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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 2022，迎来农历兔年。2023 年的 1月，期待万象更新的气氛

最为浓厚、热烈。
2022 年，《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 迎来诞生 50 周年。包

括中国在内，全球各地的世界遗产工作者举行一系列活动，围绕“下
一个50年：作为韧性、人文与创新之源的世界遗产”探讨世界遗产的
历程与未来。

世界遗产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中同
样居于重要地位。2017年春节前夕，中办、国办出台 《关于实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阐明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过
程中的作用。2022年新春之际，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
家文物局又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加强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强调深入推进融合发展，积极对接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和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扩大内需等国家重大战
略，切实推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融入人民群众生产生活。

2023年，距离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的17项
可持续发展目标只剩下7年。在全球范围内，世界遗产已成为当代社会
生产资源并与各国未来发展目
标深度融合，在实现消除一切
形式的贫困、不平等，遏制气
候变化并确保“无人落后”等
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在此背景下，世界遗产事业
的努力方向，就超越了自身的行
业和领域视野，延伸、融合为全
社会的共同关注目标。

2022 年 7 月，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大会在中国浙江青
田开幕。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既是行业类型遗产，同时也
具备源自世界遗产的衍生轨
迹，可以视为广义的世界遗产
组成。农业遗产在中国发展迅
速。此次以“保护共同农业遗
产，促进全面乡村振兴”为主
题的大会，不仅激励了中国亿
万农业从业者，也促使人们由
此提升了更进一步的关注方
向：如何构建机制化交流平台，
推动全球遗产地之间开展互助
合作，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形态
农业文化遗产交流互鉴，进而贡
献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进入 2023 年，国家文物局
明确提出将持续开展中外联合
考古，推进援外文物保护修复
合作项目，建好亚洲文化遗产
保护联盟并积极参与文化遗产
国际治理。中国应该为“下一
个 50年”贡献哪些，能贡献多
少？这些都成为人们观察、理解中国这一世界遗产大国的重点。随着
世界遗产涉及的利益相关者范围日益广泛，人们也基于可持续发展的
理念和目标，关注青年、妇女和儿童、生产和消费者在世界遗产相关
领域中的参与和贡献——那些梦想与坚信、责任与智慧、保护与创
新，那些情节和细节，都使得世界各地的人们得以感同身受。

文明互鉴需要踏实、长期的探索实践，也需要为了共同未来而具
备真诚、心心相印的交流愿望和信息感染力。世界遗产为不同文化背
景下，人们相互理解、反复而持续的交流提供了一座桥梁，也为“讲
述中国故事”提出了新的目标和挑战。如何形成适应多元价值理念表
述方法？如何衡量其效果？也将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和热点。

世界遗产是优质的社会公共资源。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公民
道德建设工程，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提
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世界遗产
领域拥有众多的博物馆、国家公园、国
家文化公园、国家植物园、考古遗址公
园和地质公园等文化高地。进入 2023
年，人们会更加关注世界遗产领域在知
识普及、活跃文化生活的同时，如何推

动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尤其关注
通过世界遗产保护行动，提升社会参与者的公共理念、全局观和全球
视野。

为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
用、让文物活起来”成为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近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
要 （2022－2035年）》，强化历史文化保护，塑造城市
风貌，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强调推进优质文化资源开
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近年来，科技在文化遗产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在中国城镇化与城
市发展中的应用进展则成为新的关注方向。除对城市文化遗产进行保
护与价值挖掘外，当代科研手段在城市城镇空间布局和规划理念、城
市更新与品质提升体系与方法、当代绿色建筑、城市功能提升、生态
居住环境改善等领域的最新应用，都被视为历史城市的动态、活态发
展历程。

