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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它们承载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足迹。中华文明

是世界文明史中惟…没有中断、连续 5000 年发展至今的文明奇迹。在华夏民族漫

漫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先祖用他们的智慧创造了无数灿烂的华夏文化，给我们

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文化遗存最丰厚的国家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在各个历史时期得到了各级政府和

文博工作者的关注和重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地的文博管理机构逐步健全，

管理队伍不断壮大，文博专业人员的技术水平不晰提高，保护能力持续加强，法律

法规逐步完普，各项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广大文博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国

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逐步走上了健康有序的持续发展之路。

编缉出版《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成就通览))，目的是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

划单列市和港澳台地区若干年来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全面系统地进行一次大的总结，

以相互交流学习，借鉴先进经验，提高保护能力，进一步推动我罔的文化遗产保护

事业。

本书的综述部分全面总结了我国的遗产保护工作主要内容、取得的成就、文化

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外宜交流及管理体制和法规建设:

各省文化遗产保护成就部分是各省文物局(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文物

局、港澳台文物管理部门和专家学者)对全省(市、区)文化遗产保护成就的集中总

结;

根据文博工作者的实际工作需要，我们在附录部分载录了多种信息资料，以方

便大家的查阅使用:

为了体现文博单位和相关服务企业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出的贡献，本书刊载

了部分单位的工作成就和形象展示。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各省、白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室和港澳台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民:文物管理部门，部分文博单位和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如果通过本书的出版，能够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的相互学习、交流提高有所

禅益，对进一步推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有所帮助，我们将 l'分欣慰!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成就通览》编委会

2007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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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回文化i最产保护现状及成就概述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及成就概述

中国文物与文化遗产概况及其保护的重要意义

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遗产:中国文物与

文化遗产概况

中国是一个据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文

明市罔。

中国的总体地势两商东低，地形十分复杂，气候类

型多种多样。与自然环境的复杂性相对庇，中国的自然

资源也极为丰富多样，为中国人民的生产、生活与文化

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条件。很早之前，中国就形成了多元

一体的文化格局，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共间开发了中

国的山间，创造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并在长期的历史

发展中汇合成伟大的中华民族和灿烂的中华文明，留

F 了丰厚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目前中国在北方的问北阳版泥河湾和南方的云南

元谋等地都已发现有距今大约 20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

早期人类吊功的遗存，并且出土了几乎可以代表人类

进化过程巾每一个重要环节的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

的古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选存，不仅证明人类增祖从遥

远的洪荒时期就在东亚大陆栖息繁衍，而且也证明中

国是人类重要的起源地之一。从考古发现的证据可知，

中国有着极为发达的史前文化，是原始农业、畜牧业和

手工业的重要发生地，是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

大约到公元前21 世纪，中国历史文献记载

的第一个::E朝一一夏朝建立，夏商用等中央王国相继

在中屈地区确立其在中国早期文化中的优势地位;公

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中国后，中国第一次出现

了政治与文化的大一统局面，此后则是长达 2100 余

年的封建王朝统治，直至 1911 年卒亥革命推翻帝制，

创立民国，中国又获得新的历史起点。而 1949 年中

华人民共和罔的建立，更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光辉前景。

与世界其他文明古国相比，古代中国文明具有如

下鲜明的特点:是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本地性和独立

性:二是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二是形成并保持了民族

团结和国家统…的传统;因是文明昌盛发达，并在相

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

十分最耍的贡献。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的先民用自己辛勤的劳

动和卓越的智慧，创造了辉煌灿烂、举世瞩目的中华文

化，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物古迹。与中华文明韶百万年

的根系、 t万年的文明跑步、五千年连续不断的传统相

对应，中国的文物也是世代留存，从未间断，其数量之

多，规模之大，品类之丰、技艺之精、价值之高，堪称

独领风骗。根据国家文物间的最新统计，目前中国已知

的地上地下不可移动文物(包括宙遗址、古墓葬、古建

筑、纪念地等)有 40余万处，馆藏的各类PJ移动文物

超过 1000万件。对各类;重要的选址、遗迹等不可移动

文物，中国政府采取分级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方式加

以保护，目前全回共有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6 万余

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000余处，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2351 处。对各类重要的可移动文物，亦根据

