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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文化遗产保护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思考
刁道胜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科技信息处 ,北京 100020)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 , 政治多极 , 文化多元的背景下 , 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 , 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科

学和技术必须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本文针对文化遗产保护所面临的形势 ,从政策 、资金 、人才培

养 、机制建设等方面入手 , 分析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思路 ,全国阐述了在新形势下 , 对文化遗产保

护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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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文化遗产 ,是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见证 ,是

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是维系中华民族

团结统一的精神纽带 ,代表了国家的形象 ,是立国的

文脉和国脉 。在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进程中 ,

文化遗产作为一种以传承后代为主要使命的特殊资

源 ,在政治 、经济 、文化等各方面的作用日趋突显 ,文

化遗产保护已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

组成部分 。

　　改革开放以来 ,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蓬勃发展 ,但

也面临严峻的形势。大规模建设 ,包括旧城改造 、房

地产开发 、基础设施建设 、土地平整等 ,使那些代表

祖国历史辉煌的大遗址 ,几年消亡或日遭蚕食 ,许多

文化名城的历史面貌 ,已所存无几;许多作为旅游核

心资源的重大文化遗产遭受掠夺式开发 、破坏性使

用;非法交易诱发的盗掘古墓葬 、盗窃乃至抢劫田野

石刻 、佛教造像 、博物馆藏品的活动十分严重;环境

恶化 、自然侵蚀和突发灾害 ,非科学的修复 、发掘等 ,

也使文化遗产遭受不同程度的损毁 。

　　面对如此严重的遗产资源危机 、遗产保护严峻

形势 ,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必须根据文化遗产保护的

特点 ,从科学和技术发展的趋势 、文化遗产保护科学

和技术学科体系建设出发 ,提升我国文化遗产保护

的科学和技术水平 ,发挥其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关

键作用。

1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科技面临的问题

　　较欧美文物保护发达国家 ,我国的文化遗产保

护在价值观 、保护理念 、政策保障 、科研投入 、人才基

地建设 、及公众意识等方面均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科

学技术自身发展方面存在着基础研究薄弱 、标准规

范缺乏 、应用技术集成度低等问题 ,因而文化遗产保

护科学技术发展的综合水平相对落后 。

　　首先 ,在发展战略研究上 ,文化遗产保护缺乏科

学和系统战略研究 。对文化遗产损毁原因及专业因

素 、社会因素缺乏全面分析。对文化遗产保护科学

和技术的理解比较狭窄 ,文化遗产保护科学和技术

发展战略规划 ,未纳入国家科学技术整体发展战略

之中 ,导致了学科建设无法整体推进 ,科学创新能力

不足 ,跨学科研究全面支撑文化遗产保护的局面难

以形成 。

　　其次 ,在基础研究和技术应用方面 ,文化遗产保

护科学技术体系缺乏基础理论研究。对文化遗产的

制作工艺和材料 、破坏和退化原因 、传统修复工艺等

必要的科学分析及理论研究不足 。田野考古方法技

术陈旧 ,多学科合作常流于形式 ,文化遗产信息被大

量浪费 。监测技术落后 ,数据积累及评估标准匮乏 ,

无法形成国际普遍的以预防性为主的保护模式 。

　　第三 ,对具有重大意义的遗产区的地位不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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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如汉唐长安及周边大遗址 、大运河遗迹等 。对比