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生态文明建设迅速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电子产品更新迭代，新能源汽车、低碳减排成为生活日常……文化遗
产领域已将目光投向变化中的当代历史遗存，“文物”“遗址”的历史
分期距离我们越来越近。除“20世纪建筑遗产”外，工业遗产、水利
遗产皆纳入了当代具有重要代表意义的可移动、不可移动文物。在不
久的将来，代表PC时代、石化能源时代甚至“AI”的遗存、遗址，也
将会成为关注的热点。

以“下一个50年：作为韧性、人文与创新之源的世界遗产”为契
机，全社会对世界遗产的关注视野进行了一次扩展提升：从只盯住文
化、自然两个专业领域，到新增添了第三“极”——关注社会进程
中，世界遗产如何成为生产资源，活态、动态地贡献于生产生活和社

会进步。

近年来，文化遗产类型更
加细化多样。与传统的文化遗
产项目相比，农业、工业、水
利等独立发展的行业类型遗产
组成了丰富而活跃的“轻遗
产”阵容。生物多样性主流化
进程，激发了人们在关注世界
遗产发展过程中，将生物多样
性作为自然遗产重要的价值生
成和生存基础，进而纳入关注
视野。2022 年 10 月 6 日又迎来
了第一个“国际地质多样性
日”——这些变化进一步形象
地将专业性极强的世界遗产

“突出普遍价值（OUV）”与社会
公众易于理解的“文化多样、生
物多样、地质多样”联系起来。

2023 年，中国有多项申遗
项目将取得重要进展。1月5日
举行的全国文物局长会议确
认，要积极促进普洱景迈山古
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成功，高标
准完成北京中轴线现场评估，
积极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等
跨国联合申遗项目。2020 年 1
月已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遗产中心报送的“巴丹吉林沙
漠—沙山湖泊群”自然遗产项
目也将进入申遗最后阶段。大
量正在申遗或进入申遗预备名
单的项目，内容覆盖范围广
阔，文化与自然价值叠加。在

后期价值阐释和遗产管理等多个发展方向上，都呈现出跨界融合的功
能和机制需求。

文化和自然遗产领域的各类、各级公园近年来呈现快速增长的局
面。1月 11日公布的 《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覆盖了森林、草原、
湿地、荒漠等自然生态系统以及自然景观、自然遗产、生物多样性等
最富集区域，从中遴选出 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 （含正式设立的 5个国
家公园）。到2035年，我国将基本完成国家公园空间布局建设任务，基
本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

与保护区、保护单位有着明显的不同，“公园”以“人”为核心，
更强调面向社会公众的交互、开放功能和文化氛围。在今后一段时间
内，各种遗址、遗产地、保护区向“公园”转化的机制和利用水平，
肯定是人们深入探讨的议题。

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的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 （COP15） 第二阶段会议期间，中国“山水工程”入选联合国首批
十大“世界生态恢复旗舰项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评价认为：“中
国采取将所有生态系统视为‘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方法，不懈努力地
恢复了数百万公顷的土地。”在“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背景
下，人们对于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理解将更多期待于两大领域的相互融
合，只有这样才会全面、综合地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呈现中国智慧。

进入2023年，世界局势风云变幻。通过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
各地共同努力，世界遗产一定能实现其初衷和全人类的愿望：促进繁
荣、和平与关爱，让我们的星球有着可持续的美好未来。

辞别过往，期待华章。

关注中国世界遗产

三大趋势
本报记者 齐 欣

看·世界遗产

花花兔 （剪纸） 张永忠作 （山西五台山五福文化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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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前不久，我去了一趟河南新

郑。史称轩辕黄帝 5000年前就出生
于新郑北关的轩辕丘。当地建有

“中华民族之根”主题的黄帝故里景
区。一些学者认为，黄帝生活的时
代大体上相当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
化中晚期。人们一想到中华民族
5000年文明史，就会想到这里。

还有一件事更了不起。具有
8000 年历史的裴李岗遗址也位于新
郑。我站在遗址发掘现场，阳光洒
向这片已开挖成一排排探方的远古
黄土地。考古现场的文物修复基
地，就是一家普通的农舍，但踏入
院落，就会感受一次震撼心灵的史
前文明洗礼。