其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大小，分别定为…级文物、

二级文物和三级文物，统称之为珍贵文物，以区别于一

般文物。中国的长城、故宫、秦始泉陵、布达拉宫等27

处文物古迹被联合罔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或者

文化景观、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加上 4 处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的自然遗产，总数达 32 处，位列世界第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从上世

纪50年代起，我国对各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化进行了记

录调菇，出版了《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和《中

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等。改革开放以

来，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共同发起了"十部中

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蝙篡工作。截至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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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已出版 224 卷(近 4 亿字)，全部出版工作按计划

将于 2006 年完成。

2003 年初，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国家民委、中

国文联共同实施中罔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采取试

点先行、以点带丽的工作方式，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

开，并设立了"保护工程"专顷资金。

2006 年 5 月，国务院公布了第…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春节、中秋、端午等传统节日，臼

蛇传、梁祝、孟姜女等传说、民间故事，关桥杂技、

少林功夫、苏绣等绝活儿，格萨尔、蒙古族长调、

伺族大歌带少数民族世代口传心授的绝技等共518J页榜

上有名。

目前，第工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申报

评选工作已经启动，预计在 2008 年公布。问时，

国各省建立省级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工作制已经

全面启功。

2003 年 10 月，第 32 崩联合阁教科文组织大会上

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国自始至终

积极参与了《公的》制订工作的金部过程。 2004 年

8 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正式加入了《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0 2000 年，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启动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选产代表作"项

