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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故宫看门人”到“世遗守望者”
单霁翔：将世界遗产带入普通人的日常

文化遗产不仅是历史的
更要走向未来

记者：从“故宫看门人”到“世遗守望
者”，退休之后您从“走遍故宫每个角落”
到“用脚步丈量中华世遗”，为何选择用
综艺节目的形式推进世遗保护工作？

单霁翔：中国是拥有世界遗产最多
的国家之一，但是很多遗产地还没有进
入人们的生活，没有成为人们的知识，
所以我想应该把它介绍给更多的人，让
人们了解。

世界遗产中，一种是大家比较熟悉
的，像西湖、苏州园林、鼓浪屿，我们应该
以什么样的心情，或者从什么样角度去
感受世界遗产的魅力？第二种是鲜为人
知的，虽然是世界遗产，但是很少有人去
过，甚至没听说过，比如像花山岩画、元
上都遗址、土司遗址等。我们希望介绍
这类遗产地的状况、价值。还有一些文
化遗产广泛分布在一个城市中，人们应
该如何参观？这就是做节目的意义。

记者：《万里走单骑》第一季节目从
良渚古城遗址启程，第二季则从洛阳出
发，以北京中轴线收尾。在遗产地选择
上，您是如何考量的？

单霁翔：我们选良渚古城遗址作为
第一季开篇，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当时
良渚古城遗址是中国55处世界遗产中最
新的一处，刚刚申遗成功。第二个，更重
要的，它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圣地。中
华5000年文明，在国际上一直没有达成
共识。一些人认为中华5000年文明只有
3000多年是实证的。通过距今5300年
到4300年的良渚古城遗址，包括大型水
利工程的发现，就实证了中华5000年文
明史。

第二季选洛阳作为第一站，洛阳是
沙漠绿洲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之一，又
是隋唐大运河的起点，唯一一个沙漠绿
洲丝绸之路和大运河交会的城市。这
季结尾选择了北京中轴线。通过这样
的结尾表明文化遗产不但是历史的，而
且是现在的，更要走向未来。

记者：这一年您为了世界遗产的保
护和传承，一直行走在路上。回顾这一
路，您有什么样的感触？

单霁翔：通过节目，我们希望让观
众感受到原来文化如此丰富多彩，如此
博大精深。今天不仅局限于文物保护，
而是已经进入文化遗产保护的时代。
这种转变体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遗产不仅有文化的，还有自
然的。比如庐山是文化景观遗产，武夷
山是文化和自然双遗产。一方面既有
非常壮美的山形水系、自然环境，还有
生物多样性；另一方面有历代文人慕名
而来，在这里有很多的文化艺术方面的创

作；第三方面留下很多文物古迹。这就把
自然和文化融合起来，人们不仅关注保护
文物建筑本身，还要关注自然环境。

第二，不能把文物看成是纯粹的、
静态的东西。我们走访了很多活态的
遗产，比如像西递、宏村，人还居住其
中，两个古村落已经成为世界遗产。是
一个活态的传承过程。

第三，文化遗产不仅有古代的，而
且有现代的、当代的。

第四，文化遗产不仅是一个点，还
是一个面。

第五，保护文化遗产，不仅要保护
那些宫殿、寺庙、纪念性建筑，还要保护
普通人生活、居住、工作的建筑和环境。

第六，文物保护是保护物质的遗
产，但是节目中大量展现非物质的遗
产，几乎每一集都有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希望告诉大家，非物质遗产和物质
遗产本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不再是“到此一游”
而是享受文化

记者：去年，世界遗产大会第二次
在中国召开。在您看来，目前我国的文
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有哪些成绩和
不足之处？如何才能做好文化遗产的
保护和传承？

单霁翔：这些年文化遗产保护有了
很大的发展，我们的博物馆已经从每年
只有两三亿人次参观，扩大到五六亿人
次。但是我觉得不能满足于此。我们还

要继续思考，博物馆怎么把文物更多地
展示出来，怎么讲好文物的故事，开放更
多的场所，更多的古建筑经过修缮后被
合理利用，而不是“锁”起来束之高阁。

我们今天对于文物的修复和保护
技术，要与现代科技发展结合起来，有
更多的新技术应用到文物的保护和日
常的维护中。基层的文物机构，无论古
建筑修缮、文物修复、科学研究还是文
化服务，都应该得到加强。有更多的文
物保护工作者参与到文物保护中来，这
样文物才能得到持续的守护。

记者：您曾反复提到要让文物“活”
起来。在您的带领下，故宫博物院进军
了文创行业，也引起了各地博物馆等纷
纷效仿。打造文创IP成为一个普遍现
象，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单霁翔：故宫博物院研发文化创意
产品和鼓励文化创意是为了感染更多
的观众，让人们更加了解故宫博物院。
故宫的文化创意产品参与到文化的传
播中，扩大了故宫的影响力。

