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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然与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 的 宝 贵 资 源!也 是 全 人 类 的 共 同 财 富&随 着 人 们 对 遗

产价值的认识和理解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由于 环 境 变 化 和 不 可 持 续 的 经 济 增 长 方 式 的 影 响 造

成了自然和文化遗产破坏的日益加剧!遗产保 护 问 题 已 经 成 为 国 际 社 会 和 学 术 界 关 注 的 热 点

之一&本文系统阐述了当 前 自 然 与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与 管 理 中 应 当 重 点 关 注 的 几 个 问 题!包 括"
在重视申报的同时注重遗产的发掘)整 理 和 保 护#正 确 处 理 遗 产 保 护 与 发 展 的 关 系#强 调 遗

产地保护中的自然与文化的综合研究#重 视 周 边 社 区 对 遗 产 保 护 的 重 要 作 用#在 更 广 泛 的 意

义上关注遗产类型#加强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科学研究等&
关 键 词"自然与文化遗产#遗产保护#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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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与文化遗产是自然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为我们保留的自然景观和独特的资源以

及人类以其聪明和才智创造出的物质和精神产品的结晶!是连接现代与远古文明的桥梁&
随着人们对遗产价值的认识和理解不断深入!特别是在环境变化和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

式的双重作用下!自然和文化遗产破坏日益加剧!遗产保护和遗产地发展问题成为国际社

会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目前人们对于遗产本身以及遗产保护和利用的真正内涵认识

不足!在自然与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和管理中也出现了一系列亟待明确和解决的问题!
制约了遗产地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总体而言!当前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应重点关注下面

几个问题&

;!在重视申报的同时还应注重遗产的发掘)整理和保护

!!为避免大量珍贵的遗产遭受各类自然和人为破坏!;<&!年;;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巴黎总部举 行 的 第;&届 大 会 上 通 过 了 *保 护 世 界 文 化 和 自 然 遗 产 公 约+ ’/3EIJEK@3E
/3EGJFE@ECKBJ,F3KJGK@3E3LKBJM3F4N/84K8F?4?EN6?K8F?4-JF@K?CJ(!即 *世界遗产公

约+&经过几十年的实施!确定了一大批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自然景观和文物古迹

作为遗产保护的重点&至!$$"年底!加入 *世界遗产公约+的缔约国已达到;H$个&*世
界遗产公约+也成为国际履约中最为成功的一项公约&

!!我国于;<H%年开始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遗产项目!到目前为止!先后有=;
项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文化遗产!!项!自然遗产#项!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
项!文化景观;项!另外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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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申报的情况来看!目前存在如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由于国际组织面向世界各国!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每年能接纳的数量有一定限制!致使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遗产不能及

时列入世界遗产的范围#二是在申报的过程中缺乏深入的科学研究和论证!使得一些申报

的遗产缺乏真正的代表性和深刻的内涵#三是有些单位申报的动机过分看重地区经济发展

和社会效益的追求!而忽略保护突出普遍价值的核心内容!造成申报的失败!或在申报成

功后带来一系列保护与管理方面的问题&

!!作为一个疆域辽阔的文化古国和文化大国!我国的各类自然与文化遗址极为丰富&例

如!我国目前有不可移动文物点#$万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处!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处!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H项!列为世界

自然与文化遗产后备项目;$$多项&这些遗产资源同样需要我们给予相应的重视!需要很

好地进行研究)整理)保护&因此!我们既要注意与国际接轨!积极进行遗产申报!使越

来越多具有全球重要价值的遗产得到国际社会承认和共同保护!又要珍视我国自身遗产地

的发掘)整理和保护!使那些由于各种原因暂时不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同样具有重要

价值的各类遗产得到充分保护&另外!!$$%年我国确定了首批";H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名单!并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出!表明国家对于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的重视&但总体而言!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薄弱,;!!-&
表!!中国列入 "世界级#的自然与文化遗产

"#$%!!&’()#*+’,-(.#/,0(.’01-23*++(/)(4(5#)5,

类!!型 个数 名!!称

文化遗产 !!