目， 2001 年 5 月我国的昆曲艺术名列第→批 19 个代

表作名单之中， 2003 年 11 月我国的古琴艺术又名列

第二批 28 个代表作名单之中， 2005 年 11 月，新踊

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蒙古族长调民歌入选第三批"人

类口坡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二、中国文物的历史、科学与艺术价值

文物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是各个历史时

期的社会制度、杜会生产和生活、精神文化及信仰的

物证。中罔历史久远，拥有丰富的文物资源，因此，

中国文物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见证，它可以帮

助人们认识和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维系历史记忆，

维护民族团结。特别是对于文字记载发明以前的历

史，文物几乎是人类追溯往古的惟…凭证。

云南元谋出土的元谋人的牙的化石以及河北泥河湾

地区大量距今将近 200 万年的人类遗存的发现，证明

了在人类起源与早期演化阶段，人类的祖先就巳经在

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活着:北京人头蘸骨的发现及文化

油物、遗峰的发掘，使我们了解到距今的 30-60 万

年前我们的祖先居住在~t京周口店的龙骨山上，活动

在华北平原的西北部。打制石器、灰烬层及共生兽骨

动物的发现，反映了北京人的生产、生活状况。而

旧有梅时代晚期蹦布华南华北的大量考古濡存，则为

研究早期智人及华夏先植的形成与扩散和其文化的演化

提供了实物证据 o

距今万年左右的陶器、束、泰、水稻等i嚣存以

及大量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现，不但表明中国

是粟、泰、水稻和鸡、狗、猪等动植物的早期驯化

地之一，而且为研究农业和商牧业的起源与发展、农

村聚落的形成及其由简单到复杂的演进过程提供了…整

套的科学资料，加上以裴孪岗时·代、仰韶时代和龙山

时代发达的史前诸文化，使中国成为认识农业村落和

城市与文明社会之起源的重要地区。

黄河中游地版的二黑头、二果冈、殷墟等遗址特

别是股墟印骨文的发现，不但使中国文献记载模糊不

清的早期历史得到证实，而且将华庭文明传统与史前

时期接联系起来，使中国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

的从史前到现代未曾中晰、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从

丽为揭示人类杜会和文明的发展规律提供了一个宝贵的

认识对象。

著名的陕西周脱遗址、丰铺遗址，秦汉以来的咸

阳、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北京等历

史古郁，以及山东|恼淄春秋齐国墓地的车马坑、战国

时期的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临海秦兵马俑、民;沙马王

堆、河北满城和临yfi银在山的汉慕及广州、|南越王基等

出土的大批文物，大f量的黑家陵寝、园林、各种各

样的手工业遗迹等等，向世人展现了我国周、

汉、腐及历代政泊、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等11面

的真实情况，为我们研究、探索这一阶段历史的发展

和文明的进步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

在大量的古代文物中，历代的艺术珍品数不胜

数，比如史前时期仰韶文化的精美彩陶、红山文化与

良洛文化独特的玉器、商周狞厉的青铜器及其位饰、

甘肃的东汉铜奔马、洛阳与西安等地发现的唐三彩陶

俑、陕西出士的肩金银器等，反映了古代冶炼、铸

造、雕塑等凝聚着历代能工巧匠积累起来的手工业和

工艺美术方面的高起技艺，有着l惊人的艺术之类，时

隔千年，仍然让人叹为观止。

新疆汉唐时代丝绸之路沿渝的遗址和慕葬中，出

二七了大批当时的日常生活用品和各种纹织品及古代文书

等重要文物，为研究汉唐以来丝织工艺的发展历史及

中四文化交流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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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各个时代遗留下来的绘画、雕塑‘、陶瓷和