较成功的集安高句丽遗址综合性抢救 、三峡工程文

物保护规划研究等成果 ,还未能在科学和技术的层

面上给予高度重视 、总结和推广。并且 ,实际情况

是 ,已列入的世界遗产地中 ,只有敦煌莫高窟 、故宫 、

云冈石窟 、秦始皇陵以及清陵的部分正在编制保护

总体规划。北京 、西安 、洛阳 、南京等古都的综合保

护研究才刚起步 。敦煌莫高窟着手开始进行科学监

控客流的研究 ,但此项工作尚未得到其它众多遗产

地的重视 ,快速增长的观众数量对重要文化遗产资

源已经构成严重威胁 。

　　第四 ,对文化遗产保护科技人才的培养重视不足 ,

师资力量十分薄弱 ,目前全国在职的文化遗产保护专

业教师仅有30余人。因此 ,文化遗产保护科技队伍的

数量与素质严重滞后于相应保护工作发展的需求。

　　第五 ,在防止文化遗产非法转让 、贩运方面 ,我

国目遂还缺乏科学有效的监控体系 。没有系统的文

化遗产信息库 ,不能及时与文物 、公安 、海关 、工商等

部门及相关国际组织沟通信息 ,处于滞后和被动的

地位。同时 ,由于缺乏完整的连贯的管理政策和措

施 ,民间收藏和文物市场尚处于无序状态。

　　第六 ,虽然 ,我国中央财政用于文化遗产的事业

经费逐年有所增加 , “九五”期间投入达到 19.6 亿

元 ,年均 4.9 亿元;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项经费也从

1995年的 1.29亿元增加至 2002 年的 2.76 亿元 。

1990 ～ 1999年十年中的科研项目投入的经费共 660

万元 ,年均只有 66 万 ,仅占全年文化遗产保护经费

的0.5%(以 1995年计)。2000年以后 ,国家科研经

费投入大幅度增加 ,仅国家文物局年均投入就达

500万元 。但是 ,由于我国的文化遗产数量巨大 ,有

限的经费只能投向抢救性的重要保护工程 ,科研经

费投入更只能是杯水车薪。目前 ,我国的许多省 、

区 、市几乎还没有文化遗产保护科研的专项投入。

2　本领域科技发展趋势分析

　　当今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的社会

形态以及新科技革命 ,表现为群体突破的态势 ,新的

学科群 、技术群和新的产业群蓬勃发展 ,这标志着科

学技术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知识创新密集时代 。

各种先进实验仪器设备的发明 ,为科研活动提供了

前所未有的条件 ,大大提高了人类认识和改造物质

世界的能力。建立在多学科基础上的复杂系统工程

研究已经列入科学研究的议程 ,科学技术特别是高

新技术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主导力量 。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科学和技术从其研究对

象 、涉及领域 、技术特点看 ,是一个大跨度交叉和高

度综合的集成体 ,具有综合性质 。它既是科技问题 ,

也是经济 、社会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超出了自然科

学技术能力的范围 ,必须综合运用各门自然科学 、各

种技术手段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去研究解决 。它

的研究涉及三个方面:一是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二

是科学技术研究 ,这个是它的核心理论部分;三是科

学技术与社会教育 。从另一个角度看 ,自然科学和

人文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 ,极大地改变着人类的生

活方式 。科技不仅在物质生活层面上支持和促进人

和文化的发展 ,而且在精神生活层面上关注和推动

人和文化的发展 ,从而给人的生存和发展注入更加

完整和深刻的内涵 。因此 ,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科

技进步与创新 ,不仅将带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跨

越式发展 ,实现我国从世界文化遗产大国到文化遗

产保护强国的转变 ,而且也将对国家科学和技术的

整体发展做出一定的基础性贡献 。

3　对文化遗产保护科学和技术发展战略的

思考

　　21世纪的科学技术既继承传统 ,又有其鲜明的

特色。政策的重要职责就是按规律建立起科技发展

适应系统 ,鼓励思维创新和技术创新 ,打破技术垄断

和封锁 ,凝聚和激励人才 ,推进人才合理流动 ,进行

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

　　同样 ,文化遗产保护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战略 ,必

须针对所面临的形势 ,依据领域特点和科技发展的

趋势来考虑。国家文物局提出的“遵循国家科技发

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总体思路 ,根据文化遗产保护

领域特点 ,以解决重大战略性和瓶颈问题为突破口 ,

坚持技术科学 、人文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交融的发展

原则;跟踪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前沿 ,充分研究和利用

高新技术成果 ,继承改进传统技艺 ,大力发展创新集

成性技术 ,构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学科体系;以人为

本 ,创新体制机制 ,优化科研力量布局 ,搭建资源共

享平台 ,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科技的跨越式发展。”的

文化遗产保护中长期战略发展思路正是依此而提出

的 。这个发展思路 ,有着其深刻的内涵。

　　第一 ,从宏观上 ,依据文化遗产保护特点 ,科技

发展趋势 ,树立文化遗产保护科学和技术的大学科

的概念 ,文化遗产保护科学和技术的多学科性强调

必须进行学科群建设。第二 ,坚持以人为本 ,进行体

制创新和制度创新 ,推进文化遗产保护科技的不断

创新。当今国际间的竞争 ,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 ,

核心是尖子人才的竞争 。尖子人才在创新活动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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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替代的作用 ,科技工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发现