1977 年春天，考古工作者在新
郑裴李岗发现了新石器早期遗址，
出土的各种器具，文化面貌独具一
格。这一独立的、属于新
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学文
化，被考古学界命名为

“裴李岗文化”。

裴李岗遗址出土的陶器令人印
象最为深刻，显示出裴李岗人类生
活环境已向定居过渡。比较稳定的
食物供给，催生出先民对炊煮类器
具的多重需求。在出土的文物中，
出现了大量的磨盘、磨棒、铲、镰
等经过磨制的石器。在遗址现场，
我见到了有锯齿的石镰，中间略厚
而两侧渐薄，弓背弯曲，刃部乃是
细小平直的锯齿。裴李岗先民制作
夹 砂 红 陶 ， 烧 制 温 度 为 900℃ 至
960℃。陶器中加入的粗砂粒会使质
地疏松，既增加透气性，又能在高
温中减少崩裂。在我见到的陶罐、陶
鼎、陶碗中，不少带有清晰的手工泥
条盘筑痕迹，这一切都说明当时的制
陶工艺已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

人类的生存需求是原始美学孕
育形成的原动力。在漫长的原始社
会阶段，工具生产手段由打制转变
为磨制，既是生产力进步的标志，
也为审美理念的出现提供了重要平
台。除了制作手段外，裴李岗出土
的陶器造型更为惊艳。三足钵、深
腹罐、双耳壶都是裴李岗文化普遍
流行的样式。一位正在现场的考古
工作者展示了出土的双耳红陶壶，
其腹上部附两个对称小耳，耳上有
穿孔；通体素面，器型简单，质朴
大方。对称的理念、保持稳定的造
型手段以及简洁明快的形态，传达
了人类童婴时代的原始之美，已经
呈现出美学的多重要素。作为一名
铜匠，我对数千年前的陶土匠人有
着特殊的感情，更是崇敬。当我端详
那件光滑细腻，圆润的红泥陶罐时，
仿佛仍能感受到那个匠人手心的温
度，不由得感叹：这与我们用当代技
术做出来的器件又有什么区别呢？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
美学的发展演进经历了漫长过程。
从人类进入文明阶段开始，不同阶
段中重要的美学特征与要素就经考
古发掘不断被发现和串联。代表原
始陶文化的裴李岗出土陶壶、陶
鬲、陶碗、陶鼎，为我们勾勒出一
幅绚丽的当时社会生产、生活画
面；即使在当代，裴李岗文化先民
们的设计理念，也同样引人们发出

“美”的赞叹。这也引起了艺术工作
者的寻踪思考。我们今日对美的理
解与表达、审美认同、社会延续与

再创造，足迹始于这里？
后母戊鼎、毛公鼎、大克鼎等

都是我们熟知的国宝青铜器。《说文
解字》称：“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
器也。”在青铜时代，鼎被视为传国
重器，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力。但鼎
这种常见又神秘的器具，它到底是
如何出现的？我在郑州见到了裴李
岗出土、迄今为止发现最早、最古
老的鼎——乳钉纹红陶鼎。鼎身上
一排排乳钉粗犷而排列整齐，底部
三圆锥形小足外撇，恰到好处的比
例，稳定的三角支撑古拙而单纯的
风格，让日日与铜器打交道、见惯
了青铜鼎的我不禁惊呼：“神了！”
这种陶鼎上结构美和装饰美的乳
钉，不正是后世大多青铜鼎美饰的
标配吗？可以说裴李岗文化的这些
陶器，与日后青铜鼎这种造型艺术
几乎一模一样，而且神形兼备。久