古建筑，把中国古代传统艺术具体而形象地展示出

来。其中就给丽而言，从原始社会陶器上的彩给、奴

隶社会商代楼器上的纹饰、春秋时期慕棺上的彩画，

到封建社会秦汉漆绘、西汉白面、魏晋画像砖、唐

代堕|叫(如敦煌赔画)乃至宋、元、明、请各代

流传于世的名家字画，反映了我国绘画艺术历史的发

、展过程 o

中罔文物崛起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

国历史上的许多发明创造都曾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刑，

对世界科技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o

中国本地驯化的大米、小米是中国对人类的熏大

史前时期以兴降洼文化为肇始、以在I山文

化和良洛文化为高峰的中国史前玉器文化不仅是人类玉

石文化的源头之→，也是其辉煌的顶峰之一。

进入历史时期，长期的稳定繁荣和频繁的文化交

流使中国文化为人类进步做出了更加杰出的贡献。

任考古学家多次发掘出士的西汉纸说明，中国在

西汉时期(公元前 206…公元 25 年)即发明了造纸

术，东汉的蔡伦改进和推广了这…技术，纸的应用更

加广泛。纸在 12 世纪传到阿拉伯，以后又传到欧洲。

纸的出现使书写材料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对人类文明

与文化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印刷术亦是中罔古代四大发明之…。从史前陶器

上的儿伺印纹、商周青铜器上的模印纹饰与铭文、秦

汉在封泥与纺织品等 t的印章与按印织样，到早庸珍

贵的纸质佛经印刷品的发现，说明至少在庸代 (618一

907 年)前期中回雕版印刷术就已经成熟并牙始比较

普遍的运用。北宋时 (960 → 1127 年)毕升又发明

了活字印刷。从此印刷术不断完善，井传入朝鲜、日

本、越南等国，又经阿拉伯地区传至欧洲|。印刷术

对t址界文化的传播、交流与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

用，是世界文化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

中国是世界上养蚕、缆线、织绸最早的国家，被

誉为"丝国飞考古发现表明，五、六千年前中国

先民已知破茧取丝、用丝;四千年前己会缆丝、织

自 o 二、二三千年前的商用时期，己能生产续、罗、

纱、纳、绢、锦等众多丝织品，织出的纹样复杂、

，说明当时练丝、染给技术已达一定水平。

汉代纺织机具有了很大改进，马王堆汉墓等发现说明

当时不仅能生产薄如蝉翼的罗、纱，而且可以织i提出

色彩丰富的提花经锦。隋唐以后织锦技术有了飞跃，

出现了省时省力、色彩更加丰富、结构更加合理的纬

锦织品。汉庸时期纹织品循着古代著名的丝绸之路运

销到西亚、阿拉伯以至北非、欧洲等地区，促进了

中西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交流。

中国被称为"瓷器的祖国"。陶瓷烧制技术在中

罔历史悠久。约一万年以前，中国的古代先民们就已

发明了陶器，中国是世界上陶器起源最早的地区之

在稍后的中国新石器时代选址中彩陶、黑陶、白

陶等多有发现。商代原始瓷的发现说明距今三千多年

前的商代己开始烧制原始青瓷。此后两汉到魏晋的背

在;唐代臼瓷、秘色棱:众多帮口的宋瓷以及丰富

多彩的冗明清瓷器及烧墙瓷器的工具、窑口等在考古

调查和发掘中都有大量发现。精英的瓷器不仅是实用

的生活器皿，而且是价值很高的艺术品。汉唐以来，

中国瓷器大最外销，制瓷技术tß传到世界各地。瓷器

的发明使人类的物质生活发生了质的飞跃。

中国也是世界上种茶、制茶和饮茶最早的国家。

但茶在早期是被当作药饮。约在西汉时期，茶便成了

饮料。庸朝时，饮茶风气非常普蝠，饮茶的方法也

与今天有所不同，要加许多调料。到元朝以后，饮

茶方法革新，与今天的饮茶近似，茶的种樊也越来越

多。与饮茶不可分割的饮茶具更趋考究，茶具巾的瓷

碗、盏多有发现，它们构成了茶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茶在唐代首先传入日本，十七世纪时中国茶

叶开始销往欧洲，受到各国人民的赞赏，成为当今世

界广为人们喜爱的饮料之…。

一3一

中国出士的文物中，反映天文、历法、数学、

化学、物理、机械、建筑、农学、生物、医学的

遗物十分丰富，它们不仅是中国的文化域产，

人类的珍贵历史遗产。 j哀些发明创造如今日是世界文

化遗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1987 年，中国加入《保

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以后，至今已有 27 项

文物古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

周口店北京人选址发现于 1921 年，位于北京房

山墙内。 20-30 年代中外科学家进行了长期的联合发

掘和研究。 1929年中国考古学家装文中发现了第 a个

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从那时起至今，在周口店

共发现约40个以上北京人个体化石用火遗迹和大量石

器及各类遗物。经研究和鉴定，北京人生活在距今约

30-60 万年前，属直立人。他们过着以狗猎为主的洞

穴群陌生活，能够使用和制造粗糙的石质工具，

学会用火。周口店遗址的发现为研究人类的起源、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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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进化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科学资料。

