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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际视野的遗产保护与开发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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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找准自然文化遗产保护与协调发展的契合点, 寻求遗产保护与开发的互动共赢, 是完善遗产地管理规划,

保证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这需要用国际化的视角, 从遗产价值的发现与展示入手, 进行规划设计与管理活动的全

面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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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外的文献中, 习惯将各类自然景观与风景

资源等统称为 “遗产” ( heritage) , 包括国家公园 、

风景地 、 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等
[ 1 ]

( P35) ;我国

通常将自然保护区 、 风景名胜区 、 森林公园 、旅游

区 、 水利风景区 、地质公园 、 自然状态下不可移动

的文物 、 历史文化名城等八大类资源统称为自然文

化遗产
[ 2 ]

( P28) 。目前,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保

存自然文化遗产规模最大的国家, 甘肃省是我国自

然文化遗产赋存最丰富的省份之一 。这也正是世界

银行 (以下简称世行) 基于保护全人类共同财富的

视野, 在严格识别基础上, 设立甘肃自然文化遗产

保护与开发贷款项目的原因。

近年来, 国内外关于 “遗产” 保护与开发问题

的研究与实践, 实际是遗产管理与旅游发展

( heritag e management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

问题的研究与实践创新。世行贷款甘肃项目的内容

也主要是自然与文化遗产本体保护与旅游开发。重

点建设项目是遗产的保护工程 、展示工程 、 旅游基

础设施建设和旅游项目开发以及项目管理人员和社

区居民等项目相关人员的培训 。

世行贷款甘肃自然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项目于

2004 年经国家发改委批准纳入世行贷款 2005 —

2007财年计划。项目涉及鲁土司衙门 、 青城古镇 、

雅丹国家地质公园 、 锁阳城 、 嘉峪关长城 、 魏晋

墓 、 麦积山 、黄河石林国家地质公园和马蹄寺 9个

自然与文化遗产地 。项目投资估算总额为 4.4亿

元, 其中, 申请世界银行贷款 3840万美元。

笔者主持完成了嘉峪关市长城文化景区 、 魏晋

民俗文化景区两个景区的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规划

和可行性研究项目。作为甘肃省项目办专家组成

员, 笔者也有幸参与了各项目的论证 、评议等工作

全程。通过主持 、 参与完成世行项目, 我们项目团

队得以用国际的视野, 思考和研究遗产保护与开发

兼顾共赢的相关问题, 并在遗产地保护与开发设计

规划中予以体现。

一 、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开发视角中的政府管理

创新

遗产因其在环境 、 生态 、 历史 、艺术 、 科学 、

技术 、 建筑 、美学 、景观 、 音乐 、民俗等诸多方面

都蕴藏着 “突出的普遍的价值”, 所以, “遗产旅

游” 已经成为人类求取与外部世界高度和谐的有效

形式之一, 成为高质量回归自然 、回归历史的必须

性的社会生活组成部分
[ 3 ]

。同时, 遗产地旅游的发

展, 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和特色产业发展, 增加了

就业机会, 改善了遗产周边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

也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增加了筹措遗产保护经

费的渠道。如, 在没有进行旅游开发以前, 黄河石

林国家地质公园内龙湾村村民的年均收入才 600元,

2002年开始发展旅游至今, 村民的年均纯收入逐年

增长, 2006年达到 4800元
[ 4 ]

( P46) , 其中旅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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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占 60%。遗产旅游对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发挥

了重要作用 。

但是, 遗产作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载体

和吸引物, 其保护工作应该是基础和前提性的工

作。世行项目在国内外遗产保护开发的前沿理念基

础上, 提出了遗产管理和开发规划全面创新的要

求。从政府治理的角度看, 这是一个新的挑战, 应

该坚持以国际视野进行管理创新, 做到遗产的保

护 、 服务 、经营 “三位一体” 。保护是指使遗产能

够可持续利用;服务是指发挥遗产的公益性以服务

于当代非特定大多数人的欣赏 、游憩 、 科普 、科研

等需要;经营则是指通过商业开发既增强遗产的自

养能力 、 提高服务效率, 也满足遗产所在地合理的

牟利需要 。在这里, 保护不再是单独的被动保护,

而是系统地 、主动地保护。 “保护前提下开发” 不

仅仅是一个原则, 而成为必须有所作为的管理实

践。所以, 政府的遗产保护工作不只是专业领域研

究和保护技术深化的问题, 更是一个保护管理体系

健全 、管理能力提升 、 管理资源整合 “三位一体”

