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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杭州市世界遗产申报和保护工作具有鲜明的亮点与特色:(1)杭州同时

拥有处于准备申遗阶段的文化遗产———钱塘江海塘(可考虑与钱江潮一起

申遗)、纳入正式申报轨道的文化遗产———良渚遗址、已经成功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的两项世界文化遗产———西湖、大运河(杭州段)。杭州已经具备了

丰富的申遗经验,但随着国内外申遗工作的不断专业化和申遗竞争的日趋

激烈,杭州市申遗工作的思路和措施还需积极探索、提高。(2)杭州市世界

遗产申报和保护工作涉及了世界遗产类型的不断探索和扩展。西湖属于文

化景观遗产,大运河属于文化线路遗产。这两类较为新型的文化遗产类型

是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规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三种基本类型

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演变而来的,其定义已基本确定,但其内涵还在不断动态

发展中。这两类较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区别于其他文化遗产类型的关键在于

更强调“人”和“文化”在遗产的形成和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西湖和大

运河(杭州段)这两项“活态”的文化遗产对杭州市世界遗产申报和保护工作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目标。(3)杭州的西湖、大运河(杭州段)、钱塘江海塘

等文化遗产与所在地居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关系十分紧密,是由千千万万民

众创造、传承和分享的文化遗产。国内外很多的世界遗产,尤其是世界文化

遗产,往往是被围墙封闭起来的一个个遗址或是建筑群,与所在地居民的关

系是比较疏远的。但是,杭州的西湖、大运河(杭州段)、钱塘江海塘等文化

遗产是所在地居民日常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完全融入了普通民

众的日常生活。这一特色要求杭州市世界遗产申报和保护工作必须十分重

视细致、普惠、可持续的社区参与,同时也为这些文化遗产更好地反哺所在

地的民众提供了良好的条件。(4)杭州的这些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关系十分紧密。西湖、大运河(杭州段)等文化遗产为相关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提供了发生的必要条件和发展的广阔舞台。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

构成了这些文化遗产的价值和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这些文化遗产的

阐释和传播提供了丰富的媒介和手段。杭州的这些文化遗产与相关的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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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文化遗产一起构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生机勃勃的文化体系。

基于杭州市世界遗产申报和保护工作所具有的特点,结合世界遗产学

当前的发展潮流,本课题组成员在总结、分析杭州市世界遗产申报和保护工

作现有成果的基础之上,努力探究未来的趋势,希望能为该工作的可持续发

展提供一些有用的思路与建议。本书不求全,但求言之有物,略有几分学术

价值。针对现在和将来杭州市世界遗产申报和保护工作中已经或可能遇到

的一些常见情况、一些新鲜话题,本书进行了认真的探讨。本书共有六章,

秉承了从申遗到申遗成功后的保护与管理以及外延到与相关文化现象的互

动关系这样一条清晰的脉络,覆盖了杭州市世界遗产申报和保护工作中的

申报、阐释与宣传、社区参与、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与城市文化的关

系、网站建设等多个重要领域。浙江工商大学教师钟玮撰写了本书第一章、

第三章和第四章,英国伯明翰大学铁桥国际文化遗产研究所(Ironbridge

InternationalInstituteforCulturalHeritage,UniversityofBirmingham)

博士研究生韩嫣薇撰写了第二章,浙江工商大学教师庄欣撰写了第五章,浙

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教师余燕红撰写了第六章。

本课题组成员各展所长,努力写成此书,不仅仅是为了顺利完成杭州市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杭州市世界遗产申报和保护工作发展趋势研究》,

更是为了抛砖引玉,希望能与各位专家学者、热心读者一起为我们所热爱的

杭州市的世界遗产事业添砖加瓦。杭州市所拥有的这些世界级的文化遗产

将长久地存在,我们只是这些文化遗产存续演变至今的亲历者、参与者,我

们有幸做些力所能及的学术工作,为它们的可持续保护与发展尽一份绵薄

之力。其实,我们与九百多年前跟着大诗人苏东坡一起疏浚西湖的千千万

万劳动者何其相似,只不过他们肩上的扁担换成了我们双手不断敲打着的

键盘,我们同样默默无闻,但又都为自己能做些有意义的事而满怀喜悦,这

些永恒的文化遗产在我们大家的手中、心中代代相传,将来一定能更加璀璨

夺目!