民;城是中国古代的军事防御工程，始建于2000 多

年前的战罔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列国长城迎

接起来，形成横贯东西的完整的军事屏障。明朝时修

筑的长城保存最为完好，全长1. 2 万多华里，长城气

势宏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

秦始皇陵是中国历史上第…个黑帝赢政的陵墓。

位于陕两l恼撞县骗山北髓。陵罔为二士t筑长方形重城，

内外城四面各启辟丰…

E里注覆斗形 o 经实测商 5盯l 米多，边民 350 米，宽 345

米。陵园东边有始皇诸公子、公主的殉葬墓和埋置陶

俑、活马的从葬坑群。兵马俑坑位于陵回东 1200 米

处，一组四坑，虽南北两行排列。三个坑中大约埋

葬帘陶俑 7000 个、陶马 642 匹、战车 130 辆。为

数众多，造型精英的陶塑兵马俑面向东方，气势磅

楠，威武雄壮的军阵场回再现了秦军的雄伟气派。雕

塑陶俑性格鲜明，形象生动，崇尚写实，手法严谨，

为秦代雕期艺术的杰出作品。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位于甘肃敦煌县城东南25公

里鸣把Þ LlJ东麓的断崖上 ， L下五层，陶北长约 1600

米，始甜于前秦建元二年 (366 年)，后约十六园、

北魏、四魏、北周、隋、庸、五代、宋、西夏、

元等朝代相继开凿，形成一座内容丰富，规模宏伟的

石窟群。至今仍保存有洞窟 492 个，睹，因 45000 平

方米，彩塑 2415 身，庸宋木结构窟檐 5 膺，建花

柱石和铺地花眼数千块，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

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

布达拉宫是中国四藏著名的白壁建筑群，始建于

7 世纪， 17 世纪中叶由五肚达赖喇嘛意建，后历t政扩

建。主体建筑依山叠刷，殿宇宏大，金顶辉煌，

势雄伟，儿乎占据了耀个山岭，是一藏族古建筑的精

华。殿内 i意存大最佛像、撤回、庸卡、经卷和工艺

品等，还有明代以来各种中央政府封赖达赖喇嘛的余

册、玉册、金印等，表明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

的隶属关系 o

北京的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亦称紫禁城，坐滞

在北京市中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

代木结构建筑群和皇家宫殿群。故宫占地 72 万平方

米，有富殷楼阁 9900 多间，建筑面积约 15 万平方

米。其建筑布局分为外朝和内延两大部分。外朝由中

轴线上的前三服和两侧的文华殿、武英殿组成，其中

的太和殿最为雄伟，国阔 11 间，深 5 间，通高 35

-4幽幽

、四六宫及御花回等组成。故宫集中

国古代建筑之大戚，充分体现了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

地位。

除此以外被列入《世界谴产名录》的中国文物古

迹还有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曲阜孔庙、孔府、

孔林、武当山古建筑群、庐山、苏州古典园林、平

遥古城、丽江市械、北京的天坛和颐和阔、云冈石

窟、龙门石窟、安阳殷械等。它们因其"突出而普

遍"的价值己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

遣产。

二、古玩·文物·遗产:不断进步的文物

保护理念

人类从根早的时候韶就产生了对前代遗存的最仰

和珍惜之情。伊拉克西帕尔遗耻出土的…·块大约公元

前 2500 年以前的巴比伦时期泥版文书记载了古巴比

伦最后一位阎王那被尼德 (Nabonidus) 亲自在供

奉太阳神的沙马什神庙慕址上发掘，寻找古代的遗

物，试图了解到底是谁建墙了这个庙堂。 这可能是

人类历史上最早被记载的考古行为。那波尼憾的女儿

南娜(i galdi 一Nanna) 收集了大寰的古物，并把

它们展出在马尔 (Ur) 城中当时的巴比伦王国的…

个博物馆里，这个博物馆乃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博物

馆。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修背底德 (Thucydides ， c. 

460-395BC) 曾经记载过希腊人发掘爱琴海中德罗斯

岛 (Delos) 上一个古代墙址井试图用当时的世界

观来解释它们的情况。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学者与黑帝

曾经尝试比较系统地搜集古代的文物，进行带有研究

和教育性质的展示。今天英文的博物馆 (museum)

一词就源自当时学者收集和存放古代器物、建于哑历

山大城的缪斯堂 (musee) 的音转。

在古代中国，统治阶级和的史学家也试图用古代

的遗物和城市的废辘来构筑臼日的祖先的生活，其中

最著名和最有代表性的是九鼎的传说:有德而首得天

下的大禹用各地贯金铸造了代表天下九州的九鼎:夏

朝衰亡了，鼎被商人所得 1 商人衰亡了，鼎被周人

所得。这里九鼎的传承显然已被视为天下即王权的合

法性的传承了。据《左传》记载，当东周:f.窒衰微

时，楚王静遣使向周王问九鼎的轻茧，结果受到了王

孙满的讥评。楚王视制天下的意图在此是再明显不过

了。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指出，在古代的中罔"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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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改朝棋代的人的第一件事是确实地拿到艺术珍品、

祭品和王京空器"。

中国考古中发现这样的例子甚至更早，龙山时代

的慕葬就曾经出二t过仰韶文化的遗物，据专家研究殷

睫的妇好墓中就有…些比自己早2000年左右的遥远的

东北地区红山文化的玉器，四周晚期的辘国贵族墓葬

中也w士了殷商时代的精美玉器。正象中国商周时代

叫句经常出现的著名的青桐铭文所说，对前朝的美好

器物，古人显然已经有了"子子孙孙成保用"的草
旧

"宝物"的传统并不能和今天的文

物保护同等而语，充其最只能被视为开中古董意识，

这些古代遗存只能被称为是古董戒者古玩。 i辛些东西

在统治者的手中，是赋予其身份地位和政权合法性的

某种依据;在文人商贾的手中，是一种奇情托宝的珍

玩。他们偏爱并保护的不是全部的古代选存，每当改

朝J矢代之际，胜利者除了留下那些可以为其所用的古

董之后，对于被征服者的文化遗产则往往采取犁庭扫

穴、夷其宗庙、毁其根慕的野蛮政策，使其"子孙

为 F夷之氏" J:不象天，下不仪灿，中不和民

而方;不)11m 时，不共神抵" (<<国 i吾·用语下>> ) , 

从而使战败者失去文化根基，永无复辟之日 o

在中罔传统文化发展最为精熟的宋代，在对古玩

的珍赏、把玩的基础 t产生了一

也主要只是对古玩的比较系统的分类、着录并附带有

一些考证和研究。

文物概念的产生是近代科学兴起与发展的结果。

诞生于近代西方的考古学，尝试用科学发掘和惭代的

办法获取古代遗存，井将那些古代的砖瓦与碎石、垃

班与珍宝都变成了科学地复原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工具，

这些占代的遗存也有了"文物"这 具有全新内丽和

意义的词汇。观念与社会的进步，又衍生出对文物进

行科学保护与展示传播等公益性的工作。在《小|玉i大

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中，词jJ再生先生对文物

的定义是"文物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遣留下来

的遗物、遗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的规定，文物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受