我感到，文化创意产品一定要突出
“创意”两个字，不是模仿、复制、抄袭某
个类别或是某个博物馆的产品，一定要
深入自己的文物库房，挖掘可移动、不
可移动文物背后鲜为人知的历史细
节。一定要详细地观察人们的现实生
活，尤其是年轻人的文化需求，把文化
资源和人们的现实需求对接、结合起
来，这样才会出好的文化创意产品。

记者：近年来，各种文博类的综艺、表
演层出不穷，“唐宫夜宴”“只此青绿”等节
目更是频频登上热搜，您如何理解近年来
文化领域掀起的“文博热”“博物馆热”？

单霁翔：文化传播要适应人们快节
奏的生活状态，包括短视频在内的新的
传播方式，逐渐为人们所喜爱。这种方
式也要找到内容载体，比如不久前北京
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举办了一个展览，
叫“一元‘中’始——2022北京中轴线特
展”，在网上传播得很好。这就是“小活

动大媒体”，通过媒体把展览内容传播出
去。所谓“大媒体”就是它的内容吸引
人，人们对这些内容的注意力有10多分
钟就够了，不可能看很长时间。但是这
10多分钟的效果非常好。包括我们《万
里走单骑》也是收视率越来越高，特别
吸引年轻人。现在内容太多了，节目太
多了，要通过努力吸引人们来选择。

守住“初心”
就是要“择一业，终一生”

记者：您曾经撰文指出，“文明‘无问
西东’，开放方能互鉴”。在您看来，传统
文化应当如何“走出去”？怎样才能讲好
中国故事，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单霁翔：我们要走出去，向世界讲
好中国故事。比如故宫博物院每年召
开“太和论坛”，邀请全世界文明古国的
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一同探讨不同文
化如何共同发展的问题。

还有一个途径是申报世界遗产。世
界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过严格的
程序认定的。每一项世界遗产都具有全
世界意义上的“突出普遍价值”。这样的
遗产，价值超越了民族和国家，成为全人
类共同的遗产。在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
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委托遗产专家
来考察，还会在遗产大会上集体评议，通
过后才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所以积
极参与世界遗产事业就能得到全世界的
关注，就有机会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记者：退休后，您依然选择继续投身
遗产保护工作，您是如何保持对工作的热
情和勤勉，如何守住“初心”的？能否和当
下的年轻人分享下您的人生经验。

单霁翔：其实我从小就和文化遗产
很有缘分。我的父亲是学文学的，特别
是古典文学研究，我小的时候，父亲经
常带我游览各种古迹。

我曾是建筑师，搞规划设计，不久
我就去做城市规划管理，后来转到文物
保护，再后来做博物馆馆长……工作内
容涉及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保护、
博物馆等，其实都是不同的领域。怎么
能够把这些经历融贯、综合起来，怎样
走进一个全新的领域？我的经验是，人
要不断适应变化的状态，要努力读书，
努力尽快进入角色，使自己在新的岗位
上能够充实、充满信心地工作。

守住“初心”就是要“择一业，终一
生”，我一直从事和文化遗产有关的工作，
一生也就会做这一件事。当然，随着时代
变化，随着国家的需求你可能会变化岗
位，但不变的是要有一个能够为社会发展
作出自己贡献的“初心”。所以说，年轻人
要想有所成就，就要守住“初心”，就要“择
一业，终一生”。 据新华每日电讯

年近七旬的单霁翔，穿着他标志性的
黑布鞋，再次出发了。

2021年，他担任发起人和文化向导，完成了
全国首档世遗揭秘互动纪实节目《万里走单骑》
前两季的录制。特别是最近几个月，他以平均两
天一期节目的录制周期，带领“万里少年团”遍访

河南、江西、福建等7个省区市12处遗产地。
每到一地，他除了踏访遗产地，与当地遗产

研究者、保护者交流，品尝地方美食，体验非遗传
承……用多种不同的方式，将承载人类创造和思
想的世界遗产，透过屏幕带入普通人的日常。

日前，在皇城根遗址公园内的北京东城文

化发展研究院，单霁翔接受了专访。“我们想告
诉人们，文化遗产跟今天人类的生存、跟我们
的文化传承、跟每个人都有密切关系。”他说，

“其实，每天我们可能都行走在文化遗产中，感
受到文化遗产的魅力，它对现实生活是有很大
帮助的。”

单霁翔是《万里走单骑》的发起人和文化向导。

单霁翔带领“万里少年团”走访遗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