的系统工程。

(一) 坚持景区与社区整体营造的保护与开发

管理战略

社区居民的生活态度 、精神风貌和对客态度 、

沟通热情等构成目的地的重要吸引物。旅游消费者

对旅游目的地的评价有相当的成分来自旅游目的地

全体居民的文明素养和与游客间的亲和度 。所以,

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离不开当地社区居民的支持 。

艾普将社会交换理论运用于旅游业的影响研究中,

指出 “当居民与旅游业之间资源交换程度很高而且

处于平等地位时, 或者虽然不平等, 但倾向于居民

一方, 他们对旅游业则持积极态度, 反之, 居民态

度则转为消极”[ 5 ] ( P665) 。因此, 兼顾社区居民

利益是遗产管理创新应该首要关注的重点。

甘肃世行项目总规划建设性地提出了每个遗产

项目坚持景区与社区整体营造的管理战略。通过成

立 “遗产地旅游发展协调委员会” 或类似的职能机

构, 负责整体营造的全面工作 。在统一领导基础

上, 完善景区管理机构 、 旅游开发运作机构 、社区

和各类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机构 。通过满足多元利益

需求, 调动景区员工和社区居民广泛自发参与, 发

挥创意, 实现共赢。

这种整体营造不仅是一个有形空间的营造, 更

是对景区 、社区人 “心灵” 和 “精神” 的营造, 是

一种 “内在” 的过程 。对于景区来说, 营造是以员

工为主体, 加强景区服务文化建设。对于社区居民

来说, 这种 “内在” 的过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方

面, 通过吸收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规划, 使他

们发现自己的人文 、历史 、 环境等特色, 发掘从祖

先传承而来的丰富的自然 、 人文及生活资源, 让子

孙后代能持续利用, 让自己的文化 、 经济勃兴;另

一方面, 通过他们对自己文化的了解与认同, 能积

极主动参与公共事务与劳动, 把由景区自然风貌 、

传统生产生活情境 、手工艺 、神话与传说 、传统竞

技等原生态风情组成的社区特色作为观光营造的最

大的 “资产” 进行科学经营
[ 6 ]

( P28) 。为此, 在

各项目规划中, 都考虑了景区 、 社区的 “永续就业

工程” 。通过开办各种形式的景区 、社区文化学习

班 、培训班, 让他们全方位提高文化素质, 重点了

解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的相关知识;结合景区实

际, 选择一些参与旅游开发的私营企业和社会团

体 、社区居民个体经营者给予小额赠款 、 贷款扶

持, 旅游服务经营资质和能力 (如农家乐 、旅游纪

念品制作 、 旅游项目经营 、 旅游商品销售等) 帮助

等, 保持景区员工 、社区居民的永续就业 。

(二) 在充分展示遗产价值中进行保护

学者们研究指出:解说是保证游客体验质量的

关键[ 7 ] ( P16) , 要让游客有一个既完整又深刻的

体验, 或者说让他们更认同旅游目的地的遗产价

值, 愿意为这样的遗产旅游买单 。为此, 经营管理

者应该重视遗产的展示解说系统建设 。遗产地政府

和管理机构应注重运用先进理念和多种手段营造遗

产展示的最佳效果 。

当前遗产的展示普遍存在如下问题:介绍遗产

的相关信息太少, 只按固定模式和内容讲解, 参观

者无法了解自己想要的内容;内容过于刻板僵化,

不够生动, 只是单向介绍 (一方讲一方听 、静态铺

展) , 不能自己动手参与;信息比较陈旧, 不能即

时更新 。旅游者希望使用多媒体触摸屏 、信息亭 、

多语种语音讲解导览设备;租用 PDA 等手持导览

设备, 或将展示内容和个人手机结合起来, 到遗产

单体位置时自动接收相应遗产知识介绍;数字化演

播厅演示相关遗产的地学知识 、 历史事件 、文化知

识 、有关风俗民情等;投影仪 “随需” 显示相关的

遗产知识内容。

为此, 长城文化旅游景区规划中就设计了全方

位的展示讲解系统 。展示规划包括原长城博物馆静

态展示的升级换代 、数字化展示 、研究性展示和艺

术展示的多元领域, 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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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静态展示的提升。加强长城博物馆文物