钟玮、韩嫣薇、庄欣、余燕红

于中国杭州、英国伯明翰

2017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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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概述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与大运河(杭州段)已成功申遗。良渚遗址已“万事

俱备”,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努力争取获得中国每年一个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

名额①。杭州还有没有“潜力股”了? 有的———钱塘江海塘与钱江潮。“八月

十八潮,壮观天下无”,这是北宋大诗人苏东坡咏赞钱塘潮的千古名句。钱

塘江大潮号称“天下第一潮”,每年大潮来临,都吸引数十万游客争相目睹。

而与之相伴的是,千百年来生活在钱塘江两岸的劳动人民,以“愚公移山”般

的精神,一代又一代人不曾停歇地奋力修筑着钱塘江海塘,薪火相传,竭尽

所能,为的就是把汹涌的钱塘江水(尤以钱塘江大潮的破坏力为最巨)化害

为利,建设美好的家园。如此天下奇观,如此伟大的水利工程,能否成为杭

州的又一处世界遗产呢?

2014年年初的杭州市政府与杭州市政协工作协商联席会议上,共同确

定把“钱塘江运河西湖沿线景观与文化资源提升利用”作为2014年重点协

商议题。市政协高度重视,并把它列入常委会工作要点。围绕这一议题,杭

州市政协城建委、文史委牵头组织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形成阶段性成果,并

提出了针对性建议。2014年9月15日,杭州市政协召开十届三十九次主席

会议,就“钱塘江运河西湖沿线景观与文化资源提升利用”议题协商议政。

原杭州市政协主席叶明出席并讲话,他指出“钱塘江运河西湖沿线景观与文

化资源提升利用”是一篇大文章,具有重要价值。会上,委员代表、相关单位

和专家踊跃发言,建言献策。杭州市政协文史委认为,钱塘江海塘和钱江潮

是数千年以来,钱塘江两岸人民与大自然共同创作的一件 “杰作”———钱江

潮是天下奇观;钱塘江海塘跟长城、大运河并称为我国古代三项最伟大的工

程,与大运河一样,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巅峰之作,尤其是清代钱塘江沿

岸的“鱼鳞大石塘”,更是将传统海塘工程技术发展到了最高水平。杭州市

政协文史委建议,杭州与海宁整合资源共同申报世界遗产,可以将钱塘江海

塘和钱江潮以“文化景观”类型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遗产申报名称可以暂

① 在目前阶段,为了平衡世界自然遗产与世界文化遗产的数量,世界遗产委员会

规定,每年每个国家的两个申报名额里,有一个必须是自然遗产,还有一个可以是文化

遗产,也可以是自然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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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钱塘江海塘(钱江潮)”。遗产申报范围选取保存较好、遗产点较丰富、

地段比较重要的钱塘江北岸海塘(起点为西湖区转塘狮子口,终点为海宁市

盐官镇)。浙江省钱塘江管理局相关人士提出,杭州现存钱塘江古海塘本身

承载的文化价值不可忽视,如果条件成熟可以申报世界物质文化遗产。杭

州市园文局相关人士表示,在钱塘江沿岸,除抢修了钱塘江大桥、六和塔、之

江大学旧址等一大批重要的文保单位外,他们还十分关注钱塘江海塘工程

和围垦文化。在第五批市保护单位中推荐了“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围垦历

史遗迹(3号大堤、创业1号闸)”。这是杭州首个与围垦文化有关的文保单

位(杭州网,2014)。

2015年5月25日,杭州市政协组织委员视察钱塘江古海塘,叶明指出

钱塘江古海塘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刻不容缓。委员们建议:国家文物局尽快

将钱塘江古海塘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加强对钱塘江古海塘

(包括钱江潮)保护和申遗工作的指导和支持;建议国家文物局尽快将其整

体(包括钱塘江两岸各区域各时期的海塘)纳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海宁段已是国保单位),制订相关的全面保护规划,并给予专项保护经