长城;<H&)明清皇宫;<H&)周口 店 北 京 人 遗 址;<H&)敦 煌 莫 高 窟;<H&)秦 始 皇 陵 及 兵

马俑坑;<H&)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拉萨布达拉宫O大昭寺;<<#)曲阜孔庙O孔府

O孔林;<<#)武 当 山 古 建 筑 群;<<#)平 遥 古 城;<<&)苏 州 古 典 园 林;<<&)丽 江 古 城

;<<&)颐和园;<<H)天坛;<<H)大足石刻;<<<)青城山O都江堰!$$$)龙门石窟!$$$)

皖南古村落O西递 宏 村!$$$)明 清 皇 家 陵 寝!$$$)云 冈 石 窟!$$;)高 句 丽 古 迹!$$#)

澳门历史城区!$$"

自然遗产 # 九寨沟风景名胜区;<<!)黄龙风景名胜区;<<!)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三江并流!$$=

双重遗产 # 泰山;<H&)黄山;<<$)峨眉山O乐山大佛;<<&)武夷山;<<<

文化景观 ; 庐山风景名胜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 # 昆曲!$$;)古琴!$$=)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蒙古族长调民歌!$$"

!注"名称后年份指批准或命名的时间&

!!正确处理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从表面上看!遗产保护和遗产地经济发展似乎是一对矛盾!这种矛盾在发展中国家显

得尤为突出&*世界遗产公约+在保护世界遗产的同时!也为遗产地带来了商机!$世界遗

产%成为遗产所在地区的一块金字招牌!大大加速了遗产地的经济发展&以旅游业发展为

例!加入 *世界遗产公约+以后!可以使遗产所在地的旅游形象大幅度提升!旅游收入也

随之而来&山西平遥古城;<<&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旅游纯收入从每年;H万元猛

增至"$$万元,=-&这种遗产经济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既成 为 促 进 $申 遗 热%的 重 要 动

力!同时也对一些地方的遗产保护造成了负面影响!例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传统文化

丧失等&

!!对于遗产保护和发展关系问题!目前存在着两种极端的论点"一是 $绝对保 护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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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地方经济发展要完全让步于遗产保护!甚至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以牺牲当地的发展

为代价进行保护!这类观点主要为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心理的文物界)文化界人士和部分

当地居民所持有#另一是 $优先发展派%!即遗产保护要尽可能服务于当地经济发展!这

类观点主要为当政府和相当部分的基层群众所持有,#-&

!!保护与发展!是一对相辅相成的对立统一体&作为世界遗产地或保护区!保护是首要

的和基本的任务&把发展作为主要目标!将遗产这一公共物品演变成 $摇钱树%!不仅会

破坏遗产资源!从长远来看也会限制地方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但是!另一方面!片面

地生搬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保护做法的 $绝对保护%!使遗产保护和地方经济发展相脱离!
以致严重影响当地社区居民参与遗产保护的积极性!有时甚至会产生抵触情绪!最终也达

不到保护的目的&正如!$$!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为纪念 *世界遗产公约+=$周年而通过的

*世界遗产布达佩斯宣言+中明确指出的那样!应当 $努力在保护)可持续性和发展之间

寻求适当而合理的平衡!通过适当的工作!使世界遗产资源得到保护!为促进社会经济发

展和提高社区生活质量做出贡献&%因此!首先要正确理解遗产保护和地方经济发展之间

关系!力图在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间达到和谐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我国政府所提倡的科

学发展观在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方面的具体体现&

!!另外!正确处理遗产的保护和发展!还要特别注意遗产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即将遗产

与其所在地有机融合!在保护中体现 $大遗产地%的思想!而不是将其与所处的自然人文

环境及其包含的人文现象分割开来!这是处理保护与发展关系问题的前提&例如!对故宫

进行保护时!不能仅对宫殿进行保护!要把周围的环境)周围的人文现象以及故宫本身蕴

涵的文化现象看作一个整体进行保护&世界遗产委员会明确规定!在遗产申报成功后要对

遗产进行缓冲区的划定!目的之一正是保证遗产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强调自然与文化的综合研究

!!遗产保护的自然与文化综合研究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两种遗产

类型的融合研究和与遗产相关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间的协作研究&

!!任何文化遗产的形成!都有其特定的自然环境!而任何自然遗产也都有其特定的文化

内涵和长期保存的文化基础&例如!从一般意义上看!自然遗产多关注生物多样性)地质

类型多样性与特殊性!而文化遗产则多关注文化的多样性与特殊性&经过多年的发展!国

际学术界逐渐形成这样的共识"这两种多样性是协同进化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也是协同进化的!二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以大熊猫保护为例!最