人才 、培养人才 、吸引人才 、稳定人才 、让人才的创造

性得到最大程度的激发。第三 ,根据现状 ,以改善和

解决科技基础条件为先导 ,夯实基础。科研条件是

科学研究的基础 ,是促进和保障科学技术健康发展

的重要因素 。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表明 ,科学研究

的重大进展离不开科研条件的支持 。它既是科学研

究的基础支撑 ,又是科学技术发展重大成果的综合

集成。建立和完善科研条件保障体系 ,是科学技术

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四 ,根据领域科技发展集

成性突出的特点 ,以跟踪现代科技发展前沿为条件 ,

以继承和改进传统技艺 ,发展创新适合本领域的集

成性技术为突破口 ,带动整个领域科技的发展 。其

内容重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利用系统工程研究方法 ,开展文化遗产保

护发展战略与相关政策研究。根据文化遗产保护总

体目标的迫切需求 ,合理布局 ,探索符合世情国情 、

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发展道路 ,利用系统工

程研究方法 ,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战略及相关政

策的研究 。

　　(2)实施文化遗产的科学调查评估行动 ,全面

掌握我国文化遗产资源。建立科学规范的文化遗产

调查评估登记体系;进行遗产资源科学调查 ,对遗产

资源的总体状况有全面 、系统的掌握;为我国的文化

遗产保护事业奠定科学有据的工作基础 。

　　(3)大力加强文化遗产保存与修复的基础科学

研究 ,实施关键技术攻关行动 。开展科学理念 、科学

理论和科学程序的研究 ,以关键技术攻关为突破口 ,

解决重大技术瓶颈问题。

　　(4)推进传统核心科技体系的科学化 、现代化

进程 。以文化人类学 、科学技术史 、社会学 、经济史 、

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 ,将历史文献 、历史遗物和实地

调查资料有机结合 ,全面揭示传统理论和技艺的科

技 、文化 、艺术 、经济价值 ,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支

撑下 ,实现对传统的科学继承 。逐步形成文化遗产

保护领域普适性的核心科学技术体系 ,引进现代科

学(特别是自然科学领域)已有的适用成果 ,实现与

相关学科的全方位对话 ,形成良性互动 。

　　(5)实施重大文化遗产地综合性保护示范行

动 ,加强对文化遗产资源的整体保护。讲求统筹和

谐的原则 ,展开遗产地综合保护与规划研究及推广 ,

为实现国家重大文化遗产资源的整体性抢救保护提

供有效对策。

　　(6)实施监测及安全预警相关技术行动 ,提升

文化遗产保护的安全防范能力 。针对文化遗产监测

及安全预警技术的突出问题 ,以文化遗产保护安全

体系建设作为切入点 ,提高文化遗产预防风险的等

级以及能力 。

　　(7)加强标准化建设 ,促进文化遗产保护的科学

化 、规范化。通过开展标准化和技术标准的研究 ,推进

文化遗产保护技术的发展及成果推广 ,起到保证文化

遗产保护质量与安全的技术控制作用 ,推进文化遗产

保护标准体制、管理体制 、运行机制的调整与完善。

　　(8)以博物馆为平台 ,利用信息技术和现代传

播技术 ,提高国民对遗产的认知。探索发展博物馆

文化的科学理论 ,以信息技术和现代传播技术为主

要手段 ,加快我国博物馆现代化建设 ,充分发挥博物

馆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及现实社会教育的作用 ,发

挥博物馆在构建学习型社会和消除信息鸿沟方面的

积极作用。

　　(9)实施科技基础条件建设行动 ,促进我国文

化遗产保护科技能力达到世界一流水平。通过实施

科研基础资源平台和整合现有科技基础条件资源 ,

加大科技基础条件建设力度 ,建立一批具有国际水

平的文化遗产保护科研基地 ,为文化遗产科学保护

和研究提供体系完备 、开放共享的基础条件。

　　(10)实施人才培养科技行动 ,造就一支高素质

的文化遗产保护科技队伍。文化遗产保护科学与技

术的发展 ,人才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以文化遗产

保护基础研究为切入点 ,培养各种类型的高层次创

新人才 。

　　要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科学技术发展的实质性突

破 ,必须建立相对完备的保障体系与之配套运行 ,以

政府行为为主导 ,从国家科技发展全局考虑进行总

体布局 ,调动全社会力量予以投入方能取得预期效

果 。

　　在政策导向上 ,国家应适当考虑向文化遗产保

护科技领域倾斜 ,鼓励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文化遗

产保护科技研究和实践 。建议国家在税收政策上制

定相应条款 ,鼓励民间资本投入文化遗产保护科技

研究 。在人才保障上 ,建立一个完善的文化遗产保

护人才培养模式 ,形成有层次 、有梯队的人才体系 ,

优化人才资源配置 ,创造一个良好的人才环境 ,把人

才吸引到文化遗产保护这个领域中来 。文化遗产保

护属于公益性事业 ,对他的支持和发展是政府的基

本职责 。在未来 15 ～ 20年 ,将逐步形成以政府为主

导 、社会团体和公众共同参与的良好格局 。要打破

传统研究的学科壁垒 ,在大跨度交叉和高度综合的

新兴研究模式概念下 ,建立和完善符合文化遗产科

技发展需求的新型学术研究和应用推广研究机制。

第 3期 刁道胜:新形势下文化遗产保护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思考 67　　　



建立和完善符合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发展需求的新型

学术研究和应用推广的管理机制。同时建立相应协

调机制和交流机制 ,全面促进和提升我国文化遗产

保护科学和技术水平。

Though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serv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der new circumstances