的收藏 、 整理和展出等各项工作;提升传统展陈手

段, 设计能从三百六十度欣赏的精品文物展台, 丰

富多媒体触摸屏信息内容并经常更新。

第二, 数字化动态展示逐步完成。对紧邻长城

博物馆的泰和山庄进行功能性改造, 让其成为博物

馆区的重要展示单元 。将其打造成数字长城文化和

丝路民俗文化学术研讨馆 。实现电子展示 、 研究性

展示等展示手段的延伸。

第三, 艺术展示 。遗产地区域内的龙泉山庄也

是一处颇具规模的仿明清建筑群落, 现惨淡经营餐

饮娱乐, 和景区主题功能极不匹配 。规划将其改造

为 “长城文化艺术研究院”, 用书画 、 摄影 、 书法 、

绘画 、民间艺术和其他艺术形式表现长城, 展示长

城。同时, 这里也可成为文人雅聚 、名人会聚的场

所, 产生宣传长城的名人效应 。

第四, 百姓讲述长城故事 。在牌坊梁村临近景

区入口处的一院民居, 是现今长城遗产地区域内唯

一保留传统居住方式的老住户, 将这里规划建设成

为百姓讲述长城故事的场所, 命名为:长城家园的

孤独守望者———长城故事从这里讲起……

这样, 在旅游者和社区居民遗产保护的 “自

觉” 形成过程中, 遗产的宣传教育和经济收益双导

向作用就能充分得到发挥, 遗产的审美功能和经济

价值双驱动功能也会比较明显 。

二 、 以游客为导向诠释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真实性 (原真性) 是遗产保护理论的基础和核

心概念, 它直接决定着所表征的 “遗产身份”, 既

是遗产认证和评价的标准, 又是遗产保护和管理的

基本原则 。管理与保护遗产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原则

是衡量遗产价值的重要标尺之一, 也是 《世界遗产

公约》 的核心精神 。保持世界遗产真实性与完整

性, 使世界遗产能世代传承 、 永续利用, 是确保当

代人与子孙后代平等享有遗产价值的唯一正确选

择。然而, 这一原则的贯彻, 却始终争议最大, 观

点最多, 挑战性最大 。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遗产旅

游真实性的理解存在差异 。游客 、 居民 、旅游经营

者对遗产旅游真实性理解差异较大, 并且有着各自

的利益诉求。在现实中越来越多的旅游者追求着没

有商业化痕迹的 “真山真水真民俗” 旅游, 他们醉

心原色山水, 追求 “原生” 遗产, 是对旅游地充满

故事意象预期的消费群。在以满足 “遗产旅游” 需

求为导向的遗产保护与开发中, 就应该以游客的诉

求为基准, 保持 “遗产” 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

研究发现:以往名村名镇类遗产保护开发中只

注重对文物古迹 、 历史建筑等点状物质遗产资源的

保护与开发, 而对于体现名镇 (村) 传统风貌的街

巷地段 、空间格局等线状和面状遗产资源保护开发

重视不够。而现代旅游者在选择旅游目的地的时

候, 不是只注重吸引物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考古价

值 。在他们的意象中自然文化遗产景观一定有节

点 、地标 、 通道 、边界和区域 、 民居和典型院落 、

百姓生活等遗产的空间载体和活化承载物 。青城古

民居项目就属于这一类 。吸引人们去青城古民居旅

游的强大拉力, 不仅是古民居本身, 而是古迹建

筑 、街巷地段 、空间格局三个层面构建的名镇遗产

和百姓生产 、生活方式等非物质自然文化遗产的总

和因素[ 8 ] 。所以, 保护开发规划是基于旅游者意

象理论, 以游客对 “魅力名镇” 的真实性需求为导

向, 向旅游者传递一种古镇遗产地能够带来的特有

氛围和感觉, 通过构建突出遗产整体风貌 、价值特

色和空间形态的综合保护和整合开发体系, 保证名

镇的整体遗产价值得到充分保护和展示, 使旅游者

能够得到真实完整的核心价值体验。

三 、做好保护开发中的加法和减法

很多遗产地在发展演进过程中出现的突出问题

是:旅游消费者与供应者对遗产价值诉求的背离。

消费者追求自然文化原生态, 供应者则为追求规模

和功能而大兴土木, 导致原本高度协调统一的自然

和文化环境消失。所以, 遗产地保护开发的当务之

急, 是甄别各类已开发建设和规划建设项目是否符

合遗产的真实历史信息, 以此为标准做好开发规划

的加法和减法。

我们在完成嘉峪关文化旅游景区的规划研究时

发现, 嘉峪关关城以西约有 100公顷的荒地, 属于

遗产保护控制地带 。近半个世纪以来, 附近农民不

断拉沙取土, 破坏了地貌;该区域电线杆布局混

乱, 还散落着酒泉钢铁公司的四个抽水站, 直接影

响了嘉峪关关城的视觉效果, 也严重影响着嘉峪关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原真性和周边环境的统一