久端详，陶鼎焕发出的生动、古
朴、蓬勃之美喷涌而出，激荡人
心。《史记·封禅书》记载：“黄帝采
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传说黄帝
铸天、地、人青铜三鼎。裴李岗的
陶土匠人自己尚未意识到，在他手
上反复倒腾过的泥巴形态，到了青
铜时代，会成为权力和身份的标
志，甚至成为国家的象征。中国鼎
文化大踏步而来，延续至今。

2021年10月，在第三届中国考
古学大会上公布的“百年百大考古
发现”中，与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
比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有 33
处。考古学家认为，裴李岗文化平
均始于 5000年前，最早的甚至远至
距今 8000年，具有分布范围广，持
续时间长的特点。进入 2023年，裴
李岗周边的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河南郑州商
城遗址都被新列入第四批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这些遗址或与裴李岗文化
时代相近，或上下传承演化。在全新
的文化背景下，当代公共考古和中华
文化传播更应关注一个物质文化遗
产与“非遗”的共同话题：持续演进的
裴李岗文化，提供了探索原始美学源
头的一条途径；而黄帝的“有熊之
地”——新郑，已可称作中国传统美
学的一处重要发源地。

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的乳钉纹红陶鼎，高 22 厘
米、口径为23厘米，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乳钉纹红陶鼎鼎身呈深腹盆形，口沿以下满饰粗疏乳
钉，不仅增加美感，更起到加固器身的作用。作为实用的
炊器，陶鼎多使用夹砂陶，以增强其耐热性。

（图片来源：河南博物院网站）

在裴李岗考古现场

感受原始美学魅力
朱炳仁

在裴李岗考古现场

感受原始美学魅力
朱炳仁

凡考古出土的陶器、青铜器、铁器、玉器、纺织品残存中，

唯陶、玉最可悠久存世，保存的历史信息也更准确和具有代表

性；深涵的文化底蕴，也激发我们不断产生新的遐思……

（作者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委员会理事）

目前发现

时代最为久远的

陶鼎

链 接

从出土的文物内涵分
析，考古学家认为裴李岗
人在距今 8000 年前就已
脱离了“刀耕火种”的原
始状态，开始了锄耕农业
文明，为进入全盛仰韶文
化时期奠定了基础。

在此前的发掘中，还
发现了镌刻在龟甲、骨器
和石器上的符号式原始文
字，这些发现为中国早期
文字的研究提供了线索。

（资料来源：河南文
化和旅游厅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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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二：

1 月 8 日清晨，朝阳映照中的黑龙江省漠
河市北极村开启了新的一天。

漠河位于中国最北端。早在旧石器时代就
有远古人类聚落。近年来，除“冰雪”资源
外，当地还拥有了漠河地质公园，成为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吸引了更多人前来体验
文化和自然景观。 新华社记者 张 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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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遗产领域得然遗产领域得
以深度融合以深度融合

关注三：

“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是由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 （UNEP） 与联合国粮食及农
业组织 （FAO） 统筹的全球倡议，旨在预防
和逆转全球范围内的自然空间退化。

2022 年 12 月 13 日，中国“山水工程”
被列入首批十大“世界生态恢复旗舰项
目”。10个旗舰项目致力于恢复总面积超过
6800 万公顷的区域，并创造近 1500 万个就
业机会。

“山水工程”是中国践行山
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标
志性工程。“十三五”以来，这
一项目已在“三区四带”重要生
态屏障区域部署实施 44 个山水
工程项目，完成生态保护修复面
积350多万公顷，目标在2030年
恢复 1000 万公顷自然生态。“山

水工程”从矿山、农田到城市，覆盖了温带
森林、灌丛、荒漠与半荒漠区，也包含了沼
泽、河流、湖泊及海岸带，旨在改变以往生
态保护修复活动大多针对单一目标或单一生
态要素，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局面。

联合国

生态系统恢复十年
（2021-2030）

图为联合国发布的首批十大“世
界生态恢复旗舰项目”中国“山水工
程”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