费;水利部会同国家文物局组建专家组,编制钱塘江古海塘修缮保护技术规

范,指导钱塘江古海塘的保护和修缮;加强对钱塘江古海塘的研究和宣传

(人民政协报,2016)。

2016年9月19日,由杭州市政协、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共同主办

的“钱塘江海塘保护与申遗”研讨会暨2016年杭州文史论坛在杭州举办。

来自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杭州文史研究会、浙

江省钱塘江管理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等科研院所及政府机构的近

百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畅所欲言,为钱塘江海塘的申遗出谋划策。专家

们讨论了相关文物的保护、完整文化内涵的发掘、世界遗产申报的可能类型

等有关申遗的各方面情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叶明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可以说,钱塘江海塘对杭州而言,是守护城市生存与发展的坚强卫士。它

不仅捍卫了杭州城,也保障了太湖南岸及宁绍平原的发展,保障了运河江南

段的沿用,保障了宋代以来国家财赋的积累,促进了江南地区的经济社会文

化发展,发挥了多方面的巨大作用。……钱塘江海塘是数千年来钱塘江两

岸人民与大自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创作的一件杰出‘作品’和系列遗

产的代表作,具有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符合世界遗产的第四、第五、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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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这三项标准,价值内涵完全符合‘世界文化景观’的标准。”(骆阳,2016)叶

明认为钱塘江海塘应该及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1.2　钱塘江海塘和钱江潮简述

本节侧重于从申遗的角度对钱塘江海塘和钱江潮予以简介,为下节探

讨申遗的可行性做准备。

1.2.1 钱江潮简述

涌潮是一种自然现象,世界上有涌潮的河流很多,如巴西的亚马孙河、

中国的钱塘江、法国的塞纳河、英国的塞汶河和印度的恒河等,其中巴西的

亚马孙潮、印度的恒河潮与中国的钱江潮,并称为世界三大强涌潮。钱江潮

是世界三大涌潮中最具观赏性和规律性的涌潮,一线潮、碰头潮、交叉潮、回

头潮……千变万化的涌潮,加上冲击海塘时的磅礴气势,成为每年世人争相

观赏的奇景。钱江潮的形成是由诸多因素综合而成:天体引力和地球自转

产生的离心作用,杭州湾特殊的外宽内窄、外深内浅的喇叭口地形,以及夏

秋之交东风或东南风盛行(周光明、李振玲,2007)。

随着人类活动的大幅度增加,钱江潮也受到了各种影响,这是不可避免

的,绝大多数申报世界遗产的自然遗产、文化遗产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关

键是要厘清问题,把不利影响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钱江潮受到的人类活

动影响主要有以下几项:(1)钱塘江该区段内以杭州湾跨海大桥、嘉绍大桥

为代表的众多桥梁的建设对钱江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客观地说,大桥的

设计方已经在工程技术允许的范围内,想办法尽量减少了对钱江潮的影响。

总长36公里的杭州湾跨海大桥有两处分别宽448米和318米的桥下通道,

为钱江潮和海轮的通过留出了空间。嘉绍大桥水中区引桥大量采用大直径

钻孔桩,单桩混凝土灌注量超过1300立方米,为目前世界直径最大的单桩。

这项技术创新,既解决了受重力的问题,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阻水面积,从

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钱江潮的影响。(2)嘉兴澉浦以西钱塘江两岸围垦

海涂80万亩,使八堡以上的河道变窄变弯曲,造成进潮量减少。

钱江潮是一项自然景观,申遗时主要考察的是它相关自然科学领域的

价值。但是,充分发掘它实际存在的文化内涵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与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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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潮相关的诗词歌赋(比如苏东坡的相关诗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钱江观