性;景区内现有的儿童游乐园 、 动物园 、 戏台等建

设项目与古代边关的文化氛围很不和谐。该区域必

须本着保护遗产地原生态自然环境的原则予以整

治 。关城周边的人文与自然环境应共同得到治理,

恢复古代嘉峪关边关口岸的人文自然环境风貌 。

为此, 这里该做的加法是:进一步进行环境整

治工作, 使这里成为旅游者眺望长城, 审视关城雄

姿, 拍照摄影的晕轮效应区 。恢复这里明代筑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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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湿地和田园风光原始地貌, 将田园田埂形成的垄

上小径, 用砂砾硬化为游径, 田野中布以二牛抬

杠 、 播种 、采摘等传统农事活动表演, 泉湖边建一

处水磨坊, 让旅游者行走在田园小径上, 步移景异

地一边欣赏乡间二牛抬杠 、水磨咿呀的农事情趣,

一边审视 、打量关城并渐渐靠近它, 获得惬意的边

关野趣行游体验 。田野中间应规划审美关城的拍摄

点, 帮助旅游者找到最满意的拍摄角度 。

同时, 这里该做的减法是:近期, 对关城内可

自行掌控的 35个电线杆及电缆做地埋处理;其他

外部电线杆 、 抽水站等在中远期全部做完清理工

作;景区内现有的仿古一条街 、儿童游乐园 、动物

园等项目, 应该逐渐退出关城景区, 最终完全恢复

区域内湿地和田园野趣原生态风貌 。

四 、 探讨可操作性的非物质遗产保护开发系统

非物质遗产是指 “民间集体的保管和记忆的口

头及非物质遗产, 包括语言 、 文学 、 音乐 、舞蹈 、

游戏 、神话 、礼仪 、 习惯 、手工艺 、建筑艺术及其

他艺术” 。随着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全球一体化进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面临着更严峻的问

题。因为非物质文化, 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

会逐渐失去在现实生活中的功能性价值, 而出现传

承危机。在政府或学界保护 “遗产” 的呼吁声中,

经调查而整理记录下来的录音 、录像及文字资料或

收集的实物, 最终静态保存为 “遗产化石” 。实际

上, 社区是非物质遗产的基本传承场
[ 9 ]

( P95) 。

社区中的这些非物质遗产只有进入大众视野, 为更

多的人所了解, 通过不同文化的碰撞才能凸现出其

自身的价值。借助 “他者” 的目光, 社区居民实现

了对这些非物质遗产的价值再发现过程 。他们在交

流和碰撞中反观自我 、认识自我 、 确证自我, 增强

了保护和传承这些非物质遗产的自信心和自觉性 。

研究发现, 旅游开发就是这类遗产价值再发现

的保护开发活动 。区域社会生活结构 、 民俗文化 、

社区生活的多样性 、 历史事件和历史名人影响等方

面为主体的非物质文化是真正的旅游吸引物和核心

竞争力。随着社区旅游的开展和接待外来旅游者的

需要, 社区中一些原先几乎被遗忘了的传统习俗和

文化活动重新得到开发和恢复;传统的手工艺品因

市场需求的扩大重新得到发展;传统的音乐 、舞蹈

等又受到重视和发掘;濒临湮灭的传统文化不仅随

着社区旅游的开展而获得了新生[ 10] ( P85) , 而且

在发展社区旅游的过程中, 当地人民对自己的文化

的自豪感不断增强的同时, 在弘扬传统文化和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 、行动方面能够兼顾旅游和

