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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博物馆馆长雷雨：
建议从土地、政策与资金三方面推进

雷雨提到，自2006年12月三星堆遗

址与金沙遗址共同作为“古蜀文明遗址”

项目入列国家文物局《中国世界文化遗

产预备名单》以来，已经三次入列该名

单。四川省也从2021年开始，着手推进

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

化遗产工作。

为何要申遗？在雷雨看来有三点必

要性。首先，申遗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需

要。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充分体现了古

蜀文明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是中华

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和发展脉络的实物见

证；其次，推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能够

进一步推动古蜀文明考古成果的创造性

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讲好中国故事。除

此之外，推动申遗工作还有助于充分展

示古蜀文明独特的文化魅力与价值，大

力提升三星堆和金沙品牌国际影响力，

助推文旅产业发展，为建设文化强省旅

游强省作出更大贡献。

那么将从哪些方面推动申遗工作

呢？雷雨建议，按照申遗有关要求，由四

川省政府统筹建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

作领导小组，四川省文物局做好申报工

作的指导和监督。

在具体措施方面，他建议四川省政

府支持三星堆遗址文物保护区开展土地

增补平衡试点等土地政策，加大考古文

物保护专项土地指标和政策支持。考虑

到遗址保护传承资金需求巨大，他还建

议四川省政府研究制定专项资金支持政

策，推动古蜀文明考古研究。

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朱章义：
申遗文本编制等项目已全面启动

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三星堆-金

沙遗址联合申遗正式提上日程，社会各

界对三星堆-金沙遗址联合申遗呼声很

高、寄望甚厚。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

联合申遗该怎么做？目前遇到的难点在

何处呢？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

朱章义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了最新

的情况。

“作为国家及省市政府的战略

目标任务，按照国家申遗工作总体安

排部署，我们与三星堆也在积极推进

联合申遗工作，目前金沙遗址已组建

申遗工作专班，申遗文本编制、金沙

遗址博物馆综合提升改造、遗产监测

等项目已全面启动。同时，与三星堆

保持密切沟通联系，共同稳步推进联

合申遗工作。”朱章义说。

申遗工作是一项长期的、系统

性的工作。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更是

一项国家行为，每个国家每年只能

申报一处。因此，即便三星堆-金沙

联合申遗项目具有极高的关注度，

两处遗址具有极高的知名度，但依

然受申报指标限制，并面临激烈的

竞争。朱章义在采访中也谈到，如

何提炼归纳遗产的价值，如何表达

遗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满足世界

文化遗产的标准，如何将研究成果，

用国际化的表达，让世界文化遗产

专家理解并赞同……这些都是申遗

过程中需要梳理清楚的内容。

“我们已经调动全馆各个部门

的力量，但还是遇到了专业人才力

量较为薄弱这一难点和困境。目前我

们正在积极通过多种方式引进人才，

同时也在对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

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标准自诊自查，

改进金沙遗址在遗产保护、展示、研究

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此外，金沙遗址

博物馆自2007年开馆以来，10多年没

有进行大规模的改造，陈列展览、设施

设备老化严重，“提升改造的项目多，

难度大，时间又特别紧。”

申遗之路虽然漫长艰巨，但朱章

义透露，目前金沙遗址博物馆正在按

计划实施申遗综合提升，在博物馆“主

体建筑及内部空间、设施设备改造”

“优化博物馆现有服务功能”“优化展

览、环境，突出价值阐释”等三个方面

进行重点提升，为申遗工作提供全面、

完备且满足世界遗产保护、展示和服

务标准的遗产地空间。

同时，按申遗工作推进时间要求，

金沙遗址博物馆会做好申报世界文化的

申遗文本编制、遗产监测、申遗标识系统

建设、档案建设、宣传片拍摄等具体申报

工作。此外，也将在健全完善联合申遗

协调机制、广泛开展咨询论证、持续深化

考古研究、深入开展宣传动员等方面持

续着力，全方位做好联合申遗工作。

“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我们正在

按照世界文化遗产标准，一步一个脚

印地做好遗址的保护、研究、阐释、展

示、修复、监测、宣传、环境整治等方方

面面的工作，希望能在激烈的竞争中

突出重围。”朱章义说。

世界遗产国际研究专家：
与乡村振兴结合参与遗址保护利用

在西南交通大学世界遗产国际研

究中心执行主任、博士生导师刘弘涛

看来，三星堆-金沙的联合申遗，文化

遗产的保护利用，可因地制宜，结合乡

村振兴的需求和实际情况探索出新路

径，“在乡村振兴这种国家战略性布局

背景下，如何做好三星堆-金沙遗址的

联合申遗，是一个全新课题。”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2014年6月22日，大明宫遗址

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

一处遗址点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刘

弘涛看来，这些都是三星堆-金沙申遗可借鉴

的成功案例。

“今年正好是中国自1985年来，正式加入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第39个年

头，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保护世界文化和

自然遗产公约》第52年。站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保护视角考虑，我们如何

能做得更好，这是值得潜心思考的。”刘弘涛说。

在刘弘涛看来，随着特色文化和旅游业的

发展，四川今后将有可能成为世界旅游目的

地。因此在遗产保护及文旅融合发展方面，应

当更加具有国际化的视野。“不仅中国人认为

保护工作做得好，更要站在国际视野上思考，

如何吸引包括国外专家和普通大众的更多关

注，号召全世界的人参与“三星堆-金沙”遗址

的保护和申遗工作，甚至有能力让很多国际友

人回去后还愿意主动帮我们宣传古蜀文化的

价值和保护的意义，这是很重要的。”

此前，刘弘涛在出席三星堆-金沙联合申

遗研讨会时曾提到，在近年申遗工作中，国际

视野对社区参与遗址保护、遗址与乡村和谐共

处等问题愈发关注。“社区参与遗产保护，也是

国际上的前沿课题。”他介绍。

从三星堆-金沙联合申遗来看，三星堆遗址

周边原就有村民生活区域。如何发动村民参与

到遗址区未来的保护、文旅融合的发展中，甚至

通过申遗和文旅发展带动当地就业，给原村民

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这点在申遗中同样很重

要。“保护文化遗址不仅仅是相关管理部门的事

情，也是当地人的责任。”刘弘涛说。

他认为遗址周边乡村地区参与遗址的保

护利用是关键，从实际情况出发来看，这可与

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思考相结合。对三星堆-

金沙的联合申遗，刘弘涛充满了期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可欣李雨心伍勇

文博专家们建言献策：
三星堆-金沙如何联合申遗？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代表了距今约4500年—2900年的古蜀
文明面貌和发展水平，是同时期长江流域文化内涵最丰富、面

积最大的都城遗址，系长江上游古代文明中心。三星堆的每一次考古
发掘，都会引发“三星堆热”。

而位于成都市区的金沙遗址，是距今约3200年—2600年期间长江
上游古代文明中心，即古蜀王国的都邑。据考古工作者的发掘、研究成
果显示，金沙遗址极有可能是三星堆文明衰落后在成都平原兴起的又一
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两处遗址对于探索古蜀文明、中华文明发展
过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近日，三星堆-金沙联合申遗的话题引发关注。三星堆-金沙将如何进
行联合申遗？1月26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就此采访了三星堆博物
馆馆长雷雨，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朱章义，西南交通大学世界遗产国际研究
中心执行主任、博士生导师刘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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