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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因俗而治与一体化——唐代羁...

唐代设置羁縻州,实行了内地与非汉地区地方行政
体制的一体化,原则上羁縻州与经制州同为唐推及
政令、法令的区域,只不过唐在羁縻州推及政令、

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各国专家研讨 “海丝”遗存 何时申
遗？

作者：燕海鸣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年07月26日）  时间：2021.07.26

　　“海丝”包含的遗产类别极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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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心在田野——缅怀我的老师...

他的胸中有世界——个编外学生...

从传统冰雪到冬奥文化——跨越...

“学者之文”与“史家之学”—...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尽管会议发言嘉宾数量有限，但这场边会仍是近年来国际遗产领域召开的规格最高、学术氛围

最浓厚、交流探讨最为深入的一次关于海上丝绸之路遗产（“海丝遗产”）的交流。原计划90分钟

的议程，由于嘉宾发言踊跃，最终延长至2个小时。

　　自2017年在伦敦召开海上丝绸之路国际专家研讨会以来，“海丝遗产”的定义、价值、类别、

申遗与国际合作等议题，一直激发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次参会的国内外专家，此前已经进行过

多次交流，此次既可说是国际“海丝遗产”研究领域在世界遗产大会这一平台上的集中成果分享，

更可以视为一个崭新的开始。

　　本次会议明确表述了“海丝遗产”的3个特点，包括时空界定的包容性、遗存类型的多样性以及

申遗路线的开放性。

　　与会学者表达了一个共同的认知，海上丝绸之路的时空范围乃至命名方式，在不同的国家、地

区和文化视野中都有所差异。比如日本就有“海上陶瓷之路”的说法，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学者也

分别提到了各自国家正在推进的“香料之路”和“季风计划”等项目。但“海上丝绸之路”则仍是

当下国际遗产领域的最大共识。相对其他地区性较强的命名方式，海上丝绸之路涵盖了从东亚到地

中海沿线的所有重要文明板块，勾连起了东南亚、南亚等关键节点。从时间范畴上看，海上丝绸之

路肇始于公元前1世纪，通过不断发展和调整，其物质遗存和精神价值一直延续至今。因此，“海上

丝绸之路”具有极大的时空包容性，同时也为这一概念的解读提供了相对灵活的空间，有助于构建

丰富多彩的价值阐释体系。

　　学者们也兴奋地发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遗产类别，可能是现有文化线路类遗产中最为丰富

的。在陆上丝绸之路申遗过程中，由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授Tim Williams主持的主题研究报告曾提

出三大类型说——生产设施遗存、基础设施遗存、产物类遗存；而他则在本次会议上提出，海上丝

绸之路遗存还包括大量的沉船和水下遗存。日本学者木村淳是沉船考古资深专家，他提出日本沿海

大 量 的 水 下 遗 迹 可 以 勾 勒 出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的 地 区 面 貌 。 印 度 尼 西 亚 学 者

Nia Naelul Hasanah Ridwan也专门谈及印尼沿海近年来发现与中国有关的水下遗迹。印度世界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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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专家Shikha Jain还将“海丝遗产”概念扩展到了自然维度，认为沿海独特的植被也都应被纳入到

海洋遗产的范畴。

　　沿线国家最早于2025年申遗

　　当然，如此多元的遗产类别，也让未来“海丝遗产”的保护和管理面临更多挑战。

　　“海丝”申遗对国际遗产界来说，是富有极大吸引力和开放性的议题。包括本次会议在内，近

年来数次国际“海丝”学术研讨活动中，活跃的“海丝”专家都不断呼吁加快申遗并提出了建设性

的方案。以来自韩国为代表的“海丝”沿线国家专家纷纷呼吁组建联合研究和申遗的工作组。专家

们还具体探讨了申报的具体路径——跨国申遗或具有完整海丝遗存体系的国家单独申遗，二者都有

成功的可能性。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专家则表达了印尼将在2025年前后尝试申遗的愿望。

　　在边会致辞时，特蕾莎·帕特里西奥也明确表达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愿积极推动“海丝”申

遗。

　　好事多磨 此次边会筹备了5年

　　此次会议主办方不断提及的一个事实是：这是一场筹备了5年的会议。早在2016年，在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40届世界遗产大会已经将中国代表团筹备的海上丝绸之路边会列入日程并计划