文化传承共赢需要 。所以, 可操作性的非物质遗产

保护开发应该是对非物质遗产的 “场” ———社区的

保护与开发系统, 是将非物质文化置于 “场” 中的

“活化” 传承开发系统 。

为此, 我们提倡马蹄寺风景名胜区的保护规划

中要贯彻这一理念 。作为典型的裕固族民族生活社

区, 由于社会经济生活变迁, 社区内不仅语言文

字 、服饰 、 饮食 、 建筑物等显性文化由于功能的逐

渐丧失被当地居民无意识地逐渐淘汰, 民族宗教仪

式 、艺术形态 、节庆娱乐活动 、 价值观念 、生活方

式和风俗习惯等隐性文化也逐渐淡出 。项目论证期

间, 笔者一行进入当地社区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

当地男子和青少年的服饰基本上汉化;会唱当地民

歌 、表演传统民族舞蹈的也基本上是中老年人;传

统的节庆 、 婚俗等都已删繁就简, 失去了原生态民

俗的狂欢气氛和全员参与的广度, 当地非物质文化

的传承已经濒临断代危机。

在这种社区经济急需扶贫, 民族文化需要抢救

的双重呼声中, 借助世行项目的难逢机遇, 地方政

府主导, 借助学者的把脉和参与, 通过资源普查 、

民族文化整理 、总体规划 、 为旅游区各景点命名 、

编写导游讲解词等一系列活动, 将优美的自然风光

和传统文化有机整合为旅游发展的初始资本, 将这

些物质和非物质形态的资源有机转化为旅游产品,

走上了政府+学者双驱动的非物质文化 “活化” 传

承和旅游业共同发展之路。随着旅游活动介入带来

的市场消费需求, 当地群众参与旅游的人数越来越

多 。在从事旅游活动中, 社区的民族群众逐渐意识

到那些看似无用的传统的东西可以给他们带来现实

的利益, 他们便主动强化和恢复许多已经淡化 、甚

至已经消失的传统习俗和文化活动。例如:濒临湮

灭的传统民居———裕固族氆氇毡房得到了保护和修

缮;传统民族服饰 、音乐 、 舞蹈等民族艺术和手工

艺技术重新受到重视和发掘 。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

文化复兴现象。旅游业激发了当地群众民族文化利

用的工具理性, 激活了他们最大限度地重新认识和

发掘自己民族文化价值的热情和创造力。旅游不仅

增加了他们的经济收入, 还实现了其民族文化由原

来的实用功能向审美 、 纪念等功能的转型, 遏制了

文化断裂的危机, 初步实现了社区民族文化的保护

与传承 。

五 、将遗产转化成现实的遗产地综合竞争力

遗产保护开发的共识是:拥有世界一流自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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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高品级资源的地区和城市并非都拥有旅游竞

争力 。在世行项目运行管理过程中, 我们特别注重

对社会经济特征的前沿进行跟踪研究, 通过打造有

竞争力的旅游吸引物, 营造遗产地的综合实力, 将

遗产转化成现实的综合竞争力, “在需求与消费的

对立统一关系中寻求培育旅游地发展的持续动

力。”[ 11]

麦积山风景名胜区项目是甘肃世行项目中投资

规模最大的项目 。项目所在地天水市地处古丝绸之

路的要冲, 也是新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 、国家级优

秀旅游城市, 是甘肃省旅游重点城市。麦积山风景

名胜区一直以来是天水市旅游业发展的 “增长极”,

具备强大的辐射带动功能 。在项目规划研讨中我们

认为, 当前该项目的重点不仅仅是景区吸引力的打

造, 而更应该是依托该景区的项目运行, 整合打造

丝绸之路甘肃段东部门户区 。所以, 规划必须是大

旅游视野中的大手笔设计, 不单单是将麦积山这个

高品级遗产资源转化成现实的有竞争力的旅游

“点”, 而且要把它打造成天水这个旅游目的地城市

的 “增长极”, 发挥其品牌联动和拓展功能, 最终

实现天水优秀旅游目的地城市建设。所以, 该项目

在充分发掘丝路胜迹寻根朝觐的鲜明主题的同时,

还应充分关注与区域内伏羲和女娲始祖文化 、 大象

山等石窟艺术 、陇上小江南绿色生态环境构成的华

夏龙脉等多元资源的关系, 整合发挥城市旅游资源

的复合型特征优势, 开发出价值突出, 让旅游者在

此旅游感到 “心满意足”, 最终形成有比较优势的

天水旅游经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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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dentif ing the fi t ting point accurately about the he ri tage conservation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seeking fo r the interactive w in-w in si tuation between natural heritages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a re the key factors to complete management planning o f heritage and guarante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Obviously , f rom the internat ional pe rspective, we should star t f rom the discovery and

display heritage value, then encourage innovation on planning design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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