国家保护的文物的市罔包括一)古文化遗tJ!:、古

、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二)与京大历史

革命i草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建筑物、遗址、纪

念物兰)历史 I二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

术品四)重要的革命文献资料以及于稿、古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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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资料等五)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

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并特

别强调，具有科学价伯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

石同文物一样受国家的保护。文物概念的诞生无疑是

人类认识上的一次巨大的飞跃。文物的历史、科学、

艺术价倍的核心是科学，并进而从学术研究延伸出对

文物的展示与保护等。与文物有关的调查、发掘、记

录、保护、展示、传播等，形成了庞大的文博考古

行业，积祟起一批专门从事这些工作的专家、法律与

行规等。

但是，文物阶段的古代遗存及其相关工作主要仍

然是局限于专家和部门范畴之内 o 文物在本质上和全

人类有关，在科学民主的时代，尤其是进入知识经济

时代后，文物的概念需要普世化，对文物及其中蕴含

的信息、价值的发掘、研究、保护和传播需要更广

泛的杜会和公众参与 o 文化遗产的概念应运而生。

与文物相比，文化遗产概念的范围在扩展，可以

被作为文化遗产的对象比文物更加晋蝠，不仅是人类

过去遗留的物质性遗存被视为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

…·切与人类的发展过程有关的工艺、技术、知识、礼

仪、风俗习惯等也被视为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人们

对文化遗产的内容、其所包含的信息、价值等的认识

从而使这一概念所荷载的文化与社会等意义

更加普遍也更肌深刻，和当今社会的关联程度更加密

切，遗产己被视为社会捋续发展的宝贵的战略资源，

与其有关的知识、信息、观念等的传播讨论以及对其

保护利用的社会参与也更加普遍。

古玩…文物…遗产概念的发展逻辑不仅是人类历史

从古代经近代向现代的一个具体体现，而且和人类认

识由宗教向科学民主进步的过程具有内在的联系。概

念的递进不仪表后人类认识和处理自己历史的文化包容

'性在扩大，同时其态度和方法也更加科学和理性。

2006 年 6 月 10 日，我们刚刚过完了主题为"保

护文化遗产，守望精神家园"的中国的第·个"文

化边产日这个节日是…次文化遗产相关知识与理

念的大普及和…一次公众对文化油产保护的大参与。这

一活动必将开启中国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事业的一个新

时代。

囚、连接古今，沟通中外:中国文物的文化

交流作用

中国文物是中国和世界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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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其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趋势不断加

强的今天，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意义、文物作为人类记

忆凭证的作用和重要文化资源的价值在文化的继展与创

新、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及国际文化和学术交流中的

重要地位正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七所认识。有关中国

文物、中国考古和中国文明的问题及其在世界文化进

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多地成为跨文化、跨

文明对话和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议题，世界考古大会、

环太平洋史前学会、东亚考古学会、

国考古和中国文物的专题讨论。

日本、英国、美国等国家都有专门的学术组织成

机构研究中国文物考古和中回史，荣中学术交流委员

会曾经专门设立惟一的考古学分委员会，以椎动中美

考古学家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1 日本甚至成立了全

国性的中国考古学研究会，并出版专门的学术刊物。

通过罔际学术界的合作，对中国考古和历史的研究取

得了…批举世公认的学术成果，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

表的有关这一方面的文章d逐年增加，一些规模宏大的

高水平的专门著作也逐步产生，比如著名英国学者李

约瑟博士编著的《中罔科技史》就是很有影响的一部

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巨著。近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史》