初对于大熊猫的保护仅仅侧重于对其物种的保护!以生物学研究为主!以后逐渐发展为对

其栖息地的研究!推广到大的生态功能区!继而人们发现大熊猫繁育的人文环境也是一个

不可缺少的方面!研究当地的文化对理解大熊猫的生存和繁育具有重要作用!所以研究领

域又推广到生态文化的范畴,"-&

!!目前对于自然和文化遗产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以单项研究为主!而且对于文化遗产的

关注也明显要多于自然遗产!从遗产的申报情况可见一斑&*世界遗产名录+收录的世界

遗产中!文化遗产占绝大多数!而自然遗产则相对较少&我国=;项 自 然 与 文 化 遗 产 中!
也仅有#项属于自然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已经开始呼吁全球要重视自

然遗产的申报!并在世界遗产申报中作了具体规定&我国国土面积辽阔!山川秀丽!生态

系统类型多样!地质遗迹丰富而独特!有很大的自然遗产发掘潜力!也有 很 大 的 研 究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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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重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综合研究应成为今后遗产研究的重要方向&研究自然遗产

时要注意发掘其孕育的文化传统与文化现象!研究文化遗产时也要考虑其所依托的自然生

态环境&

!!遗产综合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要综合各学科的优势!进行学科间的协作研究&学

科间的交流和融合是科学研究的必然趋势!自然与文化遗产的研究也不例外&与遗产研究

相关的学科很多!如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地质学)生态学)社会学)旅游学)管理

学)经济学等!这些学科间的交流与合作对于遗产的保护以及合理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重视周边社区对遗产保护的重要作用

!!除了遗产地管理者和旅游者!与自然和文化遗产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就

是区内和周边的社区,%-&对于遗产地的保护!周边的社区发挥着重要作用&许多居住在遗

产保护区中或其邻近地区的人们!常因必须服从于遗产保护的要求而在发展上受到种种影

响和限制&从某种角度来讲!对保护区的居民是不公平的&因此!探索遗产保护与区内和

周边社区发展的关系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有些地方!遗产保护区与周围社区之间往往形成了一种竞争关系!双方互相争夺土

地使用权)资源使用权)平等经营权)利益分配权等!这种竞争冲突的主要原因是对社区

利益的忽视&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是提倡社区参与!即实施参与式管理的策略!这也

是目前国际在遗产保护与管理中普遍倡导)并在许多地方证实是切实可行的方法,&-&但现

在的社区发展和遗产保护之间存在很多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是利益分配不均&例如!
遗产所在地通过发展旅游获得的收入很高!但由于分配机制不健全!经济收益的大部分进

入旅游投资商的口袋!而当地社区居民没有相应的利益分成!而且由于旅游活动带来的各

种不良影响!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文化冲击等却留给了当地居民!这必然引起居民对

于旅游活动 的 不 满!长 此 下 去 会 挫 伤 居 民 对 遗 产 保 护 的 积 极 性!甚 至 会 造 成 对 遗 产 的

破坏&

!!遗产地社区居民对于遗产的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既是保护的对象!也是保

护活动的施行者之一&例如!我们研究发现!对于 $稻鱼共生系统%这一农业文化遗产!
遗产保护的主体是农业系统!而农民则是这种遗产的持有者!因此必须首先确保农民的利

益,H-&在世界遗产地的保护过程中!要充分重视社区参与的力量!充分调动周边社区居民

对遗产保护的积极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对遗产的保护&要做到成功的社区参与!
必须首先对遗产地的开发利用模式)利益分配机制)居民参与方式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获得有力的科学依据!为社区参与提供相应的保障&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关注遗产类型

!!这里所要强调的是 *世界遗产名录+之外的其他遗产类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除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中所列的世界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

和文化双重遗产)文化景观)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外!还有许多国际组织也非常重视这方面

的工作!并建立了一些了国际性的网络促进不同类型遗产的保护与管理&例如"世界生物

圈保护区网络)国际重要湿地)世界地质公园)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世界纪念性建筑

遗产等 $世界级%遗产就是这些 $世界级%的突出代表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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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中国其他几类具有世界意义的遗产

