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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陈列在博物馆中的珍贵文物，
还是中华大地上星罗棋布的古遗址、古建
筑，抑或世代相传的生存智慧、节庆风俗，
都是历史长河中所留下的宝贵文化遗
产。在汹涌的城市化、现代化浪潮下，人
们如何让文化遗产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
如何科学看待和处理文化遗产与人的发
展关系，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3月11日，名人大讲堂“古城保护
季”第三讲在成都开启。复旦大学教授、
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
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态遗产与社区
发展教席首席专家杜晓帆，在成都西部
文化产业中心阿来书房登上名人大讲
堂，以《文化遗产与人的发展》为题，结合
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遗产，分享他所观
察、研究、思考的关于文化遗产的种种现
象、问题，并在如何对待文化遗产、文化
遗产又如何影响人的发展方面，作了真
诚、深刻的思考。

文化遗产需要保护、传承与创新

在讲述第一个主题时，杜教授阐述了
“文化”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及“文
化”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杜教授认
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文化与文化遗
产均服务于人类的精神需求和身份建构，
都需要人类不断地保护、传承与创新。

为什么要保护文化遗产？这个问题
看起来很简单，但杜教授提醒，其实并不
然。仔细考究起来，不少人想到的保护
文化遗产的理由其实很功利，并没有真
正认识到文化遗产的内在和长远价值。
就此，杜教授从“审美愉悦”“历史见证与
知识传播”“生存智慧与社会协作”“情感
认同与精神力量”“增强文化自信”五个
方面，对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给予详细分析。

在谈到“审美愉悦”时，杜教授举了
贵州省石阡县楼上村、杭州西湖、客家土
楼等案例，阐述文化遗产会使人获得审
美体验，感受愉悦和快乐、是美学教育的
欣赏对象，是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活力源
泉。“从文化遗产中，人们往往可以感知
美、了解美、追求美，在熏陶中培养审美
能力。”杜教授说。他还提到日本著名设
计师原研哉（无印良品艺术总监）说的
话，“也许未来就在面前，但当我们转身，
一样会看见悠久的历史为我们积累了雄
厚的资源。只有能够在这两者之间从容
地穿行，才能够真正具有创造力。”

文化遗产是历史的无言见证，反映
了人类知识和经验的积累过程。在“历
史见证与知识传播”这个小点，杜教授提
到良渚古城遗址的案例，提到其是五千
年中华文明的有力实证。从遗址中我们
不仅可以了解到过去的社会文化与生存
状态，也能感受到史前文明的壮阔与繁
荣。此外，交河、高昌古城文字记载不
多，这些实地遗存也是我们了解该段历
史、学习相应知识的重要途径。

杜教授也提到，在保护实践中，遗产
的诸多价值往往是冲突的，各种价值难
以同时兼顾。事实上，不同的情况下各
种价值分析也应该会有所侧重和不同。
因此，针对每一项文化遗产或文物遗存，
我们提倡找出其真正的“核心价值”，围
绕核心价值进行保护和管理。价值不是
实体范畴，无法独立于人和遗产之外而
存在，这也提醒我们，价值的存在离不开
人、离不开人的需求。

在谈到“人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
时，杜教授说，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即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
向，以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
目标。文化遗产是历史馈赠的遗产，其
天然携带的历史文化意义以及不断塑造
的情感文化认同，能给予人类无垠的启
发与共鸣的空间，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
引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文化遗产积淀着人类的宝贵智慧

文化遗产还体现了人类多样的生存
智慧和共享协作的社会关系。杜教授详
细分析了云南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
其所体现的森林、水系、梯田和村寨“四
素同构”系统符合世界遗产标准Ⅲ和标
准Ⅴ，其完美反映的精密复杂的农业、林
业和水分配系统，通过长期以来形成的
独特社会经济宗教体系得以加强，彰显
了人与环境互动的一种重要模式。

此外，杜教授还重点提到他和团队
曾作过深入研究的贵州省石阡县楼上
村。楼上村是我国南方喀斯特地貌之
上、亚热带季风气候之下，在汉族传统耕
读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长期互
动、交融之中形成的景观生态聚落。楼
上村自周氏定居以来，聚族而居，基本延
续传统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其建筑形式
与布局既反映了西南山地建筑的典型特
征，也表达着汉族传统宗族文化。

杜教授特别分析了楼上村文化景观
中人地关系，发现在这个村子里，人们在
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积累了大量的生
活经验，楼上村及其周边丰富的草木资
源皆可被村民“因材施用”，在日复一日的
生活中创造出丰富的价值。“在贵州的山
地聚落中，自然界的水、土、木、石等种种
元素被应用、置入于生产生活的方方面
面，在村落内部形成了一套丰富的乡土知
识体系和乡村生活哲学。人与自然的关
系实际上也反映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
的关系。山地聚落发展出的生态观，前提
是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养活众多的人口，
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形成一种约束的机
制，没有合作共享的精神，也很难抵御自
然风险、防范挥霍无度。从这个意义上来
讲，乡村遗产所具有的生态价值不仅仅指
人对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人与自然的和
谐共处，也同样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和

