众展
示带来极大挑战示带来极大挑战。。 （（图片选自大会官方网站图片选自大会官方网站））

2021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发现明代长城城
堡——清平堡遗址。清平堡城内遗迹保存较好、建筑格局非常清
晰，是国内非常罕见的保存原貌的明代长城营堡，对长城文化研
究有着重要意义。

在此次罗马边墙大会上，中国学者于春雷介绍了清平堡遗址
的考古发掘过程。图为在清平堡遗址内发现的典型“三瓣蝉翅”
式砖砌慢道。 于春雷摄

9月1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内，相关专家正在举办有关
自然遗产面临挑战的讲座并与公众进行交流。

开放日活动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举办“艺术迷宫”主题展
览，展示艺术家创作的有关世界遗产的艺术作品。

开放日活动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举办“艺术迷宫”主题展
览，展示艺术家创作的有关世界遗产的艺术作品。 杭 舟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