"#$%6!7#-(18+5#.,/1-(,+1401-23*+’,-(.#/,-,51/)(9,3$:().,-)#.(1)#21-/#)(9#.(1)+

类!!型 个数 名!!称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 !%

长白山自然保护区;<H$)卧龙自然保护区;<H$)鼎湖山自然保护区;<H$)梵净山自然

保护区;<H%)武夷山自然保护区;<H&)锡林郭勒草原自然保护区;<H&)神农架自然保

护区;<H<)博格达峰自 然 保 护 区;<<$)盐 城 自 然 保 护 区;<<!)西 双 版 纳 自 然 保 护 区

;<<!)天目山自然保护区;<<%)茂兰自然保护区;<<%)九寨沟自然保护区;<<&)丰林

自然保护区;<<&)南麂列岛自然保护区;<<&)山口自然保护区!$$$)白水江自然保护

区!$$$)黄龙自然保护区!$$$)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宝 天 曼 自 然 保 护 区!$$;)
赛罕乌拉自然保护区!$$!)达赉湖自然保护区!$$!)五大连池自然保护区!$$=)亚丁

自然保护区!$$=)珠峰自然保护区!$$#)佛坪自然保护区!$$#

国际重要湿地 =$

黑龙江扎龙自然保 护 区;<<!)青 海 鸟 岛 自 然 保 护 区;<<!)海 南 东 寨 港 红 树 林 保 护 区

;<<!)香港米埔和后海湾国际重要湿地;<<!)江西鄱阳湖自然保 护 区;<<!)湖 南 东 洞

庭湖自然保护区;<<!)吉林向海自然保护区;<<!)内蒙古达赉湖自然保护区!$$!)内

蒙古鄂尔多斯遗鸥自然保护区!$$!)广东湛江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广 东 惠 东 港 口

海龟自然保护区!$$!)黑龙江三江自然保护区!$$!)黑龙江洪河自然保护区!$$!)黑

龙江兴凯湖自然保护区!$$!)江苏盐 城 保 护 区 ’盐 城 沿 海 滩 涂 湿 地(!$$!)江 苏 大 丰

麋鹿自然保护区!$$!)湖南汉寿西洞庭湖 ’目平湖(自然保护区!$$!)湖 南 南 洞 庭 湖

湿地和水禽自然保护区!$$!)辽宁大连斑海豹自然保护区!$$!)上海崇明 东 滩 自 然 保

护区!$$!)广西山口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辽宁双台河口湿地!$$")云南大山包湿

地!$$")云南碧塔海湿地!$$")云南纳帕海湿地!$$")云南拉什海湿地!$$")青海鄂

凌湖湿地!$$")青海扎凌湖湿地!$$")西藏麦地卡湿地!$$")西藏玛旁雍错湿地!$$"

世界地质公园 ;!

庐山世界地质公园!$$#)黄山世界地质公园!$$#)丹霞山世界地质公园!$$#)石林世

界地质公园!$$#)嵩山世界地质公园!$$#)五大连池世界地质公园!$$#)云台山世界

地质公园!$$#)张家界砂岩峰林世界地质公园!$$#)雁荡山世界地质公园!$$")泰宁

世界地质公园!$$")克什克腾世界地质公园!$$")兴文石海世界地质公园!$$"

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
; 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

世界纪念性

建筑遗产
;$

云南省剑川的沙溪 ’寺登(街 区 域!$$!)中 国 长 城!$$!)陕 西 省 大 秦 宝 塔 和 修 道 院

!$$!)上海欧黑尔.雪切尔犹太教堂!$$!)云南建水团山历史村 落!$$%)河 北 怀 来 鸡

鸣驿!$$%)浙江省东阳 卢 宅!$$%)山 西 省 碛 口 镇 村 落!$$%)甘 肃 天 水 的 古 楼 群 建 筑

!$$%)四川和西藏地区的石塔!$$%

!注"名称后年份指批准或命名的时间&

!!自然保护区主要是指需要加以特殊保护的自然区域!包括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
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天然分布区)独特的自然景观)有科学价值的自然历史遗迹!以及重

要的自然风景区和水源涵养区等,<-&自然保护区和自然遗产有一定的相近性!对其进行保

护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生物多样性!而自然保护区要比自然遗产更多地关注区内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我国对于自然保护区的研究有丰硕的成果!但主要集中在生 态 学 领