在左江花山岩画申遗之后举行。但就在会议计划召开的前一天，土耳其当地突发未遂政变事件。大

会被迫取消了大部分议题，其中就包括这场边会。

　　尽管如此，中国对推动“海丝遗产”保护的积极行动，仍获得了国际遗产界的关注。2017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伦敦举办了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海丝”申遗的一个标志性事

件。在中国国内，“海丝遗产”研究保护的脚步也从未停滞。以广州为牵头城市，海丝保护和联合

申遗城市联盟于2017年成立，至今已发展至26个城市的联盟体系规模，共同推动形成了“海丝遗

产”的保护、研究、管理、传播、交流合作等多领域全链条的工作机制。

中国考古博物馆 

（中国历史文化展示中心）



　　同样从2017年开始，中国参加世界遗产大会的代表团，除了自己的申遗项目之外，不断扩大在

会议期间的参与程度和影响力，通过举办若干边会积累了丰富的交流经验，不断提升借助世界遗产

大会全方位讲好中国故事的水平。这一系列行动过程，也为此次“海上丝绸之路遗产的保护与研

究”边会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但是好事多磨。原定于2020年召开的遗产大会再次推迟，直到2021年终于得以召开。但人们也

欣喜地看到，正因为有了这5年来的积累，此次边会内容极为丰富，“干货”满满。不论是来自中国

专家的工作展示，还是外国学者的理论思考与实践分享，都增强了人们对“海丝遗产”的认知和申

遗信心。正如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柴晓明所说：“5年后会议终得召开，国内外关心‘海丝’的

人都感到欣慰，也感到这5年的漫长等待是值得的。”

　　专家都不约而同提到了“合作”

　　关于下一步申遗计划，参加边会的嘉宾都不约而同提到了国际合作。世界遗产中心亚太部主任

景峰回顾了陆上丝绸之路申遗过程中国际合作的重要角色；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席特蕾莎·帕特里

西奥表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愿意为“海丝”主题研究提供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方面的帮助。

　　近年来，中国不断推动“海丝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对国内沿海省市中相关遗存进行全面调

查，提出了中国“海丝遗产”的整体价值体系和区域性价值特征并开展了扎实的保护管理工作。

2017年以来，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申遗进入全新阶段，在国家文物局统筹指导下，以广州为牵头

城市的海丝保护和联合申遗城市联盟积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携手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并初步

搭建了和国外海丝城市和学者的互动机制。中国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在边会上指出，中国将继

续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各沿线国家的国际协商与合作，探讨跨国联合申遗策略。

　　（作者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副主任 本次边会主要组织者）

　　链 接



　　2021年7月18日，由中国国家文物局主办，海上丝绸之路保护和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联

盟、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联合承办，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协办的“海上丝绸之路遗产的保护与研

究”主题边会，在位于福建省福州市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会场举行。

　　世界遗产中心亚太部主任景峰、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席特蕾莎·帕特里西奥、中国国家文物局

副局长宋新潮出席会议并致辞。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授Tim Williams、中国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总工程师刘晓明、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大学教授Tim Winter分别作了主旨发言。李和锺（韩国）、

木村淳（日本）、Nia Naelul Hasanah Ridwan（印度尼西亚）、Shikha Jain（印度）等国际专家

就海上丝绸之路保护、“海丝遗产”价值等重要议题进行了对话。

　　延伸阅读

　　“海丝”申遗

　　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大众熟悉又陌生的概念，它既脱胎于历史，更具有浓厚的现实色彩。在文

化遗产领域，普遍将海上丝绸之路视作古代人们主要借助季风与洋流等自然条件，利用传统航海技

术开展东西方交流的海路网络，也是东西方不同文明板块之间经济、文化、科技相互传输的纽带。

分布于其沿线丰富多彩的物质遗存，则是支撑其历史和文化价值的载体。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为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和和平共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了丝

绸之路遗产调研与申遗项目，并在2014年成功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

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海丝”申遗即以同样的方式，推动将遍

布“海丝”沿线的物质遗存列入名录，以期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丝路遗产。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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