潮习俗),应该得到充分的收集、整理和阐释。

图1-1 杭州萧山美女坝观潮(来源:人民网)

1.2.2 钱塘江海塘简述

“有历史记载以来,钱塘江平均2.7年中就有一次大的洪涝灾害、3.4

年中就有一年大旱灾、7.3年中有一次大潮灾,特别是河口地区,潮强流急,

风潮洪涝灾害不断,这都足以说明钱塘江水患之严重。”(席晓蕊,2015)千百

年来,为了治理钱塘江水患,在钱塘江河口两岸修筑起了凝聚千千万万劳动

人民血汗与智慧的钱塘江海塘,它与长城、大运河并称为我国古代最伟大的

三项工程。

钱塘江海塘为钱塘江河口防洪、防潮江堤的习称。在历史上,钱塘江古

海塘屡建屡毁,营筑难度极大。早在两千多年前,生活在钱塘江两岸的人们

就已经开始兴建海塘。东汉建安十一年(206年)在钱塘县(现杭州)就已出

现了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条土塘。至唐代,钱塘江两岸已筑起大量土

塘。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王钱镠在杭州发明用竹笼装石堆塘,并以木桩固定

的筑造方法修筑“竹笼石塘”结构的捍海塘,使抗潮能力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春宏指出:“古代海塘

历经吴越竹笼石塘到北宋叠砌石塘、陂陀塘,南宋纵横石塘,再到明清鱼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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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塘等发展历程,每一种塘型都代表着一定时期海塘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李宏,2016)虽然海塘修建技术不断改进,但由于钱塘江河口潮强流急,滩

岸涨坍变化频繁,海塘仍然常常崩塌。直到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黄光

升在海盐创建五纵五横重力式鱼鳞石塘,海塘修建技术才有了质的飞跃,从

此开始逐步扭转钱塘江海塘步步后退的局面。至清代乾隆年间,钱塘江海

塘的修筑工程达到鼎盛。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其中有四次亲自巡视海塘,体

现出他对海塘建设的高度重视———他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希望能

“一劳永逸”地修建起坚固的海塘。这一时期的海塘修筑技术已日趋完善。

塘基采用5米多长的粗木料打成“马牙桩”“梅花桩”等不同类型的桩,塘身

采用尺寸统一、六面平整的大条石干砌,纵横排列,以糯米浆拌石灰灌缝,取

铁锭等部件相连。石塘内侧筑土堤防渗,外侧底部设砌石护坦,护坦外侧再

用木排桩保护。至乾隆朝晚期,沿着钱塘江终于建立起280公里坚固的鱼

鳞大海塘,史称“根基巩固、表里坚凝、严若长城”。历经明清两代,前后修筑

时间长达250余年,耗费巨资建成的钱塘江鱼鳞海塘,在世界海塘建筑史上

被认为是一项杰出的创造。

时至今日,现存钱塘江古海塘中,除了西江塘仍作为一线海塘发挥着重

要作用外,其余基本随着江道变迁和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大规模治江围垦

而逐步“退居二线”,很多已掩埋地下。目前,杭州和海宁是钱塘江北岸海塘

保存最好、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区段,两地仍保留着较为完整的海塘遗迹。

杭州市的吴越海塘、明清海塘和海宁的鱼鳞海塘,是中国海塘建筑史上最有

代表性的两个历史阶段的实物遗存。1983年7月在杭州江城路铁路立交

桥施工工地首次发现五代吴越捍海塘遗址。2014年6月5日至11月15
日,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江城路上原江城文化宫所在位置(位于