域!从遗产的角度进行考虑的还很不足&

!!生物圈保护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 ’P+Q(国际保护学家们在探讨

世界保护区有效 管 理 过 程 中!于;<&;年 正 式 提 出 的 一 个 崭 新 的 概 念 和 专 门 术 语!并 于

;<&%年正式建立了第一批生物圈保护区&生物圈保护区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保持人与自

然和谐的相互关系!使之建设成为一个以保护为主!与发展密切结合的科学实验)教育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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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生产示范和生态旅游的多功能基地!为科学地管理自然)实施可持续 发 展 战 略 提 供

样板,;$-&

!!国际重要湿 地 是 根 据 *拉 姆 萨 尔 公 约+并 按 一 定 标 准 确 定 的 具 有 国 际 意 义 的 湿 地&
*拉姆萨尔公约+全称为 *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是;<&;年

!月!日在伊朗的拉姆萨尔签订的!其宗旨就是承认我们人类同其环境相互依存的关系!
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确保全球范围内的各种湿地及其生物多样性得到良好的保护并充分

利用其资源,;;-&国际重要湿地的标准包括四个方面"代表性或典型性湿地的指标!基于

植物和动物的一般指标!基于水禽的特定指标!基于鱼类的特定指标&

!!地质公园是以具有特殊地质科学意义!稀有的自然属性!较高的美学观赏价值!具有

一定规模和分布范围的地质遗迹景观为主体!并融合其他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而构成的一

种独特的自然区域&地质公园能够代表某一地区的地质历史)地质事件和地质作用的地质

遗址 ’不论其规模大小(或者拼合成一体的多个地质遗址所组成!它也许不只具有地质意

义!还可能具有考古学)生态学)历史或文化价值&!$$#年%月!&"!<日!在北京召开

了第一届世界地质公园大会!扩大了地质公园)地质遗址的影响力&地质公园具有巨大价

值!属于地质类遗产!与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有着密切的关系,;!-&

!!农业文化遗产!除一般意义上的农业文化与技术知识以外!还包括历史悠久)结构合

理的传统农 业 景 观 和 农 业 生 产 系 统&为 对 农 业 文 化 遗 产 进 行 保 护!联 合 国 粮 农 组 织 于

!$$#年起在世界范围内评选出了"个传统农业系统!作为首批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的示范区进行保护!我国浙江省青田县的稻鱼共生系统名列其中&按照粮农组织的定义!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 $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

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

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在今后几年

内陆续选出;$$";"$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以促进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

!!世界纪念性 建 筑 遗 产 是 由 成 立 于;<%"年 的 世 界 纪 念 性 建 筑 基 金 会 ’M3F4NP3E8:
>JEKDR8EN!简称 MPR(组 织 的 针 对 世 界 濒 危 建 筑 遗 产 进 行 的 评 选!其 宗 旨 是 通 过 呼

吁)资金支持)实地工作)教育与培训来保护世界上具有重要意义和处于濒危的艺术和建

筑作品&;<<"年开始实施!;<<%年公布了首批濒危遗址名单!此后每两年公布一次!每

次包括;$$个左右最为濒危的建筑遗产&

!!工业遗产是指工业革命以后!以机械动力作为生产媒介的事业设施及其产品的遗物!
以有别于传统手工业的遗物,;#-&比较有名的工业遗产主要分布在欧洲!这与工业革命有

关!包括英国工业革命的旧址)德国的鲁尔区等&随着欧洲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这些旧

的工业区逐渐变成人们的回忆&我国也有很多类似的工业遗址!如三线建设时留 下 的 工

厂!这些工业遗址凝结了一个时代的记忆!值得我们研究&

!!相关的国家水平的这些遗产类型则更多&截至目前!我国有各类国家级自然 保 护 区

!%"个)中国生物圈保 护 区 网 络 成 员;$H个)国 家 级 地 质 公 园;=H个!尽 管 农 业 文 化 遗

产)工业遗产)纪念性建筑遗产没有进行国家水平的评定!但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所具有的

丰富遗产资源 是 不 能 忽 视 的&例 如!我 国 的 丰 富 而 独 特 的 传 统 生 态 农 业 模 式 及 其 发

展,;"";H-!就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被认为 $对于全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可

持续农业的发展具有示范作用%&



!#期 李文华 等"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

%!加强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科学研究

;%!!遗产地价值评估的理论和方法研究

!!遗产具有历史)艺术)科学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已经有很 多 学 者 进 行 了 探 讨&例