共享精神，这是一种质朴的大山里的约
定。 在客观的生产生活空间之中，穿插
的是时间轴中被发展、丰富着的各类交
往、观念活动，其中又以节庆、风俗、文化
思想观念的实践最为显著。而最为根本
的耕读传家所代表的文化教养，亦是千
百年来，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互动中，
所沉淀下来的宝贵的智慧财富。”杜教授
说，“由民居与梯田构成的聚落景观是自
然与人类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杰作，周
围的山水环境与中国古典绘画、文学中
所描绘的山形水态高度神似，表达着东
方的山水审美标准，对未来人居环境的
可持续发展模式具有重要启示。”

文化遗产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资
源，是未来文明交流与发展的驱动力。杜
教授提到鼓浪屿和泉州的例子，其中鼓浪
屿展现了在亚洲全球化早期多种价值观
的碰撞、互动和融合，其建筑特色与风格
体现了中国、东南亚及欧洲在建筑、传统
和文化价值观上的交融，其产生得益于岛
上居住的外国人和归国华侨的多元性，并
因此形成一种全新的建筑风格——厦门
装饰风格。这一风格不仅在鼓浪屿发展，
还影响到广大东南亚沿海及更远地区。
泉州则是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
心。“文化自信的提出有语境，要在交流和
碰撞的前提下谈自信，因此文化自信离不
开文化的交流，在交流中不以他国文化为
转移，不对自身的文化怀疑和动摇。文化
遗产可以提供给我们这种自信的源泉。”
杜教授说，“对文化遗产进行价值挖掘与
建构的最终目的就是满足人类的精神需
求，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体现。”

对文化遗产核心价值保护和管理

杜教授还谈到文化遗产价值认知的
重要性和复杂性，他举的例子包括长城、
故宫、三星堆、良渚遗址、巴黎和佛罗伦
萨的旧城保护，蜀道上重要的枢纽城市
阆中南津关，四川省合江县先市镇的酱
油酿造作坊群等。他特别提到，“价值判
断很重要，但价值判断很复杂。价值主
体虽然多样，但是不同文化遗产之间也
存在着一些共性，比如文物中蕴含的历
史信息，可以被总结为历史价值。经历
了时间淘洗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文物一般
都具有丰富的历史价值。这些为大家所
共同认可和遵循的价值是构建价值体系

的要素。价值研究可以看作是一种从共
性到个性的价值认知过程，那么三大价
值、五大价值的设置虽然具有广泛的适
用性，是我国文物价值认识的总依据。
但是，在共性和个性之间，对于不同类型
的遗产我们可能需要更有针对性的价值
分析标准。比如对长城这种军事防御遗
产，基于传统的价值分析标准可能会遮
蔽其作为军事遗产的一些特征。因此对
于军事遗产需要建立体现军事遗产特点
的价值论述体系。”

多年从事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工
作，杜教授还分享了他所总结的文化遗
产核心价值的认知方法，提到文物保护
有二十二字方针：“保护第一，加强管理，
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在
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杜教授特别提到

“价值”这个核心概念，并梳理其主要在
三个领域发挥作用，“首先，价值评估是
所有文物保护工作的基础，或者说是我
们实施各种文物保护工作和实践的前
提。价值评估的目的是对遗产价值形成
判断，并以此作为一处遗产是否可以列
入文物保护单位或各种保护名录的依
据，或者决策各种文物保护工作如何实
施。其次，是以价值作为保护目的和依
据确立各种保护原则。遗产保护领域为
保护遗产价值，确立了“最小干预”“不改
变原状”“可逆性”等最基本的保护原
则。第三，则是为了更好地理解、阐释和
活用各类文化遗产，要对价值进行更深
入的认知和整合。”

在本场讲座的最后，杜教授作小结
时说，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
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作为全民共享
的遗产，其保护和管理离不开社会和公
众的全面参与。文化遗产不是冰冷的过
去，而是活在当下的过去。文化遗产教
会人们去热爱和对话，有了热爱，过去就
有了生命力，有了对话，就对文化多了一
分理解。

杜教授特别提到著名建筑学家陈志
华在《北窗杂记：建筑学术随笔》中的一
段话，并以此作为结尾：“你走遍全村的
每一个角落，看到的，听到的，都那么新
鲜有趣。单单把它们采集起来，就是一
件多么激动人心的工作。但你还要思
考，要理解它们，要阐释它们，要把它们
构筑到我们民族文化的整体中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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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教授杜晓帆：

找出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从历史获取美和智慧

名人大讲堂“古城保护季”·第三讲