的《先秦卷》和《秦汉卷>>，由于大量吸收了中国

新近发现的文物和考古资料，从而大大刷新了世人对

这…阶段的中国文明的认识。

中国政府积极制定相关的政策，为国际合作提供

充分的法律支持和保障。中外学者联合在中国进行的

多学科的国际性考古发掘与研究项目从无到有井边年增

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组织和资助f"，来自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考古学家共同参与了对古代丝绸之路中国

境内部分的考察和研究，并拟在此革础上组织海上丝

绸之路的考察和研究丁，作;中日学者在新疆、四川、

宁夏等地都进行了联合考古发掘，其中对新

疆尼稚遗址的发掘取得了重大成果。经中国国务院特

别许可和国家文物局批准， 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和日本奈良罔立文化财研究所对汉长安城进行

联合发掘。中美学者之间的合作往往倾向于以高水平

的理论方法和科技手段，共问探索人类起源、农业起

源和文明起源兰大为国际学术界广为关心的前沿课题，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以来，中美考古学家联合在问北

阳原泥河湾、河南商丘、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山东地区

等进行了长期的区域调查和系统发掘工作，许多项目

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果。

许多文物35萃之地，比如北京、承德、西安、

丽江、平瑶等已经成为人们休闲、观光的旅游圣地，

许多以收藏展示祖国文物为使命的博物馆等机构，则

成为传统工艺、文化遗产的科学研究、教育和文化创

新的基地，通过对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阐释与

传播，文物所体现的优秀文化传统已经深深地焰铸到

民族精神和公民素质之巾，对社会的全面协调持续发

展起到了积极的椎动作用。

同时，文物作为历史的物证，不仅连通古今，而

且沟通中外， 1莉饶文物的文化交流与宣传活动对增进

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认识和现解，推动不同文化之间对

话与融合，也阻到有力的椎动作用。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四方学生慕名来中

国学习考古和文物，中国也派出许多学生到西方国家

学习考市学、人类学和古代艺术。中国积极i敬请西方

学者来华访问、讲学，进行学术交流。由于西方罔

家大部收藏有中国古代文物并开设相关的科研教学项

目。因此也经常堪请中国的考古和文物专家去讲学和

进行学术交流，有的坯请中国学者帮助鉴定所收藏的

中国古代文物。

中国的文物古迹还吸引了无数外国游客来中国旅

游、参观α 如今中国已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文物旅游

大闹，而且游客人数正JÆ年增加。秦始皇陵兵马俑被

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很多外国元首访华时，都曾特

意参观秦始皇陵共马俑、故宫、长城等文物古迹。

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利用文物进行对外交流，积极

举办对外文物展览，以文物为信便，让世界了解中

国，让中国了解世界，加强了中国与西方的文化沟

通。从文革后期的 1972 年至今，中国在美国、英

国、法国、德固、 rffi班牙、瑞士、加拿大、懊大

利班、日本等等许多国家共举办了 1000 多个文物展

览，观众人数超过 1 亿人次。近年，为了扩大中国

对外文化交流，巾国先后和法国、，意大利、俄罗斯

等互办国家层次的文化年活功，其中文物艺术品展览

和传统文化的阐释展示表演占据了卡分重要的位置，

并取得了空前的宣传与交流效果，随着经济实力的不

断增强，中国的文化国力、优秀文化遣产也越来胧收

到各界的重视。

毫无疑问，文物已经成为不同回家、民族甚至是

不同时空之间的人们与文化相互认识与交梳的使者，

它拓宽了人类的视野，架起了人与人理解的桥梁，在

文化进步、体验型消费需求增长强劲的未来时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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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价值和作用将更加明显。特别应当提到的是，有

感于中国文物的重要性，许多外国机构开始直接参与

中国文物古迹的科技保护之中，比如近年中国与加拿

大签订了对三峡文物进行合作保护的协议，力日方坯为

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的科技保护实验室

补充、资助了实验设备:中罔与窟大利政府合作建立

了陕西西安文物保护修复巾心和中国文物研究所中意文

、物保护修复培训中心:巾德文物保护专家联合对秦始

烹兵马俑表面彩绘脱落进行了保护研究，取得了突破

性进展:中国和中亚各国共同开展妓绸之路附统文物

的保护和联合申遗工作:对世界著名的文化遗产敦煌

莫高窟的保护，中阔也与美国、日本进行了深层次的

国际合作，对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庸代大

明宫遗址等进行保护，联合举办文物保护知识讲座，

培养巾国的文物保护专业人员。中国还与美国、澳大

利班等国家合作，融合东西方的经验，共同研究制定

《中国文物保护准则))，与秘鲁、意大利等签署了合

作打击文物走私的双边协定。

中国文物报社 曹兵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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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物保护管理体制与法规建设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和文物大国，中国人民和