如!从多个角度)多重特征和多种价值角度分析遗产价值,;<-#采用旅行费用法计算文化

遗产的消费者剩余价值!并以此为基础估算遗产的实际价值,!$-#系统总结和分析中国自

然和文化遗产的价值!特别是遗产价值的多样性,!;-等&

!!对于遗产地科学价值评估的研究是今后研究工作中应该予以加强的一个方面&对于科

学价值评估的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应该着重包括以下几点"遗产地形成的自然与文化因素)
遗产地分布状况与区域特点#从自然与文化遗产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意义与作用角度

出发!研究遗产地的科学价值)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及其评估的理论与方法#建立包括遗

产地社会与文化影响)遗产地变化驱动因素与响应)遗产地的现实与潜在价值)旅游等产

业发展对遗产地的影响等因素在内的评价指标体系#在全面普查我国遗产地并进行分类和

评价的基础上!进行基础数据的整理和数据库的建设等&

;%6!遗产地保护的理论和方法研究

!!遗产地保护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是遗产地保护的前提!具有重要意义!能够为遗产保护

提供理论依据!并对规划实践进行指导&研究发现!从规划者的角度对遗 产 保 护 进 行 观

察!使遗产利用与周围环境相适应!采用 $缓冲区规划%’QS,(!对城市遗产保护是一种

很有效的方法,!!-&

!!遗产地的保护研究应该以保育生态学与人类生态学为基础!研究自然与文化遗产地保

护的理论)方法与应用技术!特别是生物物种资源的保护)地质遗迹的保护)珍稀植被群

落的保护)文化遗产的保护等方面!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遗产地保护与管理的学科体系#
研究自然与文化遗产地保护与利用的协调机理与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遗产地保护和发展关系问题研究

!!遗产保护与遗产地可持发展的问题是遗产研究的重要内容!事实上这个问题就是如何

在保护的前提下对遗产进行合理利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很多学者已经进行了有益的

探索!出现了很多关于遗产地保护性开发的研究!例如陈述彭等以石窟为例研究了中国文

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关系,!=-#谢凝高探讨了自然风景区的自然和文化遗产的保护

和利用问题,!#-#以及对遗产地保护和发展关系问题的论述,!"-等&学者们对于各类遗产地

保护和开发利用关系的研究对当地遗产保护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对于遗产

地保护和发展关系的问题!要在遗产地保护理论)方法研究的基础上!探索有效的遗产保

护途径!在保护遗产且以人为本的基础上进行研究&

;%=!遗产地管理和可持续利用范式研究

!!遗产地管理是遗产研究的重要内容!选择正确的管理模式对遗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的遗产管理主要沿袭了前苏联的管理模式!但同时也加入了我国本身固有的条块

分割)多头管理的经验式行政管理,!%-&按照目前这种管理模式!国家对于遗产地的拨款

有限!而其他国际援助机构的支持也很难解决当下的问题!因此!大多数遗产地只能勉强

维系!现状不容乐观&

!!因此!面对目前的现状!必须探求新的遗产管理模式!必须通过对我国目前政治体制

和经济体制进行分析!确定适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科学的遗产管理模式&在管理模式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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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中!要注意两点"首先要坚持遗产管理的核心标准!即遗产的原真性&其次!要将遗产

地内和其周边的社区考虑进去!增强遗产地与社区的联系!提高遗产地居民对遗产保护的

积极性&要不断探索具有普适性的宏观性管理模式!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的遗产类型建

立适合遗产本身的微观管理方式&

!!遗产可持续利用范式的探索在遗产保护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们祖先在和自然打交

道的过程中构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许多范式或典范!构成了我们的知识遗产&这些遗

产可以启发人们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背景下!奠定可持续发展的知识基础&农业文化遗

产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类的文明最早起源于农业文明!来自于自然!孕育于文化

中&农业是人与自然和谐最早的见证!许多人类利用自然的传统农业模式构成了我们珍贵

的遗产!如农林复合系统模式)生态食物链模式等&同为世界文明古国!两河流域)古希

腊)古罗马帝国)玛雅文明等都衰落了!而中国则由于长期以来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传统农

业而得以延续下来!成为一个奇迹&这些可持续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具有珍贵的 生 态 价

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科研价值和示范价值!对于未来农业发展以及全社

会的食物安全有很大影响!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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