1983年发掘地点以北1公里处)的又一段近10米的吴越捍海塘遗址进行

了考古发掘。据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郎旭峰介绍,“五代吴越国

捍海塘遗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并保存完好的最早海塘实物,对研究唐

五代土木工程技术和海塘修筑技术具有重要价值”(浙江在线,2015)。杭

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还分别于2014年和2015年在杭州吴山东部的平安

里和萧山塘湾村发现了“柴塘”的实物遗存,证实了原先只见于文献记载

中的“柴塘”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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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2014年杭州江城路吴越捍海塘遗址发掘现场(来源:浙江在线)

  钱塘江海塘是一项文化遗产,它在申遗时的工作要点是要能够完整阐

释它的文化内涵与社会价值、原真性与完整性。当前,首先要做的是及时采

取措施,最大限度地保护好现存的钱塘江古海塘———大量古海塘遗址正经

受着自然的侵蚀和人为活动的破坏。一旦古海塘遗址受到的破坏超过一定

程度,原真性和完整性将荡然无存,文化内涵也将“随风飘散”,申遗便是空

谈了。第二,现在开始就要广泛收集、整理与钱塘江古海塘有关的政治、经

济、文化、科技各领域的资料,从而在申遗时能完整地阐释钱塘江古海塘的

内涵与价值,说明钱塘江古海塘是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典范。

1.3　钱塘江海塘和钱江潮申遗可行性浅析

1.3.1 钱塘江海塘和钱江潮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

任何一项文化遗产或自然遗产想要成为世界遗产,必须要能充分论证

自己是具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制定的《实施<世界遗产公

约>操 作 指 南》里 所 要 求 的“突 出 的 普 遍 价 值(OutstandingUniversal

Value)”。以下是它的定义。

OutstandingUniversalValue meansculturaland/orna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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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ce which isso exceptional asto transcend national

boundariesandtobeofcommonimportanceforpresentandfuture

generations of all humanity. (UNESCO 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fortheProtectionoftheWorldCulturaland Natural

Heritage2011:14)

突出的普遍价值是指(遗产的)文化和/或自然的重要性是如

此的卓越以至超越了国家的界限,并对现在和未来的全人类都具

有普遍的重要意义。

图1-3 世界遗产与其他各类遗产的等级关系

(来源:PreparingWorldHeritageNominations)

认真理解《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里“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定义

之后,我们可以把它直白地解释为:“突出的普遍价值”就是指某项遗产的重

要性达到了全人类顶级卓越的程度。图1-3很明确地印证了这一直白的解

释。“突出的普遍价值”是一个貌似主观性很强的概念,但是,专家们为它在

实践中的评判制定了三个严谨的客观要求,缺一不可(图1-4)。这三个客观

要求分别为:

(1)符合世界遗产评选标准中的一条或几条;(2)具有完整性和/或原真

性;(3)符合相应水准的保护和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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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突出的普遍价值”构成图(来源:PreparingWorldHeritageNominations)

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三个客观要求出发,探讨钱塘江海塘和钱江潮所具

有的“突出的普遍价值”。

第一,钱塘江海塘和钱江潮符合世界遗产评选标准中的第一、四、五、七

条。评选世界遗产,十条评选标准中最少只需符合一条就可以满足这个客

观要求。所以在讨论这一客观要求时,我们不必贪多求全,关键是充分阐述

我们自己提出的主张,使世界遗产委员会委派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和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评审专家能够信服、接受。在最后形成的评估报告中,评

估专家会对我们提出的主张逐一评判,加以取舍。如果评估专家认为钱塘

江海塘和钱江潮还符合其他的评选标准,他们也会予以补充。评选标准第

一条的关键是要求某项文化遗产不仅是人类创造力的结晶,还要达到被举

世公认为天才般的杰作的水平。运用鱼鳞石塘的技术所建造的明清古海塘

通过充分论述其技术特点和使用效果是完全能够满足第一条评选标准的要

求。评选标准第四条的关键是要求某项文化遗产其杰出的建筑物能展现出

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的阶段。以巍峨绵延的明清鱼鳞大石塘为代表

的钱塘江古海塘在规模上已经足够杰出,而且,它还能作为一个重要的物

证,向世人展现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康乾盛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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