DIAO Dao sheng

(Division of Conservation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 Department of Museums ,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Cultural Heritage ,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 Beijing 100020 , China)

Abstract:With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and constructing a modern wealthy new China ,more emphasis should be

put on conserv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The article discussed about the current social situation , our country' s policy

in conservation field , etc and gave us a critical thought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conserv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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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讯·

丝绸之路古遗址保护———第二届石窟遗址保护国际学术讨论会
在敦煌莫高窟隆重举行

　　6 月 28 日至 7月 3 日 ,来自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意大利 、比利时 、瑞士 、菲律宾 、印度 、吉尔吉斯

斯坦 、韩国 、泰国 、新加坡 16 个国家的 120 余名以及我国国内 、台湾 、香港的近 120名从事文物保护 、文化遗产管理等研究方面

的专家学者 ,相聚在世界上最著名的石窟遗产地———敦煌莫高窟 ,隆重举行了“丝绸之路古遗址保护———第二届石窟遗址保

护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一国际文物保护界的学术盛会。

　　6 月 28 日 ,莫高窟充满了节日般的喜庆气氛 , 上午大会开幕式在院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 , 大会由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李最

雄主持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 , 甘肃省副省长李膺 , 美国盖蒂基金会副总裁帕米拉·约翰逊 , 盖蒂保护研究所所长蒂姆·伟

伦 ,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 、敦煌市市长包东红出席了开幕式并先后在会上致辞。

　　会议举行了 17场大会报告 , 分 10 个专题:(1)遗址保护的国际合作;(2)历史的记录;(3)政策与准则(2 场);(4)敦煌研

究院与盖蒂保护研究所保护 85窟合作项目专题;(5)规划与管理(3 场);(6)保护:文献记录的技术;(7)研究与应用(5 场);

(8)土遗址加固与稳定;(9)分析的结果;(10)壁画的制作材料和技术。共有 81 篇论文在大会上交流 ,其中主题报告 7 篇。论

文摘要已收入会前编印的中英文对照《论文摘要》中。其中 , 中国学者发表 33 篇 , 外国学者宣读 48 篇;另有 20 多篇论文在大

会展示厅以壁报的形式展示。大会发表的论文将有盖蒂保护研究所负责出版英文版的论文集。每场专题报告由几位代表分

别演讲后 ,最后集中讨论 、提问和解答。7 月 2 日下午的座谈会上 ,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教授 、盖蒂保护研究所内莫·阿格纽

博士作了总结性发言;历时 5 天的会议 ,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于 7 月 3日圆满 、顺利地闭幕。

　　由敦煌研究院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联合举办的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 , 是一次国际文物保护领域的高层次高水平的会

议。会议的主题是庆祝敦煌研究院建院六十周年 、广泛交流遗址保护和管理方面的研究成果 ,总结 15 年来敦煌研究院和美国

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保护石窟的工作。与会代表大多为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和文物保护领域的权威人士 , 在会议中以敦煌

莫高窟为重点 ,展示交流了他们长期在遗产保护与管理 、壁画保护与研究 、环境监测控制 、相关岩石土工程研究 、与丝绸之路

古遗址保护相关的历史 、美术史研究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 以及遗址保护的国际合作 、中国文物保护准则等内容展开专题讨论

和深入交流。大家一致认为 ,这次会议给人们传递的一个最大信息是 ,文物保护工作是一个多门类 、跨学科的领域 , 需要多学

科的兼容和支撑;并且可喜地看到 , 中外合作对古遗址的保护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制定 、实施和推

广 ,使中国的文物保护工作有了统一的规范和标准 , 为文物保护领域的跨学科合作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这不仅对今后莫高

窟壁画的保护有重要指导意义 ,而且为我国其它遗址的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技术借鉴和保护经验;将有助于继续促进各国专家

学者彼此之间在遗址保护方面更广泛 、更深入的交流 ,相互借鉴 , 取长补短 ,积极推动国际文物遗址保护研究 。

　　会议期间 ,代表们分组参观了莫高窟历代代表洞窟 、敦煌藏经洞陈列馆 、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 , 以及安西榆林

窟。在敦煌研究院保护所项目组人员带领下 ,分组考察了中美合作保护研究的第 85窟的工作现场 ,和中美合作进行游客承载

量研究的第 25、26 、29、35窟四个实验洞窟。部分代表还参观考察了保护所实验室 ,以及布置在保护所科研楼走廊墙上的敦煌

研究院 60年保护科技成果展览。

(王进玉 、吴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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