历代政府都十分注意收集和保护文物。新中国成立以

来，党和政府更是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不断健全文

物保护管理体制，完善文物法律法规建设，为文物保护

工作的发展奠定了照实的基础。

一、中圆的文物保护管理体制

我国文物行政管理体制采取属地管理、分级

负责的原则。目前，在全国中央和地方都建立了文物保

护管理的行政机构和保护研究机构，初步形成了一支

具有较高思想、业务索质的专业队伍和较为完整的文

物保护管理体系。

回家文物周

国家文物局是负责国家文物和博物馆方面工作的

行政机构。国家文物间的主要职责是一)研究拟定

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方针、政策、法规和规划，制

定有关的制度、办法井监督实施。(工)指导、协调文

物的管理、保护、抢敬、发掘、研究、出境、宣传等业

务工作。(三)审核、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承

担历史文化名城、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相关审核、申报

工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审核戒审批企罔重点文物的

发掘、保护、维修项目。(四)指导大型博物馆的建设

及博物馆问的协作、交流。(五)研究处理文物保护的

重大问胞对育处盗窃、破坏、走私文物的大案要案提

出文物方面的专业性意见。(六)研究制定文物流通的

管理方出审批文物出口鉴定机构的设立和撤销。(七)

编制文物事业经费预算，审核划拨并监督各项任费使

用情况。(八)统筹规划文物、博物馆专门人才的培训1;

组织指导文物保护和博物馆方面的科研工作。(九)管

理和指导文物、博物馆外事工作，开展对外合作与交

流。(个)承办罔务院和文化部交办的其他事顷。

国家文物周内设机构有:办公安(政策法规叶、外事联

络司)、文物保护司、博物馆司、直属机关党委(人事

劳动词)、机关服务中心等。

我国幅员辽阔，各t也历史、经济、教育、文化等背

景不同，地上、地下文物，以及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功

文物的存量和布局也不间，文物保护工作只有国家文物

局负责是届远不够的。《文物保护法》规定，地方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敢担文物保护工作的部门时本行政区

域内的文物保护实施监督管理。健全文物行政管现机构

是文物保护得以加强和改善的…个草要条件。目前，全

国有北京、上海、陕西、LlJ四 4 个省市设有独立建制的

厅级文物周， 10余个省市区在文化厅内设立面1]厅级文

物间，其他则在文化厅内设立处级的文物机构。市、县

两级文物管理机构更为薄弱，有的地方将文物与旅游、

体育、广播电视等合并在一起，文物部门只是整个机构

中的一部分，在机构改革中，有些省市县的文物行政机

构坯被撤销、合井。文物行政管理力量还相当薄弱，机

构不健全，人员偏少，权力难以行使。尽快落实《文物

保护法》的规定，加强对文物保护工作的管盟和监督，

建立和健全各地文物保护机构，切实履行法律赋予的职

口成为当前的紧迫任务。

除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之外，从中央到地方还分别建

立了考古、古建、博物馆等事业单位体系，承担各地考

古发掘、古建筑维修、博物馆展示等工作。文物保护是

一 A项综合工作，仅仅依靠文物保护部门来实施保护管理

和监督是不够的。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良好和规范的文物秩序，甫要各个相关部门的共向费

力。除了文物行政部门外，公安机关、海关承担着依法

打击文物犯罪行为、打击文物走私活功的职责: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承担着维护文物市场秩序的职责;城乡建设

规划部门承担着城市规划建设中保护文物和历史文化名

城、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职责。各部门在各自的职责?在围

内协问配合，齐抓共管，形成合力，有效地管理和监督

文物保护工作。

除国家文物局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文化

部、建设部的相关部门也分别承担着文化遗产保护的部

分管理工作。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同委员会是由中华人民共

和罔教育部牵头领导的跨部门政府机构，归口负责中国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间的合作事务。联合国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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